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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規管排檔 違規擬即釘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謝雅寶、林裕華) 旺角花園街排

檔1年內兩度被大火洗禮，引起社會對排檔安全的關
注。港府昨建議加強對排檔的規管，引入「取消小販
牌照制度」，若有排檔涉及分租、非法駁電或為取得牌
照提供虛假資料，可即時被食環署「除牌」。當局表
示，去年有約7,000宗針對檔販或其助手的檢控個案，
當中28%遭檢控4次或以上，反映檔販重複違規情況嚴
重，有需要加強條例的阻嚇力。當局即日起至明年2月
12日會諮詢區議會及檔販代表，冀明年4月正式實施。

優化排檔減火警風險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昨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

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正研究一籃子的措施及建
議，加強排檔規管以減低其火警風險。當中包括參考
街市現行制度，引入「取消小販牌照制度」。若有檔販
在3個月內6次違規，包括在批准範圍外經營、檔位的
大小高度違反持牌條件等，可被食環署吊銷牌照。若
檔販違反嚴重違規事項，例如將攤檔分租、非法駁電
或為取得牌照提供虛假資料，更可即時被食環署除
牌。
當局會設立申訴機制，持牌人不滿食環署決定，可

於7天內提出意見，署方會作出考慮；即使經申述後，
署方仍維持原判，有關持牌人仍可在14天內向上訴委
員會上訴。周一嶽強調，新建議並非要把排檔趕盡殺
絕。他重申，政府絕對沒有取締排檔的構思，現時只
是優化排檔，令其安全及有秩序地販賣。他又指，現
時全港4,900個排檔中，只有1/4為「朝行晚拆」，販商
要額外僱用人手等，未必為最佳安排，認為由檔販建
議的「留架不留貨」建議可行，但當局仍需作進一步
探討。

議員指制度過於嚴苛
不過，多位議員認為，「取消小販牌照制度」過於

嚴苛。工聯會王國興表示，現時的檔位面積已過份細
小，規劃上令檔販被迫非法擴張，建議當局舉行公聽
會，聆聽檔販的意見。民建聯李慧 亦指，部分檔販
無力僱人改善排檔安全問題，「曾見過1位婆婆自己拆
除簷篷，險象環生」。她建議政府資助販商修建排檔。
此外，現時最接近焚毀樓宇的排檔仍未解封，食環

署署長梁卓文表示，現時屋宇署仍在清拆危險建築，
而消防處亦需進一步的檢查，仍未知道檔販何時能恢
復營業。

小販牌照取消制度
嚴重違例事項（可立即吊銷牌照）
■將攤檔分租
■未獲批准下安裝或接駁電氣用具、電線或其他電力設備
■為取得牌照作虛假聲明
其他違例事項（3個月內6次違規可吊銷牌照）
■販賣未有在其牌照內列明的商品或服務
■僱用未經批准的助手從事販賣
■須改善消防安全而被遷置的小販，未有根據要求永久

或暫時騰空獲編配的攤位
■營業時未有持牌人在場
■將販賣的商品與有關設備或物體放置在攤位界線之外
■造成妨礙
■攤檔大小高度或建造物料違反持牌條件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雅寶

兩電新收費（仙）
2011年 2012年

中電 港燈 中電 港燈
基本電價 80.0仙 93.1仙 85.0仙 94.1仙
燃料價格

14.1仙 30.2仙 17.8仙 37.0仙
條款收費
淨電價 94.1仙 123.3仙 102.8仙 131.1仙

(+9.2%) (+6.3%)
中電改革電費結構

■住宅戶新增第5個累進級別，若用戶用電量高於
2,600度，該部分用電量需繳交較高的第5級電費。

■住宅戶首400度用電基本電價下調2仙。
■取消以往向高用量工商戶提供的折扣優惠，改為劃

一收費。 資料來源：兩電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兩電新收費對用戶影響
中電

■半數住宅用戶每月多付電費少於10元
■半數工商用戶每月多付電費少於50元

港燈
■70%住宅用戶每月電費多付少於25元
■70%工商用戶每月電費多付少於131元

資料來源：中電及港燈
製表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謝雅寶）兩電宣布明年元旦
起加電費，中電更提出更改電費結構，把住宅戶由4級累進制增
至5級，用電愈多收費愈高；而工商戶則由累退收費改作劃一收
費，變相取消向用電量高的用戶提供優惠。面對兩電大幅加電
費，有餐飲業界表示，將會把部分經營成本轉嫁消費者。
中電提出改變電價結構，明年起住宅戶首400度用電的基本電

價下調2仙，並新增第五個累進級別，若客戶用電量高於2,600
度，該部分用電量需繳交第五級的更高電費，透過增加高用量
收費，以減少用電。中電亦提出取消以往向高用量工商戶提供
的折扣優惠，改為劃一收費，亦有助這些工商戶研究節能。
雖然改變電費結構未有對飲食及燈飾業造成影響，惟中電的

加幅，對業界造成沉重的負擔。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表
示，近年成本不斷上漲，租金、食材、人工成本平均增幅介乎
10%至40%不等，今年內已將全線酒樓的價格提升10%，現時
再加上電費上升，業界完全無機會喘息，但預料明年初會逐步

調整價格。
面對電費加價壓力，黃傑龍坦言，將軟硬兼施。在軟件方

面，公司實行「慳電獎金制」，若每月的電費低於某個百分
比，會派發獎金予員工，以示鼓勵；在硬件方面，將會在未來
2年將鎢絲燈膽換作LED燈膽，LED燈膽的用電量是鎢絲燈膽
的10%，惟「換燈」成本昂貴，每間酒樓需額外斥資50萬元，
認為改革需時。

燈飾店難捱 望薄利多銷
燈飾店燈堂入室負責人莊小姐表示，公司成立已有5年，惟

近年人民幣匯價飆升、來貨價上漲及租金增加，令生意「越做
越難做」。她續稱，每月總電費開支達1萬多元，佔整體經營成
本10%，惟即使電費加價，亦不會轉嫁消費者，望能薄利多
銷，現只能把長期用作招徠的燈飾改用LED燈膽，甚至減少開
燈，客人要求試燈時才開燈。

餐飲業成本升 勢轉嫁消費者

販商堅決反對 揚言大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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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及港燈昨日公布明年1月1日起分別加價9.2%及
6.3%。為九龍及新界區供電的中電，明年「基本

電價」每度電增加5仙，但「燃料價格條款」收費每度
電將增3.7仙，即每度電102.8仙。為港島區供電的港燈
表示，明年「基本電價」每度電加1仙，「燃料價格條

款」每度電加6.8仙，即每度電加7.8仙，達至131.1仙。

承認賺到盡向投資者交代
中電總裁藍凌志昨出席立法會的委員會會議時稱，

因須投資基建發展，又要使用更多天然氣，須簽訂新
天然氣協議，但價格已是20年前簽訂供氣合約的2至3
倍，半數住宅戶及工商戶分別每月多付少於10元及少
於50元。他又稱，已調低住宅戶首400度的「基本電
價」，用量少於此水平每月只多付4元或以下。
港燈董事總經理曹棨森表示，今次加幅有近90%是

因為燃料價格上升導致，料明年燃料總開支將有雙位
數字增幅，而燃料開支是實報實銷，沒有賺取額外利
潤，但承認今次加價是「賺到盡」，是要向有份投資的
基金公司交代，有需要以《利潤管制協議》上限9.99%
計算利潤。藍凌志表示，今次加電費是「賺到盡」，按
上限9.99%利潤水平計算。

港燈已稍減 中電仍企硬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港府與行政會議都不能接

受電費加幅高於通脹，已去信兩電，特別要求中電重

新考慮電費加幅。他稱，兩電今年10月提交的加幅較
現在還高，經商討後已有所下調，港燈已於昨晨回應
訴求把加幅減至6.3%，但中電卻未有回應，鄭重要求
中電考慮調低加幅，承擔社會責任，顧及市民負擔能
力。消息指，港燈原提出的加幅近8%。
邱騰華表態對中電加幅有保留，並指斥與港府存在4

大分歧。他稱，中電估算明年營運開支遠超通脹、又
把過早的資本投資項目納入電費計算內、又不願承諾
把退回的差餉及地租回饋用戶。他又稱，港燈今年在
電費燃料條款賬墊支5.85億元，但中電只承擔5,800萬
元，中電明年仍拒絕仿傚港燈安排，工聯會葉偉明批
評兩電做法只會帶動通脹，直斥做法是想使中電電費
加幅增加。
多個政黨炮轟兩電加幅過高，民建聯李慧 批評兩

電加幅是「霸王硬上弓」，港府已提出質疑，但仍要
「賺到盡」，要求兩電可把最近訴訟中獲退還的差餉及
地租，退還消費者。自由黨劉健儀表示，兩電加幅不
可接受，擔心不少企業難以承擔。工聯會葉偉明批評
兩電做法只會帶動通脹，直斥做法是想「與民為
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加風颳起，

明年元旦開始，中電及港燈分別大幅加價

9.2%及6.3%，加幅遠超通脹，而兩電亦承認

今次的加價是「賺到盡」。環境局局長邱騰華

表示，港府及行政會議已表明不滿加幅，並

指與中電存在分歧。他批評對方計算來年營

運開支遠超通脹、更涉及過早投資等，但無

能力暫緩加價，已要求中電考慮調低加幅，

而中電卻拒絕讓步。有學者預期兩電加價將

會帶動通脹。

兩電大幅加電費，有學者

指兩電是根據與港府簽訂的

《利潤管制協議》提出加

價，以賺取協議框架下9.99%

利潤水平，港府除非發現賬目

不清或理據不充分，否則可做

不多。有學者因此建議，兩電

應分階段加電費，避免令到通脹惡化。

加幅不超協議 當局可做不多
今次兩電提出的加幅，雖然對帶動整體通

脹輕微，但也難以令人接受。能源諮詢委員

會成員兼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表

示，兩電提出的電費加幅太高，但政府可做

不多。他稱，在協議框架下，兩電有權提出

加價，當局只可審議賬目有否不清、理據是

否充分、或投資的資產有否可疑，若三者也

沒有問題，只要加幅在框架內，政府可以做

的不多。

經濟學者林本利表示，今次兩電加電費，

以港燈加幅較合理，而中電的加幅在目前的

經濟條件下，實在是過高，又批評中電沒有

必要在來年於基建方面投資那麼大，質疑政

府把關不力。他認為，港府審批時，須確保

未來一年是否要落實那麼多的投資項目，而

令到電價整體加幅達9.2%，否則公眾只會抗

拒。

電力帶動通脹 民生必受影響
城大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李鉅威表示，兩

電應分階段加電費，避免令通脹惡化。他

說，電力是帶動通脹的行業，不會受害於通

脹，所以如果他們加幅大，通脹亦隨之而

高，令到香港巿民可能生活上困難，若果要

大幅加電費，當局應研究可否分階段去加

價，減少過高加幅對於民生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學
者
：
分
階
段
加
價
免
通
脹
惡
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政府擬推行「取消小
販牌照制度」，販商堅決反對，更揚言若政府堅決實
行，全港檔販將大規模罷市。花園街販商協會主席黃
培清認為，有關罰則過於嚴苛，在檢控排檔位置稍為
突出的同時，又累計違規數目，3個月內6次違例便取
消牌照，實為雙重罰則，排檔將難以經營。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周一嶽回應表示，建議的除牌制度已算寬

鬆，呼籲檔販勿意氣用事。
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昨號召逾300名排檔檔主，

趁立法會討論排檔規則，在立法會外抗議。商會主席
鄭素娥表示，販商同意「留架不留貨」，但反對「朝行
晚拆」，希望政府給予「生路」，盡快重開所有排檔，
讓他們把握聖誕及農曆新年全年生意最旺的時段，待
假期過後才再作檢討。

■300名排
檔檔主於立
法 會 外 抗
議。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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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港燈董事總經
理曹棨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 中 電 總 裁 藍 凌
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燈飾店負責人莊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