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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預算案增稅務優惠 葛珮帆無約束力動議獲通過

陳家強：需要時出招助中產

實驗農場助復耕 非地產項目

13環團聯署 促兼顧發展保育

新例限查冊 研豁免傳媒

■高永文呼籲所有零售商恪守共識，確

保奶粉供應充足。 劉國權 攝

食衛局奶粉商達共識 保港B「有飯開」

葛珮帆於議案中，促請特區政府在稅
務、住屋、醫療、交通、家庭友善、

教育進修和個人事業發展等方面，提出積極
措施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她指，中
產家庭佔全港家庭六成半，但一直「交稅
多、福利少」，面對沉重生活壓力，累積很
多怨氣，對香港長遠發展百害無一利。她希
望政府在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多
種稅務優惠減輕中產壓力，而在中長期政策
方面，則應將家庭友善政策加入未來的施政
綱領中。
9位議員就葛珮帆的動議提出了修正案。

工聯會勞工界議員郭偉強指出，中產的壓力
來自工作「有開工、冇收工」，負擔來自要
照顧家人同時擔心自己的退休生活，促請特
區政府為標準工時立法，及制訂全民退休保
障。
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則指，特首梁振

英在施政報告中採取了很多中長期措施，希

望協助中產置業，卻沒有提供短期紓緩措
施，令中產感到十分憂慮，要求政府促進產
業多元化發展，鼓勵青年人創業，製造社會
向上流動的機會。

林健鋒倡退稅延中小企擔保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提出，政府在財政
情況許可下，應多照顧中產需要，希望財
政司司長在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為
中產提供紓困措施，包括提高子女、父母
免稅額和退稅，又建議當局延長中小企融

資擔保計劃，幫助中小企，間接保障就
業。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稱，中產是本港最

大、最苦的群體，各項調查都顯示中產生
活越來越艱苦，但施政報告只有取消外傭
稅一項可以令他們受惠，令很多中產不
滿。工黨議員張超雄則指，特區政府「縱
容地產商、大財團壟斷市場、牟取暴利」，
令中產人士缺乏安全感，要求政府打破巿
場壟斷，為中產提供公平的生活和營商環
境。

陳家強在回應時表示，特區政府考慮當前
經濟情況、政府財政狀況、各階層負擔，以
及相關政策考量，並在審慎理財的原則下，
會在需要時推出各種可行和有效的措施，為
社會各個階層人士，包括中產人士提供適切
的協助。他稱，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當局
都會透過不同諮詢渠道蒐集社會各界人士，
包括中產人士的意見。

當局採開放態度檢視稅制

他續說，當局一直都採取開放態度持續檢

視稅制，相關的政策局在研究推行政策和各
種實施方案的成效和可行性時，倘方案涉及
稅制，當局都會審慎研究該等方案是否符合
香港一直奉行簡單及低稅率的稅制和稅制公
平和中立的原則，及評估有關方案對政府財
政狀況的影響，和在執行方面的可行性。他
強調，稅務措施「只是眾多的工具之一」，
也未必是最直接和最具效益的措施，尤其薪
俸稅是政府主要收入來源，在考慮調整經常
性稅務措施時，要小心審視對公共財政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年近歲
晚，加上內地市場需求龐大，導致水貨客
大批掃貨，本港奶粉近日又再供應緊張，
不少父母為撲奶粉疲於奔命。為確保「港
B」「有飯開」，食物及衛生局代表昨日與
所有主要嬰幼兒配方奶粉供應商，以及零
售商組織代表開會，達成2大共識，在供
應及零售層面出招，確保本港嬰幼兒配方
奶粉的供應足夠。
近日本港多個地區均出現水貨客掃奶

粉，加上不少內地父母趕在農曆年長假前
來港入貨，令本港嬰兒奶粉供應再度緊
張，有港人父母為了家中嬰兒「有飯開」
而發動所有親友齊齊撲奶粉；更有港媽因
擔心缺貨，近日囤積40罐奶粉防愛女「斷
奶」。另有商販更坐地起價，個別牌子較
公價貴約20%。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當局對

奶粉短缺的情況非常關注，食衛局代表昨
日與所有主要嬰幼兒配方奶粉供應商，以

及零售商組織代表開會。他表示，會上所
有代表均同意要努力確保香港的母親有足
夠的嬰幼兒配方奶粉供應，主要奶粉供應
商也表示近期供應足夠。

免費熱線 限購四罐

代表在會上達成2大共識，在供應商的
層面，各主要供應商有免費的會員及熱線
服務，甚至有送貨服務，向香港母親免費
提供，希望透過此安排能確保供應。至於

在零售層面方面，特別是大型連鎖零售
商，會堅持執行每人限購4罐的共識。高
永文指，若供應商在一方面確保供應足
夠，而零售商亦能緊守共識，應可確保嬰
幼兒配方奶粉的供應足夠。
他呼籲所有零售商，包括藥房及其他

連鎖零售商恪守共識，又強調當局亦會
緊密監察事態發展，以及保持與供應商
及零售商緊密聯絡，確保繼續有充足供
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

產階層過往予人「有車有樓，無憂無

慮」之感，但近年本港中產家庭連

「上車」也遇上困難。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

出協助中產的無約束力動議，認為本

港中產正面對沉重生活壓力，希望政

府在從多方面照顧中產訴求，包括於

下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推出多種

稅務優惠減輕中產壓力。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回應時指，在維

護審慎理財的原則下，當局會在有需

要的時候推出各種可行和有效的措

施，為社會各個階層人士，包括中產

人士提供適切的協助。動議獲得立法

會通過。

■陳家強稱在制訂財政預算案時，

會蒐集社會各界人士，包括中產的

意見。 劉國權 攝

■葛珮帆提出協助中產動議，希望

政府從多方面照顧中產訴求。

劉國權 攝

■郭偉強稱中產壓力來自「有開

工、冇收工」，促請政府為標準工

時立法。 劉國權 攝

■梁君彥要求政府促進產業多元化

發展。

劉國權 攝

■林健鋒建議提高子女、父母免稅

額和退稅。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報道指
有食油分銷商疑出售「地溝油」，引起公眾
廣泛關注。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上提出質詢，反映環保業指出要有效杜
絕「地溝油」，就需要政府透過發牌制度，
規定持牌回收商方可回收及轉售經使用的煮
食油，以確保該等廢食油去向「有跡可
尋」。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時指，食環署
已決定在現有法例、執法行動及食物監察計
劃上，再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食油安全。

無證據指事件涉「地溝油」
黃錦星回應謝偉俊提問時表示，當局目前

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事件牽涉所謂的「地溝
油」，亦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從食肆收集經使
用煮食油，將之循環再造然後在香港再次流
入食物鏈中。
他說，從環境保護的角度而言，經使用煮

食油適合回收和循環再造，正如其他「綠色
廢物」一樣，一般會被視為可再用的商品，
故世界各地都鼓勵妥善處理經使用煮食油，
但在香港將經使用煮食油循環再造生產「生
化柴油」，其生產工序及廠房需符合相關的
污染管制法例要求，包括空氣和廢水兩方面
申請指明工序的牌照。環保署會對產生污染

的工序及排放巡查，以確保符合法例的要求。
黃錦星表示，由於經使用煮食油並非危險廢物，

因此並沒有需要為環境保護的緣故，對其收集實施
規管，環保署會繼續從環境保護角度，監管經使用
煮食油的循環再造，及生產生化柴油的工序和排
放。同時，食物安全中心一直透過日常食物監察，
監測香港食油的質素，確保符合有關法例及適宜供
人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古諮會主席林筱魯計劃
在大嶼山二澳村發展實驗農場，和村民合作復耕，但被環
保團體質疑復耕為名，發展為實，擔心會破壞環境。林筱
魯回應表示，二澳村平整土地工程已避開紅樹林，又強調
二澳村並非地產項目，自己亦沒有擁有相關土地。
林筱魯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他和二澳村村民

早有協議，資助他們復耕，提供包括金錢、人力及耕作
知識。而負責平整土地的車輛，已避開河口的紅樹林。
另外，他承認之前並無為二澳村作生態評估，但質疑為
何政府或其他關注團體，都沒有做評估工作。他又強調
二澳村並非地產項目，自己並無擁有相關土地。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主任吳希文表示，二澳村對出的

沼澤為盧文氏樹蛙的棲息地，擔心土地平整工程會影響
樹蛙的生息。他續說，復耕是一件好事，但荒廢一段時
間的農地，可能會孕育一些如螢火蟲等的生態，要小心
評估工程對生態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於去年通過新的
《公司條例》，限制查閱公司股東、董事等人的完整身份識別
號碼和通常住址，被指會削弱公眾的知情權和妨礙新聞採
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表
示，當局正擬備《公司（住址及身份識別號碼）規例》，會
訂明申請遮蓋現存紀錄的程序，及訂明公司股東、公職人員
（包括執法部門及勞工處人員）和清盤人等，可向公司註冊
處申請查閱董事住址及其完整身份識別號碼。據悉，當局正
與私隱專員公署研究豁免傳媒受新規定限制。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在大會上提出質詢，稱新《公司

條例》的規定會削弱公眾知情權和妨礙新聞採訪工作，要求
當局主動諮詢關注此事的持分者，及採取適當的跟進措施，
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新公司法取得各方平衡

譚志源在回應時表示，新《公司條例》就查冊的新安排，
是因應2009年至2010年間諮詢公眾時所收集的意見而制訂，
並在滿足公眾取得資料需要，及保障公司登記冊上超過100
萬名現任及前董事的私隱這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他指，
新安排已由立法會詳細審議，並納入新《公司條例》，而法
例亦於去年獲立法會通過。
他續說，在新安排下，公眾仍可查閱公司登記冊上的董事

通訊地址，和部分身份識別號碼，核實該名董事的身份，而

當局為此正擬備《公司（住址及身份識別號碼）規例》，訂
明申請遮蓋現存紀錄的程序，及哪些類別的人士可向公司註
冊處申請查閱董事住址及其完整身份識別號碼，和相關的申
請程序。
譚志源指出，當局關注傳媒最近就有關安排提出的意見，

同時留意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支持改善查冊制度，以提
升公司登記冊內個人資料的保障，當局正諮詢專員，研究如
何擬備有關附屬法例，及會就未來路向繼續聽取社會各界意
見，並在立法會跟進。

可比英國取得更多資料

陳家洛質疑，當局並未回應公眾對知情權的憂慮。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回應時強調，香港有不少中小企及
上市公司，委託專業人士成立公司處理事務，故有聲音覺得
要現行制度未能保護相關私隱資料，而新《公司條例》查冊
限制是經長時間諮詢及立法程序的結果。他指，會跟進公眾
的關注。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關注到，其他普通法國家及地區

有否案例，反映傳媒擔心類似的查冊修訂。陳家強回應
說，香港的修訂和英國2006年所作的修訂類同，並就香港
的實際情況作出修訂，令公眾在新查冊規定下能獲得的資
料，比英國現行的限制下更廣泛，而新加坡亦計劃修訂查
冊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行政
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表示，會研究透
過發展新界東北和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
等方法，以增加土地供應。13個環保團
體昨日聯署，要求政府同時兼顧發展和
保育，建議先有人口政策，才決定開拓
土地的規模。
包括綠色和平和地球之友的13個環保

團體聯署，要求政府應先將經濟發展和
人口增長控制在可承受的範圍內，並對
本港於2030年或以後的最高人口承載力
展開公眾討論，方決定開拓土地的規
模。他們擔心當局抱㠥「開發為本、房
屋至上」的發展思維，在推行保育工作
時只會事倍功半，要求發展和保育同時
兼顧。

中華白海豚數量續降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表明，
非盲目反對填海，但政府一方面因補償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口岸的160公頃填海

工程，在大小磨刀洲水域劃出作海岸公
園，另一方面卻建議在附近的小蠔灣進
行填海，形容政府做法矛盾。他補充，
即使政府不在小蠔灣填海，現時北大嶼
山對開海面也有不少正建造或已規劃的
發展，包括港珠澳大橋口岸、屯門至赤
㣂角連接路等，都令海豚的數量不斷下
降，例如中華白海豚的數量由2003年的
158條，減至2011年的78條，去年的數量
亦不樂觀。
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批

評，現時政府對鄉郊的保育和發展均缺
乏策略。他以元朗錦上路站為例，現時
上班繁忙時間，已有乘客上不到港鐵，
擔心未來在錦上路建公屋或發展洪水橋
後，情況會更嚴重。他認為政府發展應
先做好基建和交通等配套的研究。

地球之友倡發展「廚餘肥料」

地球之友執行總監陳美玲則稱，現時
本港有數以百計的農場，而農業和廚餘

可相互結合，成為廚餘肥料的出路。而
農業同時可提供就業機會和生態環境教
育的作用，要求政府勿草率破壞農地。
環保觸覺項目經理何嘉寶則建議，政府
可考慮在休憩或私人會所等用地，例如
高爾夫球場用作興趣房屋，以來減少未
來需要開拓土地的規模。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江卓珊認為，現時

政府只有環境評估制度，去平衡保育和
發展，但從「龍尾事件」可見，單靠環
評未可平衡到發展和公眾期望及保育。
現時政府又未有原則性的保育政策，很
多時候是出現問題時才去解決，而非預
防問題發生。
她認為政府要追上市民期望，達致

「以民為本」的施政原則。

■譚志源表示，將與私隱專員研究改善查

冊新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13個環保團體昨日聯署，促請政府兼顧發展和保育，建議先有人口政策，才決定

開拓土地規模。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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