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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反對設巴士票價穩定基金

大家樂擬年內再加價
業界指最低工資增成本 料下半年食肆加價10%

財爺：iBond助市民
紓緩通脹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通脹重臨，市

民生活大受影響。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最新網誌
中直言，從目前情況看來，影響本港通脹的幾個
因素仍然強勁，包括全球的商品價格、輸港的食
品價格、住宅租金還保持 升勢，本港經濟在連
續5季增長後，後勁持續。這些因素是佔最新通
脹增長的7成之多，通脹還有上升壓力。雖然香
港無法全面利用利率作出調控，在控制通脹上比
較被動，但特區政府仍要推出各種措施，幫助不
同階層市民紓緩通脹壓力，而「通脹掛 債券
(iBond)」正是其中一項措施。

15萬份申請 盡早推債券
曾俊華指出，特區政府第一次發行的iBond獲

超額認購，共收到申請表約15萬份，達130億港
元，無論在申請金額和申請人數方面都十分令人
滿意，兩者都是近年零售債券之中比較高的數
字，顯示這次發行能夠達致提高零售投資者對投
資債券的興趣及促進債券市場的目標。他指出，
當局努力盡早推出債券，是了解到市民對捲土重
來的通脹日益擔心之故。iBond可望在低利率、
通脹趨升的環境之下，協助維持個人、家庭儲蓄
的購買力，避免儲蓄的購買力被通脹吞噬，使之
成為通脹下一個新的投資選擇。
但曾俊華強調，iBond不是一粒「萬應靈丹」

或者是西方人說的「銀造的子彈」，可以解除萬
難，將通脹全面消滅，它的目的只是讓市民多一
個應付通脹的選擇。
他指出，特區政府擁有「AAA級」的優良信貸

評級，相對其他投資工具，例如股票甚至人民幣
債券，投資在iBond基本是沒有風險的，十分適
合無投資經驗或者已經退休人士購買。而政府提
供這樣的優惠，不只是為了給予香港市民獨有的
保障，更是為了進一步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發
展。可以說，這次發行「通脹掛 債券」的主要
目的，是提高零售投資者對投資債券的認識和興
趣，從而促進本地零售債券市場的發展。

投資多元化 吸外資流港
曾俊華指出，推動債券市場的發展，是鞏固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工作之一，有助
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資工具及投資渠道，吸引更多
海外資金流入，並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多年
來，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除了提供必要
的基礎設施及稅務優惠，還透過發行不同性質的
債券，為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而iBond發行的
成績，證明當局的判斷是對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曾雁翔）通脹下，連鎖快餐店大家樂本季(4至7月)亦加價

4%。大家樂集團主席陳光裕昨表示，食材、工資和租金大幅上升，對集團經營構成壓力，相

信市民理解加價決定，並預告未來半年仍有加價壓力。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雖

然最低工資令市民消費力增強，但多數食肆的生意未有受惠，反而增加了成本，

預料未來半年全港食肆將進一步加價5%至10%。

陳光裕昨日在書展的講座上分享90年代大家樂經歷過
的一個難關，時任行政總裁的他拜讀過《追求卓越》一
書後意識到「盈利只是品質的副產品」，於是銳意改革
大家樂。他表示，與90年代的難關相比，目前的挑戰同
樣艱巨。他指出，食肆3大成本在過去半年大幅上升，
食材整體上升15%至20%、工資上升30%至40%、租金上
漲5%至10%。他形容，現時面對的結構性改變，是繼90
年代另一大挑戰。

指豬肉漲價40％增壓力
他透露，大家樂本季餐價加價約2%至4%，平均加價5

角。他解釋，上半年食材價格急升是加價主因，其中豬
肉價格上漲30%至40%，牛肉和雞肉分別上升20%及
15%，他說：「加價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他更稱，
相對市面上其他茶餐廳加價3元至4元，大家樂的加幅相

對溫和。面對全球食品價格上升，他坦言下半年仍有加
價壓力。陳光裕指出，本季的業績理想，有單位數字的
升幅，除了因為加價彌補成本增幅外，還受惠於最低工
資政策。他相信，由於市民收入上升，增加消費意慾，
加上集團推出多項新產品，令大家樂業績理想。

飲食業經營仍將困難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最低工資普遍對業界

的衝擊大於得益。他解釋，雖然市民收入增加，但近期
通脹升勢凌厲，令生活費相應上升，市民減少外出用
膳，反而令食肆生意受挫，但工資成本卻同時上漲。他
相信，未來半年飲食業界經營依然困難，預期年底前可
能會再加價5%至10%。「各間餐廳都要想辦法開源節
流，例如以較平價的越南米混合泰國米減低成本，以及
加強宣傳等，刺激銷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九巴早前發出盈利警
告，並建議港府成立「票價穩定基金」，抵銷油價上升
對巴士公司的經營壓力，引起多位立法會議員和學者的
反對。昨日，在《城市論壇》上，多名議員均認為九巴
利潤倒退，即要求以公帑補貼的態度不可取，對納稅人
不公，要求九巴進行內部調節開源節流。

李慧 批盈利減即要補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反對成立「票價穩定基

金」。她認為，政府批出專營權，不等於保證巴士公司
必定賺錢，九巴單單因為巴士營運的盈利減少而要求政
府補貼，相信市民不會接受。她認為，如果九巴期望政
府以公帑資助營運的話，巴士服務必須符合社會期望及
責任，例如向偏遠地區居民提供優惠進出市區、每天提
供長者乘車優惠等。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鄭家富批評，九巴過去多
年都錄得盈利，集團賺錢得益者只是股東，但當盈利減
少卻打政府及納稅人的主意，做法不公平，九巴應自行
開源應付經營環境上的挑戰。另外，他指出，九巴從
Roadshow廣告的收入，難以在九巴提交予立法會的報告
中披露。他呼籲，九巴應該將帳目分清，詳述地產、廣
告等項目的收入。

熊永達倡設油價穩定基金
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副教授熊永達建議，政

府可針對油價變動設立穩定基金，與巴士公司協定一個
目標油價，如油價升破目標價，政府向基金補貼差額；
相反若油價跌破目標價，巴士公司需按差價向基金注
資。他認為，一旦油價升勢過急，美國有機會抑壓國際
油價，港府便毋須動用公帑向基金注資。

■大家樂集團主席陳光裕表示，面對食材漲價壓
力，不排除年內會再次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議員和學者都反對用公帑補貼巴士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