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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易變購物狂 專才求助增3倍
收入職級學歷高反陷財困 金融才子追車款欠債90萬

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於2007
年至2011年，共接獲1444宗因消費而

欠債個案，男性求助者平均佔52%，女性
則佔48%，當中以18歲至30歲人士最多，
過去5年平均佔35%，其次是31歲至40歲人
士，平均佔29%。

統計發現，「三高」人士近年因消費過
度而向輔導機構求助個案顯著上升。從事
專業工作人士，包括經理、教師、護士、
銀行等的求助人士，佔整體人數比例由
2007年的3%升至2011年的12%，增幅達3
倍；月入3萬至5萬元的高收入人士，在過

去5年，求助者比例亦由2007年的1%增至
2011年的5%，升幅達4倍；擁有大學程度
的高學歷求助者比例，也由2007年的6%升
至2011的25%，增幅逾3倍。

廣告鼓吹消費 易墮陷阱減壓
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及教育中心項目主

任翁麗萍表示，由於「三高」人士有較高
收入，因而有較充裕財政消費能力，加上
他們的工作壓力一般較大，在現今廣告鼓
吹消費文化下，容易導致他們透過消費發
洩壓力，墮入消費過度的陷阱。她舉例
指，曾有一名從事金融業、月入4萬至5萬
元的男士，因追求新「車款」，甫有新車款
推出便換車，最後更欠下高達90萬元債
務。

八達通月增值4,000「助長」消費
翁麗萍又透露，不論男士及女士均會透過

購物換取他人的認同，例如男性購買高科技
產品後與朋友分享，以營造「手機博士」的
優越感，而女性方面，因現時女性常害怕被
標籤為「中女」或「盛女」，女士們大量購
買衣物或化妝品，希望打扮出眾，得到異性
認同。另一方面，電子貨幣如信用卡、簽賬
分期及八達通等消費模式，亦令人容易陷入

「債網」，有求助人更每月為八達通增值
4,000元，在不知不覺間增加消費。

翁麗萍建議，政府在中、小及大學設立
基礎理財教育課程，讓市民學習如何計劃
個人理財預算，市民亦應提醒自己不要以
消費減壓或建立人際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以
高薪厚祿聘請模特兒為名，誘騙妙
齡少女購買美容及纖體療程為實的
騙案，於暑假將至前轉趨活躍。近
日再有一班少女被人以兼職「試身」
作招徠，最終卻「被迫」參加美容
及纖體療程，被騙金額由1萬元至3
萬元不等；其中8名少女今天將到
小額錢債審裁處入稟追討。她們要
求當局盡快引入集體訴訟機制，協
助小市民追討損失。

年約20歲的阿娟今年2月9日傍
晚，在尖沙咀被一名女士截停，問
她是否穿 細碼衣服，隨即自稱

「星探」，正物色兼職試身員，「她
說時薪有120元至150元，十分吸
引，但又指要化妝才可擔任該份工
作，便帶我上附近一棟商業大廈洽
談」。阿娟被帶到一間美容院，被

不斷游說參加美容護膚療程。

網上討論區揭「中招」者眾
阿娟說：「該公司叫我參加價值

10,980元的30次療程，我提議不如
先付5,000元，最終兩張信用卡被刷
去1萬元。」她指出，後來沒有接
獲任何兼職試身員的工作，感到受
騙。她又發現，該間美容院不斷易
名，欺騙其他少女，故無打算享用
任何療程。

阿雯與阿娟的經歷雷同，更以接
近3萬元購買100次療程，不單沒有
接到工作，該美容院亦不願退款。
阿雯更指，網上討論區不少少女反
映「中招」，損失金額不計其數。
阿娟及阿雯今天將聯同另外6名受
害人，一同前往小額錢債審裁處入
稟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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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門檻藥物資助 肝癌基金惠3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日常

衣、食、住、行皆要用錢，消費已

成為生活重要一環。有機構發現，

「三高」人士，即收入高、職級高及

學歷高人士，容易消費過度陷入財

困，向輔導機構求助個案顯著上

升，單以專業人士為例，2007年至

2011年求助人次5年間增加3倍。機

構指，曾有月入達5萬元的金融才

子，因「追」車款不斷換車，欠下

90萬元的鉅額債務。機構指，現時

流行的電子貨幣消費模式及廣告鼓

吹消費文化，是引人墮入過度消費

的陷阱原因之一，建議政府在中、

小及大學設立基礎理財教育課程，

教導市民學習理財預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嘉露) 醫管局以配藥員
認可人士取代註冊藥劑師，執行核對藥物等工
作，令人關注有關安排或增加藥物事故的風

險。醫管局行政總裁梁 賢昨出席活動時表
示，明白公眾的憂慮，已將認可人士數量由去
年60人減至目前34人，並聘請逾100位藥劑師，
於未來一兩年內逐步取代有關安排。

梁 賢表示，醫管局與衛生署有共識逐步取
締該安排。他透露，醫管局轄下約有400名藥劑
師，將來會增加藥劑師人手，以減輕配藥員工
作壓力。但他強調，配藥員認可人士在醫管局
工作逾10年以上，具有年資及豐富經驗，相信
不會對服務質素及藥物安全構成問題。不過，
他拒絕透露配藥員出錯導致藥物事故的宗數，
只強調配錯藥是整個團隊的責任，並非個別配
藥員或監察問題。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崔俊明表示，醫
管局計劃逐漸取代配藥員認可人士須有時間
表，又指配藥員包括藥物處方等方面均未符專
業資格，促請局方釐清配藥員與藥劑師的工
作。

醫局聘逾百藥劑師 逐步取代「認可配藥」

捐血450次 「熱血」父望傳承下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晨）本
港約10%人口患
有乙型肝炎，肝
癌更是本港第三
大癌症，2009年
新症患者較2000
年上升15.6%。
肝病藥費不菲，
現時政府兩項藥
物資助計劃，只
有關愛基金將肝
癌晚期藥物「索
拉非尼」納入計
劃，受惠人數有
限。肝癌基金會
推出門檻較低的
藥物資助計劃，
預計可使30萬名
肝病及肝癌患者受惠，但基金會認為當
局長遠應重新審視藥物資助計劃，加大
對肝癌的資助。

新症9年升15.6%
目前全港有十分一人口患有乙肝，而

每年肝癌新增病例也持續上升。醫管局
資料顯示，2009年肝癌新症患者高達
1,832人，較2000年上升15.6%，肝癌是
本港僅次於肺癌及大腸癌的第三大癌

症，目前的治療方法包括手術、化療、
藥物等。

肝癌的診治費用相當高昂，以肝癌晚
期藥物「索拉非尼」為例，每月療程費
用約38,000元，一般家庭難以承擔。而
現時政府的兩項藥物資助計劃，撒瑪利
亞基金沒有將肝癌列入資助範圍，關愛
基金則宣布將於8月起將「索拉非尼」
納入計劃中，但礙於嚴格的審查要求，
許多患者無法受惠。

肝癌基金會昨日宣布推出肝癌及肝病
的資助計劃，針對中、晚期肝癌及乙型
肝炎患者，提供4項醫治資助或5%折扣
項目，並且降低申請門檻，患者只需為
基金會會員，同時獲醫管局下轄醫院的
處方，證明符合資格即可受資助。

但基金會認為，政府長遠應加大承
擔，將醫療衛生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
加大，重新審視藥物資助計劃的資源分
布，加大對肝癌及肝病的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嘉露）「每
次捐血後一瞬間，見到血包，雖然不知
誰人受惠，仍心裡滿足」。由18歲開始
李兆楠在長輩反對下，捐出第一滴血，
之後捐血便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轉
眼由當年的「熱血」少年變成為人父
親，但捐血助人的習慣不改，甚至特意
請假到輸血中心捐血，迄今已累計捐血
450次，並計劃將這份善心傳承至下一
代。

去年17萬人捐血創60年新高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昨日舉行

周年捐血頒獎典禮，嘉許去年度捐血累
積次數達50次或以上的市民。資料顯
示，去年累積捐血次數達25次或25次倍
數的人數共有2,542人，是歷年新高。去
年也錄得近17萬名市民、共捐出逾23萬
袋血液的紀錄，製成近60萬單位的血製
品供應醫院治療病人，創60年新高。

李兆楠是全港累積捐血次數最多的得
獎者，多達450次。他除了定期捐全血
外，亦會隔兩星期，請假捐「成份

血」。他表示，16歲時已
有捐血助人念頭，但當
時 家 人 反 對 而 未 能 成
事，「老一輩覺得捐血
會捐走身上的血，但我
知道血沒有代替品，(成
年)後來定期捐血，身體
從沒出現問題，反而更
加健康，遂成為生活習
慣」。他續稱，「每次捐
血 後 一 瞬 間 ， 見 到 血
包 ， 雖 然 不 知 誰 人 受
惠，仍心裡滿足」。他計
劃把這習慣傳承至現年
16歲的兒子，希望捐血
助人的精神能代代相傳。

上天賜予福氣 珍惜每次機會
潘素卿是捐血次數最高的女性，達

300次。她憶述，18歲那年，相約姐姐
往尖沙咀捐血站初次捐血，起初是好
奇、貪新鮮驅使，但後來發現捐血能獲
一種「用錢買不到」的滿足感，故持續

捐血；近年姐姐患血壓高，需長期服
藥，不適合捐血，令潘素卿深感捐血並
非必然，「捐血是上天給予的福氣，會
珍惜每次機會」。

擁有較罕有的負型血、累積捐血次數
逾50次的梁兆恩則表示，曾因進行心臟
手術停止捐血，康復後急不及待再捐
血，他認為捐血是市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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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各項大型基建陸續展開，但香港
建造業人手正面對技術水平偏低
以至青黃不接問題。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在最新網誌表示，特區政
府正加強培訓，並推廣工業安
全，讓工友有舒適休憩環境，希
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從事地盤工
作。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中以《基建
工地不同從前》為題撰文，指香
港基建工程能為社會帶來巨大經
濟效益，既可促進經濟活動，創
造數以千計就業機會，又可改善
生活環境。今年度工程開支584億
元，下年度預料達623億元，未來
幾年會增至超過700億元。

港經濟轉型 憂青黃不接
曾俊華日前特地視察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地

盤，「我關心的不僅是工程進展情況，更關心
工地福利設施。這兩方面看似不相關，其實卻
有密切關係」。

曾俊華解釋指，建造業人力面臨挑戰，一是
工人技術水平偏低；二是工人年齡偏高，「根
據最新數字，我們約30萬建造業工人中，註冊
熟練/半熟練技工不到四成。其中四成50歲以
上，25歲以下只有6%。這不是健康情況」。而
香港正向「知識經濟」轉型，即使在基建領
域，先進科技含量也在不斷增加，「這意味
我們必須吸引更多學歷較高的年輕人加入這行
業」。

撥款2.2億 設學員津貼
為此特區政府今年再撥款2.2億元，由本月開

始為參與建造業培訓計劃學員提供每月8,000元

津貼；與承建商合作，通過「先聘用、後培訓」
招聘新工人；為資深工人提供進階培訓。在政
府和業界共同努力下，業內文化正在改變。

曾俊華以參觀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地盤為例，
指兩個工地分別設置有蓋運動場地、休息處，
飲水設備、康樂設施、洗衣機、乾衣處等，更
在下午茶時間向工友供應夏枯草和羅漢果涼茶
解暑。「這些設施可使在炎夏工作的工人得到
較舒適休憩環境，有助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地
盤工作隊伍」。

同時兩個地盤由開始運作至今，錄得「零工
傷」，足見建築從業人員在政府政策鼓勵下，經
已培養注意工業安全文化，大幅消除年輕人加
入建築業顧慮。

地盤發刊物 介紹新資訊
地盤方面成立社區聯絡小組和工程網站，並

定期派發工程刊物，讓公眾透過不同渠道知道
工程進展最新資訊，讓公眾更了解基建工程現
時工作環境，有利吸引年輕人加入。

財爺：改善工作環境吸地盤新丁

■曾俊華日前參觀了中環灣仔繞道工程一個地盤，在休息間

與工友聊天。 財爺網誌圖片

■香港肝癌基金會推出門檻較低的資助計劃，料30萬患者受惠。

■梁 賢表示，認可人士由去年60名減至目前

34名，現時轄下約400名藥劑師，未來亦會增加

人手以減輕配藥員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露 攝

■李兆楠是累積捐血次數最多的市民，由18歲開始，在

長輩反對下，捐出第一滴血，迄今達450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嘉露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