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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近7成市民擔心若

有過萬人「佔領中環」將令中環癱瘓，7成受訪市民

更表示不支持「佔領中環」。策動「佔領中環」的人

應該向市民說清楚，「佔領中環」若令中環癱瘓對香

港經濟造成重大損失怎麼辦？若行動演變成衝突場面

怎麼辦？若行動阻礙政制發展怎麼辦？若行動損害中

央與港人關係及信任怎麼辦？面對市民的擔心和憂

慮，策動「佔領中環」的人必須對市民作出交代。

儘管反對派聲稱「『佔領中環』不影響香港金融中

心地位」，但有關調查發現有近7成受訪市民表示，擔

心「佔領中環」會令中環癱瘓，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

損失。提出「佔領中環」的戴耀廷已清楚表示：「大

家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經濟是香港的命

脈，而中環就是香港這金融中心的中心。選擇發動行

動的地點是中環，也就是要攻向香港的最脆弱的地

方。」這正是令市民最擔心的問題。

2011年發生的「倫敦大騷亂」，嚴重影響英國營商

環境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形象，造成嚴重人員傷亡，

許多人遇難，騷亂對工商業造成的損失達到數千億英

鎊，保險公司估計賠付超過2億英鎊的賠償金。同

樣，「佔領華爾街」運動於2011年9月17日在美國紐

約爆發之後，進行了兩個多月，並蔓延到美國乃至全

球的多個城市，這次行動也嚴重打擊美國經濟和影響

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前車之覆，豈可重蹈？策動

「佔領中環」的人，必須作出回答。

儘管反對派將「佔領中環」美化為「愛與和平佔領

中環」，但有關調查發現，有65.3%市民表示擔心「佔

領中環」行動會引發激烈示威及衝突，同時有逾6成

人擔心「佔領中環」會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反對派

必須交代，若行動失控，演變成「倫敦大騷亂」和

「佔領華爾街」那樣大規模的騷動怎麼辦？

反對派多番聲言，要以「佔領中環」爭取合他們

「標準」的政改方案。不過調查顯示，近7成市民認為

對政制發展沒有幫助。反對派必須交代，若行動阻礙

政制發展甚至扼殺特首普選，他們是否要承擔責任？

調查同時顯示，有62.8%市民表示擔心「佔領中環」

會損害中央與港人關係及信任。「佔領中環」會使香

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受到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

嚴重撕裂，這將根本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廣大

市民和投資者的利益，反對派對此嚴重後果豈能回

避？

「佔領中環」行動為市民帶來不安及負面的看法，

高達7成市民表示不支持「佔領中環」行動，充分反

映有關行動得不到市民支持。鼓吹「佔領中環」行動

的人要看清民意，放棄有關行動。

(相關新聞刊A1版)

內地通脹率一如預期回落，3月居民消

費價格總水平按年上升2.1%，升幅低於預

期。昨日港股和內地Ａ股造好，是對通

脹溫和、貨幣政策或避免收緊的正面反

應。事實上，內地通脹回落有利加快經

濟轉型，走向以內需帶動經濟增長。歐

美日量寬政策主導下熱錢氾濫，輸入性

通脹壓力不能掉以輕心，內地需要適時

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持物價和

經濟形勢的平穩。同時，內地通脹下

調，本港輸入的內地食品用品價格下

跌，對本港通脹可起到紓解作用。

3月份內地通脹不僅較2月份的3.2%明顯

下降，也低於市場預期的2.4%，其中原因

之一，是蔬菜供應增加，豬肉消費走

低，肉菜等主要食品價格下降所致。更

重要的是，為壓抑通脹，內地收緊市場

流動性，維持貨幣環境的穩定。今年兩

會期間，連任的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

抑制通脹是央行的最重要目標。近期央

行連續6周的正回購就是一種表現。

內地一季度的物價形勢溫和可控，抑

制通脹目標開局良好，為全年物價調控

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內地抑制通脹

效果顯現，獲得市場肯定，預期通脹暫

時不是經濟的主要問題，相反，當前內

地經濟復甦弱於預期，同日公佈的3月份

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

降1.9%，跌幅擴大，顯示復甦力度偏弱。

因此，市場認為內地的貨幣政策或將趨

向中性偏鬆狀態。

當前外圍經濟復甦緩慢，內地經濟增

長亟需加快結構轉型，以內需帶動取代

對出口的依賴，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

長。最近，美日兩國推行與通脹掛 的

貨幣政策，日本表明以2％為通脹目標；

聯儲局則暗示超低息環境要維持至失業

率至少回落至6.5％，以及通脹率回升至2

％至2.5％左右，反映兩國冀透過通脹預

期刺激國民消費需求，刺激經濟活躍。

如今內地物價形勢溫和，經濟走勢平

穩，應該把握有利的機會，實施適度寬

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大結構調

整和深化改革的力度，推進產業升級，

爭取經濟穩中有進。

(相關新聞刊A3版)

市民憂慮「佔中」 策動者必須交代 內地通脹回落 有利經濟轉型

勞處調解碼頭工潮 今分場談判
職工盟拒其他工會出席 工聯批另有政治意圖

張建宗指出，在勞工處盡力斡旋下，勞資雙方
已達成共識，於今天召開2場調解會議，上午

10時一場由職工盟及工人代表出席；下午2時30分
則由工聯會、勞聯及工人代表出席。對於為何會安
排2場調解會議，由不同工會分開與資方討論，張
建宗指出回應部分工會、社會人士及立法會議員的
訴求。他指出，本港共有5個碼頭業相關工會，其
中3個為勞聯屬會，另外2個則分屬工聯會及職工
盟，受加薪問題影響者並非只是罷工的工人。

張建宗籲各方互諒互讓

張建宗表示，每個工會都有一定代表性，當局曾
嘗試將所有工會集合一齊與資方談判，但有工會不
肯。不過，他認為最重要是有溝通渠道，認為今次
安排屬恰當及務實的做法，「我呼籲各方珍惜這次
得來不易的機會，拿出誠意，互諒互讓，和衷共濟
地展開談判」。

然而，是次安排卻惹來職工盟強烈不滿。職工盟
秘書長李卓人指出，工聯會並無成員或工人參與罷
工，不具代表性，質疑張建宗將事件複雜化，「我

無任何權力去阻止外判商同其他工會去傾，但我
不知他們與工聯會傾什麼」。他又擔心此舉會令職
工盟屬下的碼頭業職工會與資方的談判時間遭削
減。他又表明，若談判最終破裂，張建宗要負上最
大責任。

碼頭業職工會成員黃兆祥亦表明，今天下午的會
議並不代表其會員，又強調上午的會議只代表450
名罷工工人，「工聯會不代表罷工工人！」他重

申，工會要求加薪20%，但承認談判桌上有讓步空
間，卻不肯透露工會有否存在「底線」。

黃國健：唯我獨尊做法分化工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他於上周已發公
開信，要求政府牽頭，讓5個工會一起與資方談
判，只是職工盟不願意。他指出，工人議價能力
低，分開談判只會分散力量，「大家都應該知道團
結是力量的道理」。他又強調，工聯會提出的是整
個整個碼頭業的加薪問題，並不局限某工種，以及
他有否參與罷工。

黃國健指出，不同工會均有其代表性，反指職工
盟不能代表整個碼頭業界。他指出，職工盟早前指
責工聯會沒有參與罷工，如今出席談判卻又質疑工
聯會的代表性，批評職工盟另有政治意圖，亦無將
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這種唯我獨尊的做法才是
分化工人，其實共同對手應是資方」。

日益僵持的碼頭工人工潮，隨 勞工處今天

安排的調解會議而露出一線曙光。然而，職工

盟卻在調解會議未開始前，已高姿態地表明不

願與工聯會為伍，只肯獨自代表450名罷工工

人與資方談判，亦不承認任何其他談判結果。

職工盟又指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將事件

複雜化，更指一旦談判破裂，對方要負上最大

責任。其實，受加薪及工作環境問題影響的碼

頭業工人又何止那數百名參與罷工的人士，其

他工人的權益亦應受重視，將問題複雜化者，

根本便是「賊喊捉賊」的職工盟。

全港有數以千計，甚至上萬名碼頭業工人，

香港亦有5個碼頭業的相關工會，分別從屬勞

聯、工聯會及職工盟。今次工潮的起因是工聯

會所屬的工會與資方正在談判而未達共識之

際，職工盟卻急不及待地發動罷工行動，令其

他工會與資方的談判亦告暫停。

調解會議一開二 問題更難解

工會協助工人與資方談判的形式及發起的行

動有多種，簽名行動、遊行、按章工作及罷工

都是手法之一。職工盟選擇了罷工，卻以其他

工會沒有參與而抹殺他們的努力，更指斥他們

無資格代表工人。勞工處本欲召開一個由勞

聯、工聯會及職工盟與資方一同參與的調解會

議，讓資方一次過聽取不同工會及不同工種工

人的聲音，卻在職工盟一口拒絕下「拉倒」。

勞工處無奈下只有將今天的調解會議「一分

為二」，由不同工會各自向資方表述，若最終得

出不同的結果，只會令碼頭業工人接收的訊息

更加混亂、令問題更趨複雜，解決之日遙遙無

期。如果職工盟繼續以此「功在我，過在工聯

會及張建宗」的思維處理今次工潮，對工人只

有 百 害 而 無 一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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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歷時接近2周

的碼頭工人工潮終有突破性進展。勞資雙方

在勞工處盡力斡旋下，將於今日舉行2場調

解會議，上午由職工盟所屬工會與香港國際

貨櫃碼頭2個外判商談判，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公司亦會派人列席；下午則由工聯會及勞

聯所屬工會與資方談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指出，由於不同工會有不同訴求及關

注點，有關安排屬恰當及務實的做法，期望

勞資雙方釋出誠意，和衷共濟地透過溝通，

縮窄分歧。但職工盟卻對有關安排表示不

滿，指工聯會並無參與罷工，不能代表工

人；工聯會則反駁指加薪問題是整個碼頭業

的問題，又批評職工盟另有政治意圖。

碼頭涉公共利益
黃友嘉盼速協商

外判商：工潮受第三方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涌貨櫃碼頭的工

潮踏入第十三日，工潮已造成貨物滯留碼頭或延遲
付貨，行政會議成員兼付貨人委員會副主席林健鋒
呼籲各方盡快尋求解決方案。對於罷工工人要求加
薪23%，碼頭外判商之一永豐表示難以承擔，但認
為雙方能夠商討，又說今次工潮較以往複雜，認為
工人是受到第三方影響。

貨滯留 林健鋒盼各方速溝通

林健鋒昨日在行政會議開會後，主動談及碼頭工
潮，他表示，受到工潮影響，有貨物滯留碼頭，包
括進口生產零件，而不少蔬果亦難以存放過久，亦
有市民擔心影響奶粉供應。另外，不少工廠將珠三
角生產的成品轉到深圳出口，至於香港生產的物
品，有機會延遲付貨而被罰款或取消訂單。

碼頭外判商之一「永豐」的負責人黃志德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1997年以來員工薪金「4加4減」，累
計增加11%，認為工會提出加薪23%，令公司難以
營運，強調已向員工承諾，加薪不少於5%。他又表
示，最後一定有結果，但是次工潮事出突然，且非
常有組織性，工人的手段與過往商討加薪問題很不
同，感覺是受第三方的影響，工會立場亦比員工強
硬，又強調以往工潮中，公司從未解僱員工代表。

黃志德指出，與經營碼頭公司的和黃及工人，三
者之間的合作不存在剝削，今次事件亦不涉及誰對
誰錯的問題，又說暫時未能評估工潮對他們帶來的
損失，亦不認同有指外判商「食水深」。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即將進入第二周，在葵涌貨櫃
碼頭，大約200名工人昨日繼續靜坐，工會開始派
發第三筆生活津貼，每名罷工工人可得1,500元。
公開籌募的罷工基金目前增加至400萬元。國際交
通運輸工人聯會主席昨日亦曾到場表示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標準工時議題討論多

時，港府昨日正式宣布成立由勞工界、工商界、學術

界、社會各界及政府官員組成的標準工時委員會，並委

任梁智鴻出任主席，任期3年，即日生效。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重申，標準工時議題十分複雜，委員會肩

負重要使命，促進公眾對議題的認識，及向行政長官就

處理本港工時情況提供意見。梁智鴻表示，社會對立法

制定標準工時存在爭議，期望最快兩三周內召開首次會

議，並在任期內達成共識，再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昨日成立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共有24名成員，除主席梁

智鴻外，亦包括8名非官方成員趙麗娟、莊太量、劉千

石、劉健華、李正儀、梁祖彬、馬豪輝、蘇偉文；勞顧

會當然成員梁籌庭、鍾國星、李德明、吳秋北、周小

松、陳素卿、何世柱、麥建華、劉展灝、施榮懷、于健

安、何安誠；及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勞工處處

長、政府經濟顧問3名官方成員。

張建宗：履行CY競選承諾

張建宗指出，委員會由勞工界、工商界、學術界、社

會各界人士組成，相當有代表性及有包容性，是一個可

吸納廣泛意見的多元化高層次委員會。他又盛讚梁智鴻

是一名具有經驗，並在政府服務多年的社區領袖，「他

在各方面都是非常持平及有領導才幹的人選，我相信他

有充分的幹勁，並有經驗推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

作」。

他表示，委員會主要有3個任務，包括跟進上屆政府

勞工處就標準工時問題做的深入研究；促進社會對標準

工時的認識、認知及討論；以及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

是否應立法制訂標準工時或有其他方案等。張建宗強

調，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時承諾會研究推動標準工時

立法，如今已履行承諾，透過一個客觀、持平及廣泛的

社會討論，並由委員會研究相關問題，「這是一個重要

的起步點」。

梁智鴻指出，香港打工仔超時工作十分普遍，但何謂

基本工時及應否立法，卻有不同見解，委員會要透過討

論才知道哪個方法才是最好，「這是一項相當具挑戰性

的工作」。

王國興促盡快確定立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歡迎當局成立標準工時委員

會，期望各方以互諒互讓的態度去討論，並可盡快確立

是否立法。本身支持標準工時立法的標準工時委員會成

員梁籌庭指出，期望不用花上3年時間，便可尋求到共

識，「如果用太長時間，便會給人『拖字訣』的感

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來自商界的廠商
會前會長、港區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今次的罷
工並非涉及一間酒店或工廠，而是貨櫃碼頭這個
重要公共設施，牽涉極大的公共利益關係，故希
望雙方努力協商，政府亦應盡快介入解決問題。

黃友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不認同外判制
度等於重重剝削，也毋須把外判商與「無良心」劃
上等號，強調全球市場經濟均沿用外判制度，以提
升企業運作效率，香港也不能例外。他認同，工人
爭取個人權益是無可厚非，但更重要是僱傭合約要
保障勞工，香港社會亦應促進整體經濟發展，增強
社會流動性，以減少打工仔的怨氣；而本港大部分
企業是中小企，他們出身與普羅大眾沒有大分別，
大家也希望有好的營商環境。

■張建宗指

出，在勞工

處盡力斡旋

下，勞資雙

方已達成共

識，於今天

召 開 2 場 調

解會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攝

■受工潮影響，貨物滯

留碼頭，市民擔心影響

奶粉供應。 莫雪芝 攝

■國際交通運輸工人聯會主席昨日到場。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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