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宗：失業率短期或上升
專家料明年中重攀3.8% 銀行出入口製造業重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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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三季GDP同比增長4.3%，按年放緩1%。

港府昨下調2011年全年的經濟增幅預測為5%，並

預料未來1至2季會繼續放緩，不排除會出現「技

術性衰退」。

事實上，雖然本港經濟仍保持增長，但下行風

險正在不斷累積，歐美經濟不景拖累本港出口持

續放緩，資產市場急挫也為內部消費蒙上陰影。

對於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當局須作最壞打算，

及早籌謀應對之策。由於歐美的出口何時恢復並

非本港所能控制，資產市場起跌也是難以預測，

故當局應進一步推動兩地經貿融合，積極開拓內

地市場，以抵銷歐美市場的萎縮。同時，當局須

將保就業作為重點，加強職業培訓及勞工配對的

投入，增加對中小企的信貸支援，防止經濟下滑

對就業市場造成太大衝擊。

出口放緩是導致第三季GDP放緩的重要因素，

本港第三季整體貨物出口按年下跌2.2%，為2009

年以來首次。目前，美國失業率仍然高企，復甦

未見曙光，歐洲深陷於債務危機之中，希臘、意

大利等債務尾大不掉，危機更凸顯歐洲高福利主

義的後遺症，要徹底解決並非一年半載所能辦

到，本港出口在未來一段時間將難復舊觀。同

時，上月零售銷售雖保持24%增長，但增幅已呈

放慢跡象。近月本港股市大幅調整，投資者損失

慘重，財富減值效應將削弱市民的消費意慾，未

來的消費增長也難以樂觀。出口和消費是本港經

濟的兩大引擎，現在兩大引擎同樣有放緩跡象，

勢將拖累本港經濟的增長。

還應看到，本港目前的失業率仍保持近年低

位，為內部消費提供了巨大支撐作用，面對外圍

經濟不景，保就業更是重中之重。當局一方面應

密切留意勞工市場變化，加強職業培訓及勞工配

對的投入；另方面中小企聘有大量僱員，但面對

歐美出口放緩，中小企首當其衝，將對勞工市場

造成衝擊，當局應加強對中小企的信貸支援，考

慮重推金融海嘯時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協助

中小企渡過困難。

李克強副總理8月訪港時宣布的36招「挺港」

措施，涵蓋範圍廣泛，包括金融、經貿、交通、

旅遊、食物和能源供應、醫療服務和教育等多方

面，既令香港社會各界和普羅大眾都能受惠，亦

發揮了鞏固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協助港商進入內

地市場、深化粵港融合等重大作用。當局應把握

機遇，盡早開展一系列跟進落實工作，確保措施

到位發展，為香港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應

對未來外圍經濟的持續動盪。 (相關新聞刊A1版)

一名父親讓兩歲男童坐在腿上操控方向盤駕

車，由母親在背後拍攝，二人分別被控危險駕

駛和教唆危駕。被告律師求情時說，兩人行為

出於愚昧，坦言會承擔責任，而事後兩人受網

民嚴厲批評，造成極大壓力及困擾，希望法官

輕判。抱子駕車者固然出於愚昧，但愚昧會導

致嚴重後果，令案情更加嚴重，兩人受網民嚴

厲批評恰證明其行為令人無法容忍。鑒於不少

駕私家車人士往往攜帶小孩隨車出行，此案的

判決也將警示他們遵守法例，切勿忽視兒童乘

坐私家車的安全問題。

今年8月起在網上流傳一段短片，片中一名

男子正駕駛私家車，一名年約兩歲的兒童坐在

他的大腿上，小童雙手放在方向盤上，不時大

力轉動，該名男子期間曾多次放手讓小童操控

方向盤。一名女子在後座拍攝。短片末段，小

童一直坐在男子膝上「駕車」，直至停車泊

位，之後男子自豪地說「很有型」。該名男子

或女子將自拍短片放上網，可能是覺得其危險

行為「很有型」，但暴露了其無知兼法盲。

根據香港法例規定，兩歲或以下的兒童乘坐

私家車前座時，必須使用認可束縛設備將身體

扣緊在座位上。香港運輸署的網頁亦列明，前

座乘客不應抱㠥兒童，或者讓他們坐在大腿

上，以免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兒童可能會被拋

出車外，或者被夾於乘客與車輛的儀表板之

間，為安全起見，應該安排小童坐在後座。

抱子駕車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是違法的。

荷里活明星布蘭妮曾經抱子駕車以擺脫狗仔隊

的跟蹤，觸犯加州法例，被美國交通部長明尼

塔斥責：「無論你是誰，都絕對沒有任何理由

做出此舉，在任何時候以犧牲兒童的安全為代

價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讓兩歲兒童坐

在父親大腿上駕車，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理

應受到懲罰。

案中男子或女子將自拍短片放上網，亦引起

爭議。一般來說，如涉個人或家庭私隱的短

片，上網之前宜慎重考慮其私隱會否被其他人

侵犯。然而，案中二人讓兩歲小童駕大膽車已

涉嫌違法，違法行為並不屬於私隱，網民的嚴

厲批評亦非侵犯私隱。恰恰是由於案中二人出

於無知將短片放上網，其違法行為曝光因而受

到追究，客觀上可避免他們讓孩子再駕大膽

車，公眾亦可受到教育，這對他們的孩子和本

人及公眾，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相關新聞刊A16版)

抵禦經濟衰退 須作最壞打算 抱子危駕獲罪的警示

綜援金料至少升4.8％

職安主任升呢促建造業安全 高學歷「80後」工作興趣重於錢

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美國經濟
復甦疲弱，歐洲債務危機揮之不去，情況令人憂
慮。他相信此情況對短期內失業率構成壓力，但本
地消費仍然穩健，失業率未必一下子急升。

密切留意匯豐裁員行動
張建宗表示，正密切留意匯豐銀行裁員行動，並

與匯豐接觸，但相信只屬個別事件，部分銀行仍會
增添人手。他指，勞工處已為受影響僱員提供熱線
電話，並會主動接觸其他大型銀行，看看有否相關
空缺提供予有意求職的匯豐員工。

最低工資衝擊市場有限
張建宗又指，最低工資實施至今已有6個月，失業

情況非但沒有顯著上升，更有下跌跡象，相信對市場
衝擊有限。他說：「最低工資效應是正面多於負面，
但我們一定要密切留意市場發展，不可掉以輕心。」

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指，隨㠥經濟增長放
緩，加上歐債問題影響全球，預期陸續會有銀行或
金融機構減聘人手。

外資財團開始減慢招聘
蘇偉忠說：「今年第二季開始，都看到外資財團

有減慢招聘的情況，部分在美國及歐洲有業務的金
融機構及跨國銀行更是首當其衝。當中，不少在金
融海嘯後出現過度擴張，紛紛開始削減人手及緊縮
招聘。」
他預料，繼銀行業後，出入口及製造業亦成裁員

高危行業，「不少出入口貨物往來歐美；製造業在
內地接單情況不太理想，甚至倒閉，有裁員壓力。
其他行業新增職位速度亦會放緩，預料本港失業率

明年中前升至3.8%水平」。

獲加薪仍覺生活無改善
另一方面，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今年9月訪問

519名基層員工，當中74.3%受訪者表示，最低工資
實施後獲得加薪，加幅中位數達10.2%，清潔業加
幅更達23.7%。但調查同時顯示，2.1%受訪者遭減
薪；1.6%受訪者更被解僱或因公司結業而失業。此
外，受通脹影響，即使獲加薪，33.3%受訪者仍覺
生活沒有改善。
聯盟指，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通脹率達

11.3%，基層工人即使薪金上升，仍難追上通脹。
他要求特首立刻啟動最低工資檢討機制，提早在明
年5月1日，把最低工資調高至時薪不少於33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歐陽麗

珠）香港最新失業率為3.2%，處13年低

位。不過，勞動市場在外圍經濟環境及部

分行業萎縮等多重夾擊下，其實正潛在危

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承認，失業

率短期內有上升壓力，當局會密切留意勞

工市場情況，包括與銀行業界保持緊密聯

繫，掌握相關裁員行動。有人力資源顧問

預期，失業率有機會明年中前升至3.8%，

當中以銀行、出入口及製造業最受影響，

尤其是業務涉及歐美的公

司，新增職位亦會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十大基建項目
推動下，香港建造業出現近年最蓬勃景象，但工
業意外數字亦同時增加，更為各行業之冠。勞工
處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共有1,404宗工業意
外，較去年同期上升9.7%，意外中的死亡數字亦
由5人增至8人。勞工處加強執法及巡查的同時，
職業安全主任亦要學會建造業「十八般武藝」，
提醒工人安全的工作步驟。
建造業承建商必須為僱員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

作環境，以及所需指導、訓練與監督。勞工處職
業安全主任會定期突擊巡查地盤及部分高空工作
地點，以遏止不安全工作方式。如有發現違例情
況或即時危險，會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或
「暫時停工通知書」，甚至提出檢控。

特別執法行動監管裝修
勞工處今年加強特別執法措施，又增加於非辦

公時間巡查及視察裝修及維修工程地盤次數，並

會在年底前，繼續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安全，採
取進一步特別執法行動。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在
意外發生後到工地調查時，往往抽絲剝繭，細心
查出真相，並於日後作出改善。
1994年加入勞工處的該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張

炳光指，數年前，一名工人從4尺木梯墮下致
命，但他檢查過木梯，發現並無損毀，且高度有
限，相信不足以奪命。後來，張炳光發現，工人
伏屍處附近纏有電線，推斷對方先觸電後失去意
識才腦部㠥地致死，其後得到法醫證實。他說：
「這正好反映，調查工業意外及成因，絕不能放
過任何細節。」

須學燒焊搭棚駕剷車等
另一名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溫治平更指出，他們

需要學習燒焊、搭棚及駕駛剷車等工序，「我們
先要熟識建造業運作，才能在有需要時指導工人
正確及安全的工作步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80後」逐
漸成為勞動市場生力軍。有人事管理諮詢公
司調查發現，受訪僱主往往只以為「80後」
會為金錢回報及職權而留任。但學歷較高的
「80後」受訪者卻反映指，興趣及趣味是選
擇工作的最重要指標，金錢回報反而是其次
的考慮因素。調查機構認為，僱主應花更多
時間與年輕僱員溝通，以及了解他們的工作
心態，並推行針對性鼓勵策略挽留人才。

低學歷「80後」 留任首重錢
泰田．麥基爾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今年7

月至11月，訪問353名僱主及481名在職與非
在職「80後」。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僱主
認為，「金錢上的回報及利益」是吸引「80
後」留任的最重要因素；40.1%受訪僱主更
以「金錢及權力認可」作為獎勵「80後」最
常用策略。同時，學歷較低的「80後」認
同，此乃選擇工作或留任的最重要條件。

師徒制方式 「80後」受落
然而，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的「80後」卻

認為，「興趣及趣味性」才是選擇工作的最
重要指標，金錢只排第二位。36%受訪者更
認為，「對工作有滿足感」最能鼓勵改善工
作表現，金錢同樣只屬次要。調查又顯示，
40.8%受訪僱主認為，「師徒制」協作方式
最為「80後」受落。但近半受訪「80後」卻
認為，當他們需要援助時，上司或僱主根據
實際情況提供協助，才是他們最渴望的師徒
關係，雙方同樣出現落差。
泰田．麥基爾國際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

理蔡惠琴指出，僱主了解到「80後」十分關
注金錢利益及回報，卻沒有發現他們對有清
晰可達的職業路徑持認真態度。她又指，剛
畢業的大學生處於職業起點，未能獨立處
事，往往渴望僱主多給予工作上的支援、指
導及培訓，而非更大自由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下周一將開會檢討綜援金水平。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表示，會以10月底為基線，檢討過去1
年的綜援物價指數，相信綜援金水平將上調不少於
4.8%。張建宗指，截至9月底，綜援物價指數上升
4.8%，會等10月底數字公布後才一併檢討。他表
示，租金指數9月底已上升4.9%，相信租金津貼亦

會提升不少於4.9%。

林健鋒：應要有加有減
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指，過去5年，綜援戶每

年都有至少1個月額外津貼，相等於每個月再加
8%，認為綜援出雙糧是特別措施；但每年按機制調
整的金額，應該要有加有減。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

國柱認為，通脹時高時低，建議政府提供短期補
貼。
他表示，4.8%是全年平均數，部分物價有時會上

升7%至8%，希望在物價高的時候，政府可以補
貼，待物價回落再收回補貼。社署表示，綜援金每
年按現行機制調整，確保受助人維持購買力，制度
亦行之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香港科技大學2年級男生
出生時遭誤診，需施行心臟開
洞手術。早前，他在這宗醫療
失誤案件中，入稟要求賠償
470萬元。不過，法庭昨日頒
下判辭，裁定他只可獲137萬
多元賠償。法官在判辭中，多
次強調男生自小因病而深得父
母溺愛，讓他誤以為真的病入

膏肓，但相信他可於5年後康復。男生父親表示，對
裁決不滿意，將考慮上訴。
原訴人馮俊文（21歲）（上圖）出生時遭誤診「大

血管轉位」，遭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心臟開洞手術。
其後，他於2003年進行心臟修補手術，但身體也沒
有顯著改善。2006年，他入稟向醫管局及食物及衛
生局索償470萬元，但早已承認疏忽責任的局方不同
意金額，認為只需賠償15萬元。

聞判反應「判這麼少﹖」
由於馮俊文正值考試，故留校溫習。其父馮貴福

（51歲）昨日替他到庭拿取判辭。他於庭外斥責兒子
出生時替其診治的醫生宋銀子，指她對兒子疏忽治
理，又指妻子因為兒子的情況，至今情緒仍不穩
定。他的代表律師則在庭外表示，俊文家人不滿包
華禮法官批評他們過分溺愛兒子。而馮俊文昨日在
電話中，獲姐姐通知判決結果時，第一個反應是：
「㜮？辛苦這麼多年，判這麼少？」

法官批評父母過分溺愛
包官在判辭多次批評，俊文父母對他過分溺愛，

令他相信12歲半之前患有嚴重心臟病。根據證供顯
示，俊文父母十分緊張兒子，嚴禁小時候的他運動，並經常帶
他四出尋醫。包官不排除俊文因心臟問題，年幼時經常氣喘，
但隨㠥年紀增長，氣喘問題已有所改善。而他投訴同時出現的
腳腫，其實只是急性腎炎引起。這也能解釋，為何當時心臟問
題尚未治癒，腳腫病已痊癒。
因此，包官在判辭中形容，俊文童年基本上正常。他同時考

慮到，俊文2002年至2003年的修補手術前，進行運動並沒有氣
喘。而醫療記錄也不見他有相關的投訴。至2007年，他才有投
訴胸口痛。包官認為，俊文2006年入稟後，運動參與率下降，
或許與他的父母高度關注有關，推斷他因為進入司法程序，才
加強他自認為心臟有問題，致減少了運動量。
然而，包官接納俊文的病確實影響生活，但相信他日後努力

參與復康活動，必可於5年內回復正常運動及工作能力。包官不
認為俊文的病影響了他當警察的夢想，而且他因病而選擇從事
工程行業，薪酬應不一定較低，所以裁定俊文只能獲137萬多元
賠償。

開
錯
心
洞
科
大
生
獲
賠
137
萬

■張建宗料失業率或升。圖為僱員
再培訓局日前舉行課程及招聘博覽
日，吸引不少市民到場。 資料圖片

■張炳光(左)巡查地盤工作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