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實施10年的外傭徵費
決定取消。港府為減輕全港24萬戶僱用外傭家庭的經濟
負擔，昨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於今年8月全面取消外傭徵
費，料港府每年減收約15億元收入。對於有憂慮指，僱
員再培訓局基金會因此耗盡。消息人士透露，即使取消

徵費，基金結餘尚有逾20億元，足夠運作至2015年底。

再培訓基金仍結餘逾20億

據悉，本港現時有約24萬戶家庭合共僱用近31萬名外
傭，行政長官梁振英為減輕有關家庭的經濟負擔，在昨

日公布的施政報告中表示，今年8月完全取消徵收「外
傭徵款」的安排。同時，為致力提升本地工人的就業能
力，以維持本港經濟競爭力，梁振英已要求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就僱員再培訓局的長期財務安排，向財政司司
長提交建議，以便提供更持久及穩定的財政支持，為提
升本地工人生產力作出長期承擔。
其實，上屆政府自2008年8月始，已實行豁免外傭僱

主每月400元的徵款，該豁免措施至今仍未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本港3條過海隧道車流

失衡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施政報告內提及，會透過

「紅隧加價、東隧減價」作為大方向，以紓緩擠塞，料

今年上半年會就方案諮詢公眾。有學者認為，收費方案

能有效促進車量分流，但調整隧道費需列明主要針對的

車種，如巴士等交通工具則不建議調整。

現時3條過海隧道交通流量分布嚴重不均，紅隧因收

費最便宜而長期處於擠塞狀態。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內

提及，政府經過公眾諮詢和顧問研究後，決定調高紅隧

現時偏低的收費，並由政府補貼調低東隧收費，以提供

誘因吸引駕駛者由紅隧轉用東隧，以達至分流及紓緩紅

隧擠塞的效果。

施政報告稱，政府計劃在今年上半年就方案展開公眾

諮詢，包括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諮詢委員會、相

關區議會及運輸業界等。

學者：紓緩塞車雙贏

理大土木及結構工程系副教授熊永達認為，兩隧收費

水平逆轉是紓緩交通擠塞情況的有效方案。他預料，收

費金額將按以往顧問報告曾提出的建議，即紅隧每車次

多收5元，東隧少收5元，差額由政府補貼。「以收費去

改善擠塞是正確的，以東隧來說，若收費價格低於紅

隧，則有突出的優勢，一定能吸引到大量車流。只要將

紅隧的2萬架次車流引向東隧，足以平衡兩隧交通流量

分布。」

他又預計，因政府補貼的差額將由紅隧增加的收費作

彌補，加上2016年後政府將收回東隧，故政府的補貼金

額其實有限，而東隧的收益亦會隨 車流的增加而增

加：「這是個雙贏的局面。」

熊永達續說，雖說調整收費屬正確方向，但具體處理

細節仍需斟酌。例如收費調整主要針對的車種，有固定

路線而必須使用紅隧的公共交通工具，應該在調整價格

名單中將其剔除，以免影響巴士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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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柴油商業車、專營巴士及石油氣的士和小巴
是本港主要的路邊空氣污染源，而世衛亦稱舊

柴油車的廢氣可致癌。施政報告建議雙管齊下，適
度加大經濟誘因和嚴厲管制以淘汰老舊商業柴油
車。政府預留100億元，分階段淘汰約88,000輛歐盟
前期及1期至3期柴油商業車：歐盟前期和1期商業柴
油車將於2016年起不獲續牌，而2期和3期亦分別會
於2017年和2019年起停止續牌，同時考慮為日後新
登記柴油商業車設15年的退役期限。當局預計淘汰
舊柴油商業車後，可減少整體汽車粒子排放物達
80%，氮氧化物亦可減少30%。

軟硬兼施 助棄舊購新

新資助模式亦較過去2次換車計劃更具彈性，當局
除會向購買新車車主，按舊車車齡提供18%至30%的
資助，同時會向廢棄舊車但不買新車的舊車主提供
10%至18%的資助(見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如落
實停止續牌的立法建議獲立法會批准，當局將向財
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用作發放資助。
政府消息人士又指，現時針對歐盟2期的柴油商業

車，提供18%新車價資助的自願換車計劃，將如期
於今年6月完結。市民可按個人情況參與現時自願計
劃或未來的資助計劃。以現時以一輛價值30萬元的
客貨車，取代15年車齡的歐盟2型車輛計算，現時自
願計劃只獲18%資助，即5.4萬元；新計劃的資助率
將提升至24%，所獲資助可增至7.2萬元。

團體促劃一予30%津貼

地球之友對政府以軟硬兼施方式解決柴油車空氣
污染表示歡迎，但認為在2016年前淘汰歐盟1期或前
期柴油車過鬆，如同讓27,000輛高污染車於未來數
年，仍可在路上排放大量致癌物懸浮粒子。落馬洲
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對政府建議不能接受，認
為當局應向所有廢棄舊柴油車的車主提供劃一30%
的津貼。
政府亦會在未來2年至3年，一次性資助專營巴

士、石油氣的士和小巴安裝或更換催化器；又會資
助專營巴士公司訂購混合動力和電動巴士，將於
2014年開始試驗；同時透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
資助公共交通營運商和貨車車主試驗電動的士、巴
士、貨車，及混合動力貨車和小巴。
減少船舶排放亦是今次報告另一重點政策。現時

遠洋船舶使用的重油平均含硫量為2.8%，是車用柴
油的2,800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於去年9月起
推出為期3年的資助計劃，向使用含硫量0.5%或以下
的燃料寬免一半港口設施及燈標費，至今參與率約
12%。當局正籌備立法規定泊岸轉油，並計劃諮詢
業界後，於下一個年度提交立法會。若完成立法程
序，本港將成為亞洲區內首個立法規定泊岸轉油的
地區，屆時將有助改善美孚和葵涌的空氣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環保政策

是今次施政報告另一個重點。行政長官梁振

英於報告中至少投放150億元推動環保，其

中100億元用作淘汰所有舊柴油商業車輛，

以減低空氣污染，成為今次施政報告投入金

額最大的單項政策項目。政府又建議立法規

管遠洋輪船在港泊岸時轉用低硫柴油，以改

善本港空氣質素。政府亦會以「源頭減廢」

作主導，落實生產者責任制和污者自付，配

合先進廢物處理設施和支援回收業的措施，

以減輕堆填區壓力。

棄商業柴油車購新車資助比率
老舊柴油車車齡

資助金額比率

純棄車 換新車

18年或以上 10% 18%

16年至18年 12% 21%

13年至16年 14% 24%

10年至13年 16% 27%

10年以下 18% 30%

資料來源：環境局 製表：記者羅繼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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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得天獨厚，只要做好環境保育，可以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城市⋯⋯

為世世代代香港人的福祉，政府和市民必須身體力行，改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港鐵坐擁巨額盈
利卻年年加價，票價「可加可減機制」淪為「有加
無減」，社會對調整港鐵票價機制的呼聲甚高。昨日
發表的施政報告內提及，政府以增加票價調整機制
的考慮因素為目標，包括港鐵的服務表現和盈利狀
況，以及市民的負擔能力。有學者認為，將相關因
素加入方程式中，能在一定程度內降低票價，但並
不期待票價會「不加反減」。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施
政報告未有交代票價調整機制會否由行政會議把
關，擔心方程式只是以「填格仔」形式敷衍了事。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的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內

提及，政府明白公眾要求港鐵營運有道、服務便
捷、收費合理，以符合鐵路作為公共交通主要骨幹
的定位。港鐵作為政府持股約77%的公用事業，並
非一般私營企業，港鐵的發展應配合政府的集體運
輸政策發展，以及回應社會的需要與訴求。

政府冀年初達成多贏方案

政府現正按照2007年簽訂的《營運協議》，每5年
一次與港鐵一起檢討票價調整機制，望將票價調整
機制的考慮因素加入計算方程式中，包括港鐵的服
務表現和盈利狀況，以及市民的負擔能力。港鐵的

票價調整機制會向其他專營公共交通營辦商看齊，
冀能在今年初與港鐵達成多贏方案。
理大土木及結構工程系副教授熊永達認為，政府

考慮其他公共交通營辦商提出調整收費時，亦須顧
及服務表現和盈利狀況，以及市民的負擔能力等因
素，而港鐵亦應不例外。他認為，政府此舉為「平
息民怨」，表明不再優待港鐵。
而對於加入相關因素後對能否大幅調低票價，熊

永達認為，做法能在一定程度內降低票價，但不要
期待票價大幅減低：「效果是有的，如巴士公司曾
提出加幅8%，後經政府壓價後，加幅轉變為4%。但

若望票價不加反減則沒甚麼可能了。」

議員鄧家彪：港鐵應減價

「加幅1%也接受不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
彪指，港鐵盈利豐厚，理應減價，不應再加價。若
方程式計算後票價還是增加則接受不了。他又說，
現時還不清楚票價調整機制的方程式是如何計算，
擔心只屬「填格仔」遊戲，計算出的票價未必能真
正符合市民期望。他續說，施政報告中並未提及票
價調整機制會否由行政會議把關，望行政長官能在
本月底的動議辯論時交代相關事宜。

港鐵票價機制將與專營公交睇齊

淘汰舊柴油車 斥百億保藍天
倡規管遠洋輪泊港轉低硫油 改善空氣質素

「東減紅加」分流 料上半年諮詢

外傭徵費8月取消 年少收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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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廢」主導 助堆填區減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行政長官梁振英亦在

施政報告中提及廢物管理政策。他表示，現時香港每天
人均的固體廢物產量比鄰近先進城市高出幾成，而堆填
區將於7年內爆滿，形容危機迫在眉睫。他稱，政府將
以「源頭減廢」作主導，落實生產者責任制和污者自
付，配合先進廢物處理設施和支援回收業的措施，以減
輕堆填區壓力。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現時本港主要靠3個堆填區來處

理廢物，但即使落實推行所有可行的減廢措施，三個堆

填區估計將會在2020年前相繼飽和，所以有逼切需要擴
建現有3個堆填區。由於招標程序及建造工程需時，擴
建計劃實在刻不容緩。

政府消息人士又稱，世界上沒有城市可單靠堆填區解

決廢物問題，政府將透過先進的綜合廢物處理設施，善

用、轉化及處理資源，包括興建焚化爐。但由於有關項

目現正進行司法覆核程序，當局將等待程序結束後，再

審訂有關計劃。

支援回收業 推動減少廚餘

施政報告又提到將支援回收業。現時全港每年回收超

過300萬公噸物料，大部分是出口外地循環再造。梁振

英表示，政府考慮在公眾貨物裝卸區劃出適當泊位，專

供回收業競投，以提供穩定的出口設施。政府將就有關

建議諮詢業界。

當局亦會透過「惜食香港運動」，推動市民和工商業

界減少廚餘，並將逐步建設回收有機資源的現代化設

施，例如將廚餘轉化成能源和堆肥產品等。而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將就都巿固體廢物收費實施的細節及配套，於

今年內諮詢公眾，共同制訂合適的收費辦法。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當局將於今年首季公布「廢物管

理藍圖」，闡述本港全盤廢物管理策略，包括介紹各項

減廢、重用、循環再造、回收、處理及堆填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施政報
告除預留100億元淘汰舊柴油商業車，同時
建議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50億
元，以進一步推動公眾參與環保活動。政
府亦計劃以先導形式，於全港設立5個「社
區環保站」，支援在社區層面上推廣綠色生
活，預計將於今年底起分階段落成。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金」自1994年成立至今，共資助逾
3,900項環保活動。他建議向基金注資50億
元，以投資回報長期和持續支援社區提出
的環保行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是次為
基金成立以來最大的注資金額，顯示政府
對環境保護和自然保育作出的長遠承擔。

全港設5個「社區環保站」

政府又計劃以先導方式，在全港設立5個
「社區環保站」，以支援在社區層面推廣綠
色生活。並將透過公開招標，委聘非政府
組織營運環保站。期望環保站可充分利用
營辦團體的地區網絡，聯同區內的學校、
物業管理公司等，推行環保教育和統籌回
收項目。當局稱，環保站將容易到達、顯
眼易見，設計和建造亦須符合可持續發展
原則。當局已開始就環保站進行選址工
作，期望可由今年底起分階段落成啟用。

■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建議，至少投放150億元推動環保。圖為梁振英在記者答問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本港固體垃圾量持續增加，現有3個堆填區將在7年爆

滿。 資料圖片

■為改善空氣質素，當局將推出比過去2次換車計劃

更具彈性的新資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