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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臨尾再劈價 加推10%折扣

港府首撥480萬 助書商境外參展

「需求主導」重建 今起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書展
今踏入最後一天展期，大小書商紛紛
出招割價，冀在閉幕前清貨。有書商
揚言散貨最重要，昨推百元任裝電腦
書優惠，書迷即用膠袋硬塞30多本原
價48元至68元的電腦書，料總值逾千
元。亦有內地書商割價推出5元1本、
10元3本優惠，連匯率1兌1優惠，書價
低至原價3折，多家書商亦指今日會再
加推10%折扣，呼籲市民把握最後

「淘寶」機會。

書商指旺丁不旺財
書展今日展期會提早於下午5時結

束，不少書商已決定割價速銷，把握
最後散貨機會。超媒體職員周小姐表
示，今年生意比去年上升20%，但以
散貨為上，昨起劈價推出百元任裝一
袋電腦書，只要能夠將原價48元至68
元電腦書塞進1個膠袋內，書迷付上
100元即可帶走，有人一個膠袋裝下30

多本，價值逾千元。
內地書商認為今年書展消費力比過

去數年弱，深圳久美負責人王先生指
今年生意與去年相若，但書迷消費謹
慎，故於昨日起推出全場8折優惠，連
同匯率1兌1優惠，書價相當於原價7
折，另推出生活類書本20元1本、30元
2本的「驚爆價」，冀吸引書迷最後一
天多消費。深圳市及求實圖書負責人
莫小姐更指今年旺丁不旺財，生意下
跌一半，昨天已割價推出5元1本、10
元3本優惠，售賣包括文學、生活類書
籍，連匯率優惠計低至原價3折。

星輝圖書經理馮向遠指生意雖然上
升30%至40%，但亦會在閉幕日增推
圖書優惠，由8折「加碼」減至全場7
折，昨更仿傚場內書商新推10元書特
價區，售賣年期較久的小說，而新文
化圖書負責人梁先生更稱，會將原價
60元至100多元的正價書在最後一天以
10元1本發售。

香港現時有約29萬名外傭，在港住滿7年的則有約
12.5萬人，根據現行《入境條例》，外傭未能符合取得
居港權的條件。3個菲律賓家庭共5名人士就此提出司法
覆核，挑戰有關條例違反《基本法》，下月在高等法院
開審。協助3宗入稟個案的代表律師聲稱，《基本法》
無列明從事某種職業不能取得居留權，認為《入境條
例》的規定是違反《基本法》。協助菲律賓外傭組織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主席Dolores亦指，外籍人

士在香港從事其他職業，可以取得居港資格，但外傭
卻沒有居留權，認為是歧視。

條例有否違基本法大原則成關鍵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指出，

《基本法》列明本港能自行制定入境政策，包括哪些人
士符合入境和居港條件，而不少地區都會因應當地所需
人才，制定相關措施，本港亦有法定權力制定政策。但

《基本法》同時無詳細提及本港居留條件，而是交由立
法機關進一步處理，因此相信條例有否違反《基本法》
大原則，會成為今次訴訟的關鍵理據。

葉太：人大釋法言之過早
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

倘外傭居港7年便可有居留權，則她們的配偶子女亦可
來港團聚，換言之隨時可能增加約30萬人享有本港社會
福利。此外，不少外傭有高學歷，來港後可轉職做護
士或服務性行業，並享有最低工資保障，日後聘用外
傭的中產人士就可能要支付更高工資，這些問題將對
本港造成很大衝擊。但她認為，目前是否要就此問題
提請人大釋法是言之過早，案件應先在原訟法庭審
議，政府亦可上訴至終審庭。

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羅軍典亦擔心外傭有居港權，
大批傭工會投身本港勞動市場，對社會造成震盪。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劉初進）玻璃汽水瓶稍作
巧思，也可以成為具收藏價值的藝術品。上水廣場舉
辦內畫珍品展覽吸客，展出40件價值逾百萬的在玻璃
瓶內繪畫的內畫珍品，包括8合1「清明上河圖」系
列，另推出10多件逾百年的絕版香港汽水玻璃瓶供市
民參觀。商場估計，40天展期內將吸引22萬人次參
觀，料可帶動商場營業額錄得2.6億元。

上水廣場已於本月23日起至下月底舉行為期40天的
「夏日玻璃畫藏物語」，首度展出40件價值逾百萬的內
畫珍品，如8合1「清明上河圖」系列及一套28款《香
港歷屆總督》。中國內畫藝術大師張鐵山更首創「汽水
瓶內畫」，將籃球明星姚明等肖像活現在瓶內，張氏表
示，在汽水瓶內創作，要考慮瓶內的弧度及畫面變
形，繪畫時要靈活變通，希望這次嘗試能將內畫這門
藝術帶入民間。

另外，收藏家張西門擁有的10多件逾百年絕版香港
汽水玻璃瓶亦會公開展出，它們均來自4款絕版的汽水
品牌玻璃瓶，包括安樂、先施、屈臣氏與珠江汽水。
張表示，冀透過跨界別的展覽，讓市民既能欣賞到內
畫藝術及本土的汽水玻璃瓶後的歷史演變，又能使市
民體驗內畫的創作。

商場展「玻璃瓶內上河圖」

12萬外傭若得居權 勞工市場震盪
陳弘毅：基本法賦予本港法定權力制定入境政策

4000萬六合彩今攪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民今晚再有千

萬元橫財夢想成真機會！3期前的六合彩攪珠有
暑期金多寶，但由於連續2期無人中頭獎，以致
上期攪珠的頭獎基金高達6,200萬元。上期攪珠
由於頭獎只有半注中，逾3,100萬元多寶將撥入
今晚舉行的六合彩攪珠。馬會估計，如頭獎一票
獨中，彩金有機會高達4,0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傭爭取居留權的3宗司法覆核於下月底陸續開審。有傳媒報

道指，行政會議短期內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倘特區政府就外傭居港權案敗訴，會否考慮是否

提請人大釋法化解危機，以及涉及的時間表和法律真空期等問題。保安局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為由不作評論，而僱主團體及立法會議員就擔心倘外傭取得居港權，會對本港社

會和勞工市場造成大震盪；法律學者則認為，本港有法定權力制定入境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市建局推出的「需求
主導」重建項目今日起接受申請，至10月31日截止，
業主最快可在明年4月獲悉申請結果。為方便有意申請
的業主諮詢，市建局昨與長者安居協會簽訂服務協
議，協會將設立諮詢熱線、家訪行動不便的業主及協
助填寫申請表等。市建局表示，樓宇狀況良好、已獲
地產商收購的樓宇或申請者在公布結果前逼遷租戶，
都會降低申請成功機會，料有意申請「需求主導」重
建項目的業主，將集中於主流舊區。

最快明年4月批覆
市建局宣布「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及「促進者」中

介服務將於今日起接受申請，前者必須於10月31日前
提交表格，而後者不設申請期限。市建局行政總監羅
義坤表示，當局會設立評審委員會作初步甄選，符合
申請標準的項目會納入2012/13年度業務計劃內，最快
明年4月可向獲批項目進行人口凍結調查，而落選項目
亦會在同日獲悉，不獲接納的項目業主，可在明年再
接再厲重新申請。

兩項主導計劃都設有一定申請門檻，其中「需求主
導」重建項目的申請資格包括樓宇出現失修情況、地
盤面積至少達400平方米、涉及地段內須得到至少67%
業權持有人同意申請等；而「促進者」中介服務申請
條件，則包括地段內須得到至少50%業權持有人同意
申請、非工業樓宇或有1半或超過1半樓面面積屬商業
用途及樓宇出現失修或明顯失修情況等。

市建局執行董事（規劃及項目監督）譚小瑩表示，

兩項主導計劃主要針對有需要的小業主，設門檻可防
止被濫用，她指，樓宇狀況良好、有地產商正進行收
購的樓宇或申請者在獲悉結果前逼遷大量租戶，會降
低申請成功率。她又提醒參加樓宇更新計劃的業主，
不應等待重建審批成功後才復修樓宇，避免淪為「危
樓」。羅義坤預料，「需求主導」重建項目的申請數目
會較「促進者」中介服務為多，並主要集中在主流舊
區。

羅義坤表示，兩項主導計劃對市民來說仍屬陌生，
特別是有關樓宇地段及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資料，故
在未來1至2個月內，會再向各志願機構招標，期望能
增加2至3間可提供諮詢的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

香港小型出版商礙於欠缺資源，過
去少有參加國際大型書展，只有數
家大型出版商有力參展，今年政府
撥款480多萬元，首次資助出版業
界參加在北京、台北以及德國法蘭
克福舉行的書展，為中小型出版商
提供接觸國際版權買家的平台。香
港出版總會指3個展覽共有近100家
出版商及印刷公司參與，將展出共
約800本紙本書、電子書和印刷
品。

陳萬雄：了解世界趨勢覓商機
香港向來在中文出版界獨領風

騷，近10年內地和台灣出版業獲當
地政府支持發展高速，威脅香港龍
頭地位。今年香港出版業界首次得
到政府「創意香港」辦公室撥款
480多萬元，資助近100家出版商及
印刷公司參與由8月底至明年2月舉
行的3個國際書展，為以往資本不

足無力參加國際展覽的中小型出版
商，提供洽商平台。

出版業界獲資助參與的3個書展
中，法蘭克福書展是世界最大的版
權交易書展，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
會和台北國際書展則是中文出版中
最大型的書展。香港出版總會會長
陳萬雄表示，參與國際書展可讓香
港出版商與各地業界互相觀摩，了
解世界出版趨勢，而且與各地出版

商保持聯繫，有利日後洽購版權，
「好的作品在出版3年前便可售出版
權，與外地出版商保持良好關係對
洽購版權很重要」。

陳萬雄又認為香港出版書籍質素
高，「創意無分出版商的規模」，中
小型出版商都有好作品，可望在國
際書展上找到「伯樂」，估計香港有
30%以上書籍可望售出版權，有助
鞏固香港中文出版業的領先地位。

■中國內畫藝術大師張鐵山展示由他首創的汽水瓶內
畫。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劉初進 攝

■書展今踏入最後一天展期，大小書商紛割價冀清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萬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偉龍 攝

■政府撥款480多萬元，資助近100家本港出
版商及印刷公司參與3個國際書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需求主導計劃及促進者中介服務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