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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屋倘收勸拆信 鄉局倡「暫不理會」

施永青賣樓買印刷機

科學園第3期動土 投48億創9000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預算案諮詢

期進入最後階段，公民黨約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主要提出減輕中產負擔的稅務措施，尤其是租住私
人樓宇和正在供樓的人士。
公民黨4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家傑、余若薇、

湯家驊、陳淑莊昨日下午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會
面，向曾俊華就下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名為「扶助
中產　關懷弱勢　長遠承擔　利民紓困」的建議
書。

梁家傑：政策建議針對中產
梁家傑在會後稱，該黨是次建議的「重中之重」

是要政府減輕中產負擔的稅務措施，包括為租住私
人物業人士提供免稅額，上限為3.6萬元，及將樓宇
按揭供款利息免稅額年期限制延至20年，最高免稅
額增至15萬元。
該黨並建議財政司司長調高個人進修免稅額上

限，由現時6萬元增至10萬元，並且將新畢業生償
還學生貸款的支出，全數納入免稅額內。在會面期
間，該黨並建議曾俊華建立「環保稅制」，如為購
置新型、環保標準更高的汽車等提供稅務優惠。

公民黨倡增供樓租樓免稅額

港印免費報 日砍8千棵樹
近2成取報未睇即棄 民建聯倡善用地球資源

深化文物交流 兩地簽署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促進本港及

內地文化遺產交流，民政事務局昨日與國家文物
局簽署《關於深化文化遺產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協
議書》，於文化遺產保護和推廣等多方面令香港
與內地有更深及更廣的交流。

曾德成單霽翔出席儀式
出席是次簽署儀式的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曾德成於簽署儀
式致辭時表示，自回歸以來，香港一直得到中央
和內地的堅決支持，包括不時借出珍貴文物來港
展出，令香港市民有機會欣賞到祖國豐富多元的

文化遺產，感謝國家文物局一直以來的大力支
持。
曾德成表示，根據簽署的協議，香港除了積極

引入內地大型文物展覽外，同時希望將香港的展
覽帶到內地，促進兩地交流。他又期望除了展覽
方面的交流外，在專業人員培訓方面，兩地亦能
加強聯繫與交流。
協議的另一個重點，是建立聯合工作小組，指

導及協調雙方在文化遺產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曾
德成相信在協議書的框架下，本港將會與國家文
物局有更緊密的合作，令香港與內地在文化遺產
的保護及推廣等多方面有更深、更廣的交流，亦

讓香港市民有更多機會，親身體會中華文化的悠
久和博大精深。
曾德成強調，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支持文化遺產

的保護和推廣，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經常舉辦展
覽，向市民介紹國家和本地的文化遺產。

立會議員助理示威爭權益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10
多名議員助
理昨日在政
府總部門外
示威，高叫
「政府唔撥款
助理好痛苦」等口號，指有關當局冷待「立法會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意見書」中的建
議。有議員助理稱，當局冷待「意見書」不單關
乎議員辦事處資源多寡問題，更嚴重影響一眾議
員助理的權益。
他們認為，目前議員只可以「睇㢫食飯」，按

工作量請人，薪金未有任何釐定準則，出現人手
越多薪酬越低的情況，並批評當局有關的撥款機
制沿用近20年，未有追上現時人力市場的步伐。
他們已於周內收集了包括自由黨、公民黨、民主
黨及新工黨共127名議員助理的簽名，並會於今
日下午約見行政署長，商討有關事項。

網絡受襲頻率 港全球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Symantec2011年11月網絡

安全報告顯示，儘管全球垃圾郵件數量創下3年
來的新低，然而針對性網上攻擊相對今年1月的
水平而言，現在每天的增幅高達400%，情況相
當嚴峻。香港是亞太區受到針對性攻擊頻率最高
的城市，在全球排名第三。更使人擔憂的是，網
上騙徒利用政府部門之間缺乏管理的弊病，視公
共機構為頭號攻擊目標。
據該網絡安全報告指出，在香港，平均每2.9

日就會攔截到一次針對性攻擊，受影響用戶為
127人。該攻擊頻率在亞太區居於首位，在全球
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及英國。至於全球垃圾郵
件的數量，相比10月的74.2%，11月已下降至
70.5%。香港的垃圾郵件數量則從上月的73.4%，
輕微下跌至本月的69.2%。

公共機構成網絡攻擊目標
調查亦反映，擁有逾2500名員工的大型企業遭

受最多網絡攻擊，較擁有少於250名員工的中小
企多出超過3倍。公共部門成為頭號攻擊目標，
其次是化學與藥劑業，第3位為製造業。
Symantec警告，這些針對性攻擊或許不是該報告
中的最大警號。

陳鏡秋譴責失實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有報道稱，

先後出任3屆區議員的深水㝸李鄭屋選區區議員
陳鏡秋，曾任廈門市群眾藝術館館長，並兼任該
館的「中共黨支部書記」，質疑他「長期隱藏身
份」。陳鏡秋昨日發出聲明，批評報道失實，指
自己從未曾擔任廈門市群眾藝術館黨支部書記。
陳鏡秋昨日在聲明中指，自己從未擔任廈門市

群眾藝術館黨支部書記，只是內地「藝術幹
部」，而在1991年持單程來港照顧母親，他已經
按內地出入境部門規定辭去所有公職及身份，並
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他批評有關報道嚴重失實、誤導市民，對他造

成重大困擾，不排除會採取法律追究行動。

啟德單軌列車 下月諮詢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昨日通過

無約束力的議案，促請當局善用興建郵輪碼頭的
契機，發展九龍東作為商業及旅遊區。當局提出
興建橫跨啟德水道接駁觀塘舊區及啟德跑道的單
軌列車架空橋，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於會上
透露，由於架空橋的高度僅21米，高杆漁船未必
能穿越架空橋，而進入現址的觀塘避風塘，故公
眾要在保留避風塘及架空橋之間，作出取捨。當
局明年初會就相關問題諮詢公眾，以決定規劃藍
圖。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有關會議時表示，啟

德發展區不單是遊客集散地，本身亦將會是核心
的旅遊中心，發展區內會預留100萬平方米的非
寫字樓商業用途，用作興建旅遊設施。

李慧㠒：應活化九龍城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㠒希望當局發展九龍東

時，兼顧活化九龍城區。林鄭月娥表示，政府不
會忽略舊區更新，相信九龍城區的更新，可以跟
新九龍東計劃發揮協同效應。她又表示，啟德郵
輪碼頭有條件發展為旅遊中心，不會因九龍東發
展為核心商業區，而影響該區的旅遊業發展潛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免費報紙展開的大戰，民建

聯調查發現，在每日都會取閱免費報章的受訪市民中，有35.5%

通常會取一至兩份，有4.8%平均每日更會取5份或以上，有逾2

成人「間中會」或經常會未睇即棄。民建聯環保政策發言人、立

法會議員陳克勤估計，目前每日免費報章的總發行量達

3,235,598份，總重量估計約488.4噸，而以1噸紙須砍伐17棵樹

木計算，香港1日的免費報章就砍了8,303棵樹，故建議有關出版

商增設回收點，並推廣傳閱計劃，長遠則進一步發

展網上版及手機版，減少虛耗自然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

香港科學園第3期工程昨日舉行動
土儀式，工程將於明年第1季正式
動工，耗資48.78億元，興建6幢大
樓。工程將創造5,000個建築工人職
位，6幢大樓落成後，將創造約
4,000個科研人員職位空缺。工程首
階段有3幢大樓於2013年第4季落
成，其餘3幢將於2016年第1季竣
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主禮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出席動土儀

式時表示，創新科技是本港6大優
勢產業之一，科學園第3期工程動
土象徵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里程
碑，而港府過去10年已撥款60億元
資助科學園內25個科研項目。科學
園第3期地盤佔地6.24公頃，6幢大
樓總樓面面積為10.5萬平方米。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陳蔭楠

表示，第3期建築物會以環保為主
題，希望吸引100間至150間本地及

海外環境科技公司進駐，而各大樓
的環保設計亦達本地及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早前表明
特區政府嚴厲執法的態度，決意於明年4月起取締僭建村屋，首
輪目標是3層以上的村屋。鄉議局「應對理順僭建物政策法律及
專業支援小組」召集人簡松年建議，現階段接獲屋宇署勸喻信
的村屋村民暫時不需要作出理會，直至收到屋宇署清拆令時，
便填寫「上訴通知」及陳述書。法律小組會協助村民研究陳述
書內容是否足夠，並會對村民的上訴程序及爭辯提供法律意
見。

劉皇發質疑混淆丁屋村屋
鄉議局昨日舉行執委會會議，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質疑，發展

局早前單方面推行「村屋僭建物申報計劃」，把丁屋與村屋混合
處理。鄉議局目前已成立「理順僭建物政策法律及專業支援小
組」，並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繼續向政府爭取更為理想的方
案。

「應對小組」並就發展局的執法提出「上訴為本」的應對策
略。小組召集人簡松年指，小組的應對建議是針對新界的村
屋，即在1905年集體官契土地上興建的鄉村屋宇，而非「丁
屋」，他們接受「丁屋」應按既定的要求興建。至於寮屋僭建的
個案，小組認為，寮屋與村屋、丁屋的法律基礎和背景均有不
同，因此此次行動未包括寮屋在內。

設法律小組助村民上訴
他建議，現階段接獲屋宇署勸喻信的村屋村民暫時不需要理

會，直至收到屋宇署清拆令時，便可填寫有關的「上訴通知」
及提供詳細陳述書，交予鄉議局的法律小組跟進。法律小組會
協助村民研究陳述書的內容是否足夠，並加以修飾，再由村民
自行向屋宇署建築事務監督提出上訴。
就已接獲法庭告票的個案，因已進入司法程序，暫未能處

理，村民須依告票所示日期上庭及自行決定如何處理。

46%人取閱因免費派發
民建聯於11月17日至23日，透過電

話抽樣方式訪問了1,531名市民，結果
發現，有69.6%受訪者有取閱免費報
章的習慣，其中46%指自己取閱主要
是因為「免費」，因報紙內容而取閱
者有29.3%。同時，71.4%受訪者表示
「絕少」會在取免費報章後未看過就
棄掉，而「間中會」的有10.2%，有
7%受訪者到表示會經常這樣做。

61.5%讀完放回收箱
被問及在看過免費報紙後會否將之

放入回收箱時，在全體受訪者中，有
61.5%表示「會」，「間中會」的有
14%，而「絕少會」的則有13.5%。同
時，有32.7%受訪者會完全不介意閱
讀經回收及整理後的免費報紙，
29.8%表示會選取外觀較為整潔的回
收免費報紙，有28%受訪者則表示因
介意而不會取回收後的報紙。

有取閱五、六份耗資源

陳克勤和民建聯環保政策副發言人
張思晉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目
前有6份主要免費報紙，是次調查發
現，普遍受訪者都會取閱免費報章，
但近半數原因是該報紙屬「免費派
發」，尤其在地鐵站、屋苑及商業中
心等由專人在不同時間派發，更令市
民「難以拒絕」，取閱最少一份至二
份，甚至五、六份，大量虛耗自然資
源。

陳克勤促鼓勵再傳閱
陳克勤表示，明白各報刊有自己的

商業決定，但認為企業不應只顧商業
利益，還應該考慮到善用地球資源的
社會責任，故建議各免費報紙應在當
眼處或主頁印「鼓勵再傳閱」的字
樣，以至推行傳閱計劃，以鼓勵市民
傳閱，並考慮設立更多的回收機制。
長遠而言，隨㠥資訊科技發達，市民
上網的比率正不斷增加，建議他們應
進一步發展網上版及手機版，更方便
市民又可減少印刷數量，並可發展另
一個有潛力的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中
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近日連沽物業，
套現1.2億元，被外界視為睇淡後
市。他昨日趁出席公開場合的機會澄
清，自己沽貨是計劃幫旗下報章

《AM730》添置印刷機，而印刷機動
輒3000萬美元(約2.34億港元)，故要

「賣樓籌錢」，又說賣出的物業只佔旗
下物業組合的1/7至1/8，強調賣樓是
營運上的需要，不是投資的恐懼。

施 永 青 坦 言 ， 過 去 一 直 協 助
《AM730》印刷的公司，印刷的數量不
多，公司有部分廣告未能印刷，故正
找尋方法解決，目前有「兩手準備」，
買機器不是首選，因買機、砌機、試
機等，時間冗長，最終可能要2年時間
才能印刷，若能找到公司幫忙印刷就
不會買。而被問到是否已有足夠錢買
機器時，他笑稱，若銀行不肯借錢，
就只有繼續賣樓，目前未正式買機。

■民建聯指，一天免費報章總量就要砍伐8,303棵樹，建議發展電子網上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民政事務局與國家文物局簽署文化遺產領域
交流與合作協議書。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民政事務
局與國家文
物局官員在
簽署儀式上
合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鄉局應對小組召集人簡松年律
師，向村民教路應付取締僭建村
屋。 資料圖片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昨出席科學園第3期動土儀式，指工程象徵本
港創新科技發展的另一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攝

■10多名議員助理於政府總部示
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