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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環

評官司纏繞多時，特區政府在官司勝訴後需重新啟動

大橋的本地工程，但造價增加至少65億元；該宗官司

亦同時連累香港約70項工程一度被叫停，包括港鐵沙

中線、啟德發展區，以至香園圍/蓮塘口岸等，工程總

造價逾1,000億元。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

估計，受影響的工程總共涉及十數萬個建造業職位，

其中以扎鐵、釘板及模板三類工種的影響最大。

當局期望港珠澳大橋工程最快今年底前動工，如期

於2016年通車。至於連接沙田至中環的港鐵沙中線，

當局期望在明年第2季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爭取

如期在明年展開工程，並於2020年完工。

周聯僑指出，當大橋工程全面開展，將即時令1.3萬

名建造業工人「有工開」，沙中

線工程亦可創造逾萬個就業機

會，當中仍未計及延線上蓋建築項目的職位。

扎鐵業8月加薪12%
建造業總工會轄下扎鐵職工會主席陸君毅指出，自

扎鐵業今年8月起加薪11.8%至日薪1,230元後，吸引不

少「新血」計劃入行，加上建造業前景有所改善，相

信未來將可享「黃金10年」。他說：「從前這一行被指

無文化、無技術，現時卻改變了，加上政府及發展商

同步發展，不論觀感及工資，都不可同日而語。保守

估計，未來8年都是行業的黃金期；樂觀點看，我覺得

有12年風光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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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聯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出，橋評官司令大量工程項目拖了半
年，一度令建造業新人卻步，影響招聘計
劃。雖然港府上訴得直，但工程至今仍未施
工，預期業界未來10年還需要2.8萬名生力
軍，其中以木匠、釘板及扎鐵工人最為短
缺，預計未來2年分別有3,000及2,000個空缺，
單靠訓練學院培訓不足以應付所需。
目前，新人若要投身建造業，一般會透過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提供為期約4個月的課
程，並考取「平安卡」，再註冊成為工人，才
能正式在地盤工作。港府與建造業議會去年9
月推出「強化建造業人力訓練計劃」，為較難
招募及缺乏人手的工種培訓人才，學員於訓
練期內可獲港府發放5,000元津貼，畢業後在
建造業商會搭路下，由承建商提供職位空
缺，首半年月薪至少8,000元，其後半年月薪
至少1萬元。

訓練學院招生 至少輪候半年
今年承建商為建造業工作加薪，學員入職

首半年月薪將增至1萬元，隨後半年月薪大
幅增至最少1.5萬元，以吸引更多「新血」
入行。建造業議會預計，計劃推行3年，會
有3,000人受惠。周聯僑指出，現時香港有
近28萬名建造業註冊工人，當中10萬人持續
在行內發展，是活躍的熟手工人；其餘則是
「生疏工人」，顯示建造業的熟手工人甚為短
缺。
為應付今後工程需要，港府與業界積極以

具吸引力的薪酬「利誘」年輕人入行。周聯
僑指出，訓練學院沒有足夠導師及培訓場地
培訓「新血」，準學員每每需輪候至少半年才
能入學。數字顯示，截至本月15日，訓練學
院今年只培訓900名建造業學員，包括205名

扎鐵工人、87名木匠釘板工人及23名地渠，
人手仍然短缺。

4天安全訓練 上崗月薪1.3萬
他指出，建造業議會已透過與總承建商及

分判商三方合作，以「先招聘，後訓練」的
方式吸納「新血」，學員只需接受4天安全訓
練，便獲承建商以月薪1.3萬元（其中5,000
元為港府津貼）聘請，邊學邊做；3個月後
薪金將大幅調升至1.6萬至1.8萬元。他指
出，9至10月已有63名扎鐵工人及16名木匠
釘板工人透過此途徑入行，下月將至少有
100名工人依此入行。他說：「只要讓他們
有前景及穩定收入，自然可避免被其他行業
搶走了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對於年輕人而
言，若要投身建造業，大可修讀訓練學院的課程
打好基礎再入行；但對於有家庭負擔的待業人
士，卻難以花至少半年時間等待開班，而且4個月
訓練期的5,000元津貼，亦難以養家。年多前從內
地移居香港的朱先生（小圖左），初期求職處處碰
壁，但在工會協助下，如今已在扎鐵業工作了7個
月，對行業未來充滿憧憬。
34歲的朱先生，年多前從西安持單程證來港，

與太太團聚。在內地當文職工作的朱先生表示，
從前旅港時曾在報章上看到大量文職的招聘廣
告，以為搵工容易，但由於他是藏族人，廣東話
「能聽不能說」，加上香港常用的輸入法是倉頡，
內地則用拼音，故數份文職工作都做不長久。
朱先生後來在友人介紹下，到地盤當雜工，日

薪350元，但長遠仍解決不了經濟問題。

「先招聘，後
訓練」的新措
施，以及工聯會
推動的「師徒
制」，為這班待
業人士提供了
「入行捷徑」，直接將新人介紹予承辦商。今年
初，朱先生在向建造業總工會求助後，由工會利
用網絡找到一份扎鐵學徒工作，日薪增至760元。

7個月日薪增至逾900元
朱先生初期並不太適應，又曾中暑，好不容易

捱過3個月，終於習慣。他說：「『行行出狀元』，
扎鐵也是技術工種，而且今年8月1日加薪後，現
時日薪已逾900元，足以解決生活問題；如果要入
訓練學院慢慢培訓，我實在等不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沈家樂（小圖右）

在建造業打滾約10年，一直從事水務維修，但該工種
的發展空間有限，不及各種與地盤相關的工種，因基
建工程陸續上馬，行業前景一片光明，月前他毅然轉
型為扎鐵學徒。
現年36歲的沈家樂表示，轉型是因為一名年屆40

歲、一直在酒樓當經理的友人，近期轉行扎鐵業，啟發他
認真思考扎鐵業的前景。

換上新水喉 工種無前景
他解釋，「我當水務維修多年，但仍覺得並不是十分專

長」；雖然當時平均月薪約有1.8萬元，但工作需求卻極不
穩定，加上特區政府近年持續進行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
新水管可以用上數十年，「這個工種再無發展前景了」。
約1個月前，沈家樂就在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協助下，經
介紹入行當一名扎鐵「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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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在橋評官司中上訴得直，一度被叫停的7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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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喉老手 轉型學扎鐵藏胞來港文職轉扎鐵

近月大市波動，投資者追捧窩

輪，輪證成交佔大市逾40%，經

紀業界團體要求政府監管並徵

稅，免股市變「大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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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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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輪如「賭場」
業界籲徵稅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

為，中國房地產正處於下跌的拐

點，影響所及，明年中國GDP增

長可能下滑至8%。

詳刊A6

要
聞

曹遠征預測
內房明春現拐點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葉國謙、張國

鈞等組成的「6星團隊」昨舉行

誓師大會，逾300名助選團及街

坊義工吶喊助威。

詳刊A7

要
聞

民建聯6星誓師
中西區街坊助威

美國東岸紐約州、馬里蘭州等罕

有地於10月底提早降雪，大雪造

成230萬戶停電，陸空交通受影

響，3人在雪中意外死亡。

詳刊A24

國
際

美東10月暴雪
230萬戶停電

智能手機全球大賣，蘋果三星競

爭白熱化。分析預計，蘋果公司

來年售出逾億部iPhone，勁敵三星

勢將推出可捲曲屏幕手機。

詳刊A25

專
題

智能手機爭霸
蘋果三星較勁

第24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昨日閉

幕，中國內地青春旅行故事片

《轉山》獲得最佳藝術貢獻獎，為

華人增光！

詳刊A33

娛
樂

東京電影節
《轉山》獲藝術獎

版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