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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實施短短數天，大型連鎖麵包店

「東京麵包」突然結業，勞工處暫時收到160人

求助，警方亦接到報警，列作勞資糾紛處理。

結業的「東京麵包」有30多間分店，聘請近

200名員工，規模也不算小，它的結業可說是葉

落知秋，反映最低工資產生的負面影響開始浮

現。實施最低工資既要改善勞工的收入，更要

避免人工成本大漲，導致企業負擔過重而引發

結業潮。企業能否維持經營是檢驗最低工資成

功與否的關鍵，避免出現大規模的結業潮是當

務之急。勞資雙方和政府部門都應為此作出努

力。當局亦要及時進行檢討，考慮增加最低工

資的彈性，以免釀成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

過去大半年麵包原材料價格已漲3成，加上租

金猛升，甚至以倍數遞增，已與經營者的負擔

水平脫節。麵包業實行學徒制，僱用大量低學

歷、低技術的年輕勞工，因為落實最低工資，

這些工人的薪金大增，若再計算飯鐘錢、有薪

休息日等福利，企業人工成本將上升近4成。有

業內人士預期，麵包業是受到最低工資衝擊最

大的行業之一，將會出現激烈的淘汰戰。本港

絕大部分企業都是中小企業，本身盈利能力就

低，落實最低工資後，不排除有更多中小企因

營運成本大增而捱不住，最終要結業倒閉。

勞工界不宜因為企業力不能及、未能滿足要

求，便扣上「無良僱主」的帽子，令勞資矛盾

陷於緊張，損害本港勞資關係和諧的傳統。如

果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令企業不勝負荷，甚至

被迫結業，必然造成大量就業職位流失，基層

勞工非但不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而面臨

失業的威脅。

實施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令基層勞工有更多

保障，但若出現勞工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情

況，這絕不符合最低工資立法的本意，政府必

須高度重視問題的嚴重性，盡快檢討、作出調

整。不同行業的經營成本、盈利不同，但本港

最低工資標準實行不分行業的「一刀切」，清潔

服務業、快餐(速食)業、保安業、安老服務業等

微利業生存空間被壓縮，大量此類行業的企業

倒閉、工人失業，勢必嚴重影響本港的經濟、

社會穩定。參考內地和台灣等地推行的最低工

資制，不同行業有不同的最低工資標準，政府

應該借鏡其成功經驗，增加本港最低工資的彈

性，減輕企業的經營負擔，避免引發倒閉潮，

創造勞資雙方及社會共贏的局面。

(相關新聞刊A16版)

立法會否決由議員提出廢除增加煙草稅4

成的公共收入保障令。部分議員提出廢令的

做法，不僅會引起當局稅收上的混亂，而且

更破壞了立法會行之有效的慣例。此風一

長，議員將來為了政治表態可以隨意阻撓議

會的議事程序，令政府政策及法例受到重重

干擾，令到施政更加舉步維艱，社會應警惕

這種趨向。同時，加煙稅是防止青少年吸煙

的有效措施，議員應實事求是的討論，以市

民利益為最大考慮。

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

增加煙稅4成，並即日生效。由於具體的法

例需要經過立法會審議，按慣例當局會透過

附屬法例的形式發出公共收入保障令，確保

臨時稅收合法，直至立法會正式通過法例，

以保障政府收入及防止避稅等行為。公共收

入保障令主要是保障當局能夠合法徵稅，屬

於行政範疇，過去立法會都會通過有關法

令，以免政府收入受到影響。議員有意見應

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修訂，而非提出廢令。

議員無視議會慣例，故意為難行政當局，將

開極壞先例，令議會的慣例形同虛設，行政

立法的共識蕩然無存，影響深遠。廢令根本

是無理又無謂，被否決是理所當然。

應該看到，議員雖然對於煙稅的加幅有

不同看法，但大部分議員都認同藉加煙稅減

少市民吸煙。根據世衛資料顯示，煙草價格

愈高，消耗量便會相應減少。目前全球已經

有60個國家的煙草稅佔零售價65%以上，其

中40個國家更高於70%。本港的煙稅就算如

預算案所定增加4成，稅率依然低於國際水

平，批評本港的煙稅過高並不公道。本港的

青少年吸煙問題近年不斷惡化，要減少青少

年吸煙，大幅增加煙草稅無疑是切實可行之

法。青少年經濟能力始終較弱，大幅增加煙

草稅將直接令到香煙零售價大增，從而降低

青年人對香煙的需求。

固然，大幅增加煙稅難免會影響商販的

生意，也會加重煙民負擔。然而，為全港市

民的健康㠥想，當局通過寓禁於徵的方式減

少吸煙無可厚非。部分議員提到加煙稅可能

會助長私煙的問題，理據牽強，因為不論加

煙稅與否，只要有利可圖私煙行為都會出

現，解決的方式是加強打擊及堵塞，而非斬

腳趾避沙蟲。

(相關新聞刊A14版)

避免結業潮乃當務之急 廢令破壞議會慣例

政府關注通脹 7月補助電費

香港活豬供應及拍賣價詳情
月份 內地供港（隻） 本地豬（隻）最高均價（每擔）拍賣均價（每擔）

1/2010 4,514 272 $1,144 $1,044

2/2010 4,121 259 $1,065 $924

3/2010 4,435 316 $1,168 $1,013

4/2010 4,404 199 $1,214 $1,034

5/2010 4,605 210 $1,216 $1,037

6/2010 4,699 208 $1,128 $940

7/2010 4,529 201 $1,137 $1,016

8/2010 4,502 223 $1,179 $1,027

9/2010 4,598 238 $1,195 $1,083

10/2010 4,512 265 $1,266 $1,153

11/2010 4,394 280 $1,339 $1,232

12/2010 4,263 243 $1,315 $1,195

1/2011 4,512 329 $1,354 $1,237

2/2011 3,726 236 $1,467 $1,345

3/2011 4,147 230 $1,582 $1,412

4/2011 3,942 219 $1,534 $1,377

資料來源：食物環境衛生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啟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活豬

拍賣價持續高企，每斤豬肉零售價更直

迫42元，加重市民生活負擔。由買手及

豬肉販商組成的鮮肉大聯盟表示，近半

年供港活豬數目不穩定，每周初供應正

常，但後期則出現緊絀，導致整體拍賣

價一度按年飆升近40%，聯盟懷疑3間

活豬進口代理商「聯手造市」操控活豬

供應量，令市民被迫「捱貴豬」。食物

及衛生局回應指，供港活豬數量穩定，

維持每天約4,000隻水平。代理商香港

農業專區股東蔡志偉否認3間代理壟斷

市場；廣南行發言人表示暫不作回應；

五豐行直至截稿前仍未有回覆。

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表示，近期內地供港
活豬價格持續上漲，與供港活豬數目不穩定有直
接關係。他指出，本港市場平均每日需要4,600
至4,800隻活豬應市，但在最近半年，每周一至
三才有足夠活豬供應，其餘4天卻減少供港活豬
數量，市場最緊張時段，更只有3,900隻活豬應
市，「每天豬隻來貨數目未明，令市場氣氛緊
張，買手爭相搶貨，致豬肉價格高企不下。」

2至4月日均供應量跌
根據食環署數據，去年內地每日進口豬隻數目

約有4,300至4,500隻，但踏入今年，除1月平均每
日有4,512隻供應外，2月至4月的平均每日供應
量，卻跌至3,726至4,147隻。今年3月份每擔豬肉
平均拍賣價高達1,412元，按年急升39%；若單計
今年首季，平均拍賣價錄得14.1%升幅。至於昨
日內地活豬供應數量則有4,516隻，每擔豬肉平
均拍賣價則為1,399元，最高拍賣價達1,563元。

零售價升至42元一斤
關國華表示，隨㠥活豬拍賣價持續上漲，豬肉

零售價亦同樣急升，每斤售價由去年初的28元，
升至近期的36至38元，部分區域的售價更高至每
斤42元。如供應不穩的情況持續，估計零售價將
進一步上揚，市民被迫「食貴豬」。
豬肉行總商會副理事長許偉堅表示，受通脹及

運輸成本上漲等影響，內地活豬零售價升幅大致
與香港相若，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供港豬肉售
價高企難以避免。雖然近月內地供港活豬數量的
確較以往少，但香港每逢假期活豬需求會較低，
近月又比較多長假期，難以推斷代理商存心減少
供應操控價格，但會密切留意情況。

兩地協調保供應穩定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港府與商務部就全

年活畜供港數量有共識，會確保供應穩定，近期
內地供港活豬數量維持充足，每日平均供應量維
持約4,000隻。發言人表示，食品價格應由市場
釐定，活豬價格受全球食品價格上升、內地對活
豬需求增加及人民幣匯率等因素影響，港府會繼
續鼓勵和協助業界擴闊食物供應來源，維持合理
和穩定的食品價格。

香港活豬市場透明度不足，經常
為人詬病，更被業界歸咎是豬價波
動「元兇」。隨㠥港府早年增加兩
間代理，市場競爭增加，但仍無法
完全穩定供應及價格。

代理商不易聯手
原因何在？有分析指，雖然不能

排除聯手操控價格的可能性，但要
3間不同背景的代理聯手也不是易
事。
業界揪出另一「元兇」是，內地

城市漸富裕，對活豬需求增加，加
上人民幣升值及運輸費上升等因
素，內地豬農將活豬內銷，售價較

輸港高20%至30%，令供港活豬數量減少，價格自然上
漲。

供港活豬經3大代理商
目前，供港活豬代理資格由國家商務部負責審批和賦

予，2007年商務部和特區政府同意開放活豬供港市場，
賦予廣南行有限公司、香港農業專區有限公司內地供港
活豬代理資格，連同原有的五豐行有限公司，活豬代理
增至3間。根據國家商務部相關規定，所有內地供港活
豬均須經由取得內地供港活豬代理資格的公司出口來
港。

人幣升值內銷比銷港價高
業內人士指出，現時內地供港活豬由3間公司代理，

經香港買手再批發予零售商。數年之前，內地豬農都
「爭住把活豬供港」，因為供港活豬售價可較內銷高出約
10%至20%。
惟近年人民幣升值，飼養豬隻的農產品、原材料價格

上漲一倍，運輸費飆升，內地供港活豬的利潤空間減
少，豬農不願出口豬隻來港，轉攻內地本地市場，既賣
得好價格，亦能節省運輸費，故令供港豬隻數量減少。
他說：「現時在內地賣豬售價會比香港高出20%至
30%，加上出口去香港要支付代理費、又要計人民幣匯
價，豬農當然不供貨（豬隻）來香港，不會有人做虧本
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靜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內地物價帶動下，香
港通脹走勢凌厲，今年首季香港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
上升4.1%，指數內基本食品的價格首季按年上升6.8%，
反映基層市民面對的通脹壓力大增。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以書面答覆議員提問時表示，港府關注通脹情況，
並推出一系列措施紓減市民的壓力，包括預計在8月及9
月為公屋租戶代繳2個月租金，在7月發放電費補貼，今
年下半年發放綜援、高齡津貼等額外津貼。市民最關注
的派錢6,000元，則待細節敲定後申請撥款，又會預留1
億元注資「食物銀行」提供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

提案寬減薪俸稅及免稅額
曾俊華表示，當局密切留意通脹情況，特別是通脹對

低收入市民的影響。政府會定期檢討和更新香港的經濟
預測，包括對今年全年通脹的預測，下一輪檢討和更新
的結果將於本月13日公布。為緩減通脹壓力，港府將會
推出一系列措施，例如已提案寬減2010/11年度薪俸稅
和個人入息課稅，以及增加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供
養父母/祖父母免稅額和子女免稅額，並提高長者住宿
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

免兩月公屋租金料8月落實
運輸及房屋局已就向公屋租戶代繳2個月租金的建

議，諮詢房屋事務委員會，預計可於8月及9月落實執
行。市民最為關心向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的市民發放每人6,000元的建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敲定細節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獲批後便會立即落
實。而社署亦會因應需要，向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注
資1億元，以延續服務。另外，政府現正制訂「通脹掛
㢕債券」的執行細節和銷售安排，冀盡快推出。

■關國華（中）表示，近半年供港活豬數目不穩定，導致整體
拍賣價一度飆升近40%，懷疑3間活豬進口代理商「聯手造
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活豬拍賣價持續高企，每斤豬肉零售價更直迫42元，市民買菜時大嘆無奈。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港府會預留1億元注資「食物銀行」，提供短期食物
援助服務計劃。圖為唐英年視察食物銀行。 資料圖片

漲幅誇張 什麼都加 無奈承受

■歐女士表
示，不僅豬
肉 售 價 急
升，各類食
材價錢亦高
企不下，會
盡量減少購
買新衣，保
收支平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啟源 攝

■楊太稱，
食材漲價速
度 相 當 誇
張，尤以豬
肉售價的升
幅最明顯，
但已慳無可
慳，只好捱
貴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啟源 攝

生豬內銷多賺3成 輸港量少價搶高

■陳女士指
出，雖然豬
肉售價出現
明顯升幅，
但不及蔬菜
厲害，每餐
要吃只能無
奈承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啟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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