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消委會早前測試市
面上多款玻璃餐桌及茶几，發現部分採用強化玻璃
的聲稱與事實不符。消委會表示，部分玻璃層板測
試後不但未符合歐洲對強化玻璃的要求標準，同時
破裂時，亦會裂成不規則的大塊碎片，有機會對身
體造成嚴重傷害，提醒消費者選購玻璃餐桌或茶几
時，應留意是否標示為強化玻璃。

「家居樂」玻璃破裂可傷人
玻璃餐桌及茶几可增加室內透明度及時代感，但

誤選次貨及使用不當隨時令玻璃破裂引致受傷。消
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許敬文昨日表示，早
前曾參考歐洲標準，分別測試市面上13款玻璃餐桌
及7款玻璃茶几的穩定、堅固及耐用程度，結果發現
「家居樂」與一款無牌子餐桌的桌面玻璃，及「順富」
牌茶几的玻璃層板，在破裂時會成不規則的大塊碎
片，有機會對身體造成嚴重傷害。

許敬文續指，上述3
款樣本與另外4款樣
本，亦沒有標示由強
化玻璃製成，同時亦
分別發現1款無牌子餐
桌與「實惠」牌茶几
的桌面玻璃雖聲稱是
強化玻璃，測試後卻
不符合歐洲標準對強
化玻璃的要求。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
提醒，消費者選購玻璃桌子或茶几時，應留意是

否標示為強化玻璃，並輕按桌邊以查看餐桌會否傾
側，或玻璃桌面會否容易鬆離底座，同時在使用玻
璃桌時亦應極度小心，避免引致玻璃碎裂。她又
指，已將有關測試結果轉交海關跟進，以考慮是否
須根據《消費品安全條例》作出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的新鮮牛肉市場
調查顯示，香港入口鮮牛肉的價格，10年內「怒升」
6倍，鮮牛肉消耗量則下降超過15%。消委會昨日
指，導致供港鮮牛價格高企的主因是內地活牛供應
緊張，支持開放活牛市場。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表示，正與內地協商開放鮮牛肉入口市場的可能
性，任何可以穩定鮮牛肉價格及供應的措施，港府
都會嘗試。
政府早前委託顧問公司進行新鮮牛肉市場調查，結

果顯示香港入口鮮牛肉的價格，由2003年每斤5元，升
至今年每斤35元，但鮮牛肉消耗量則下降超過15%。
消委會認為，導致供港鮮牛價格高企的主因是內地活

牛供應緊張，消委會昨日表
態，支持開放活牛市場，認為
增加供港內地活牛代理商的數

目，以推動代理商積極開拓貨源，穩定活牛的供應量
和價格。消委會希望政府早日落實開放市場的計劃和
執行細節。不過消委會指，牛肉價格取決於多項因
素，包括入口成本、內地及周邊地區的市場需求和競
爭等，開放市場後價格會否大幅回落屬於未知之數。

引入競爭須與內地磋商

高永文表示，當局正與內地有關部門協商開放活牛
市場的可行性，強調如要引入競爭必須先與內地有關
部門進行磋商，但無法單方面定出時間表及單方面作
決定。他歡迎消委會發表的意見及其支持開放活牛市
場，指有需要時會與消委會保持密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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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聚焦個別團體未能反映大多數民意
逾八成人贊成發展新界東北

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3月25日
至4月3日期間，以電話隨機訪問

1,001名操粵語或普通話的成年港人，
以了解市民對房屋土地供應的意見。
負責研究的中大地埋與資源管理學系
副教授伍世良指出，為確保民調具廣
泛地區性，受訪者所住地區的比例與
2011年的人口普查相若，例如觀塘區
佔全港人口8.9%，居於該區的受訪者
為8.4%。

92.3%支持舊區重建增供應

民調顯示，72.2%受訪者認為香港的
房屋土地供應不足。而各種增加房屋土
地供應的方法中，「加快重建舊區」獲
最多市民認同，92.3%受訪者支持，其
次為將土地改劃為房屋用途及發展岩
洞，同樣有逾75%受訪者贊成，而最不
受歡迎的措施包括「於維港以外填海」
及「提高市區發展密度」，分別僅約40%
及30%受訪者支持。

57.2%認同提高賠償金額

發展影響方面，57.2%人認同「提高
賠償金額去收樓收地」，接受程度最
高，而其餘影響的接受程度均少於三分
一，包括影響原居民社區網絡、自然生
態及減少綠化地帶等。調查同時發現，
82.3%受訪者贊成開發新界東北新發展
區，主因是佔82.2%的「可增加土地或

房屋供應」。
中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吳

啟漢昨稱，傳媒採訪和政府諮詢的對象
均集中在環保團體、居民組織等個別團
體，令社會討論傾向反對發展，但房屋
土地政策是面向整個社會，不只是影響
當地居民，認為政府應該諮詢整體市
民，從而平衡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填海增儲地 僅40%人支持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前於網誌指「填

海是最適合作土地儲備的方案」，但填
海於今次民調中僅獲約40%人支持。中
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專業顧問李慧瑩
指出，政府政策考慮因素包括逼切性和
技術可行性等，與市民看法或有落差，
倘市民不接受，面對的阻力亦較大，認
為政府可考慮注資市區重建局，加快重
建步伐，因為加快舊區重建獲逾90%市
民贊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

香港房屋問題迫切，但如何增加

房屋土地供應，社會意見紛紜。

中文大學調查發現，加快重建舊

區獲最多港人支持，逾90%受訪

者贊成，而填海和增加發展密度

就有超過一半港人反對。民調又

顯示逾80%港人贊成發展新界東

北，學者分析指，傳媒和政府均

把焦點放在個別居民組織和環保

團體上，令社會討論傾向反對發

展，未能反映普遍市民的意見，

建議政府應將諮詢拉闊至全港市

民的層面。

黃大仙最多長者 男女比例最失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香港男女人口比例

進一步拉闊，根據統計處數字，扣除外籍家庭傭
工後，2012年本港的性別比例是每1,000名女性有
935名男性，而前年的數字是1,000比939。男女失
衡最嚴重的分區是黃大仙（911）、觀塘（914）及
深水 （924）。數字又指出，本港最「年老」的分
區為東區及黃大仙，人口年齡中位數同為44歲，最
年輕的分區則為元朗及離島，年齡中位數同為38
歲。
政府統計處昨發表「2012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

香港人口概況」專題文章，指出2012年男性數目較
女性為少，整體性別比率為每1,000名女性對871名
男性，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性別比例是每1,000
名女性有935名男性，各個分區中九龍城的性別比
率最高，為962，其後是灣仔（958）及大埔
（955）；男女失衡最嚴重的分區是黃大仙（911）、
觀塘（914）及深水 (924）。

元朗離島平均38歲最年輕

在工作年齡（25歲至44歲）方面人口比例最大的
分區是油尖旺，工作人口佔34.7%，緊隨其後的是
西貢（34.5%）、中西區（34.3%）以及灣仔區
（33 . 6%）。65歲以上長者以黃大仙佔最多
（16.7%），其次為深水 （16.5%）及觀塘區
（15.9%），而新界就最年輕，長者比例只有
13.0%。人口年齡方面，中位數介乎38歲至44歲，
東區及黃大仙區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同為44歲，是各
區議會分區中最高，而元朗區及離島區則最低，
同為38歲。
去年本港勞動人口的數目為3,785,200人，其中男

性有1,972,100人（佔52.1%），而女性則有1,813,100
人（佔47.9%）。報告表示，18區當中以西貢區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為最高（66.2%），而黃大仙區及
觀塘區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則最低（同為57.0%）。

收入「因加得減」的哥：加價勿只聽車主

商會聯署反標時 工聯批剝削員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由多個行業商會組成的

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昨在報章刊登聯署聲明，堅決
反對標準工時立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在一個
場合上重申，標準工時是一個十分複雜及有爭議的問
題，港府已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希望社會給予時間及
空間，讓委員會可以客觀、務實地在宏觀層面剖析問
題。工聯會標準工時關注組昨日發表聲明，批評資方不
斷阻礙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立法，認為必須在3年內完
成標準工時的立法工作，以保障長時間工作人士。

張建宗：客觀吸納各方意見

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刊登的聯署聲明指出，由於各行業
的性質不同，根本不可能訂立劃一標準工時，立法並非
解決方法。聯席會議指出，若然立法會令企業被迫聘請
兼職，或採用兩班制對策，低技術工人會被迫兼職，以
補充收入不足；並會打擊香港自由經濟體系、激發通
脹，甚至社會要面對中小企業倒閉及失業潮等衝擊。聯

席會議呼籲各行業團體及商會，加強僱主及僱員溝
通，促進作息平衡、提升和諧以達致共贏。

張建宗昨出席「第四屆香港企業公民計劃」啟動典禮
暨研討會後指出，標準工時問題複雜且具爭議性，故政
府已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問題，下個月的第2次會議
將定出未來的全面策略。他指出，商界今次透過媒體刊
登廣告，純粹是自由社會的一種表達手法，相信委員會
會全面及客觀地吸納各方意見，務實地在宏觀層面剖析
問題，以及啟動社會知情的討論，希望大眾給予時間。

工聯籲各界挺標時立法

工聯會標準工時關注組昨日發表聲明，指資方不斷阻
礙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立法，是希望藉 剝削僱員利
益，以維持低工資水平及無償加班的環境，將成本轉嫁
給僱員，彌補其他經營成本上的開支。關注組指出，香
港無償加班問題嚴重，勞工階層付出勞力後，卻未能得
到應有回報；長工時文化亦令僱員身心受壓，減少與朋
友團聚或持續進修的機會，並會對公司產生負面情緒，
令勞資關係變得緊張。關注組期望資方採取積極及正面
態度，與勞方溝通，並呼籲社會各界支持標準工時立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加風停不了，市區、
新界及大嶼山的士業界均稱經營困難，於今年年初分
別向運輸署提交加價申請，建議平均加幅介乎7.11%
至10.71%。據運輸署昨日遞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自
2011年7月的士加價以來，僅僅是市區和新界的士出租
車主每月實質淨收入有增加，惟租車司機及車主司機
每月平均淨收入，均較加價前下跌8.4%至11.1%。有
立法會議員指收入情況反映不少職業司機「因加得
減」，認為加價事宜不應只聽取車主一方意見，又建
議當局應舉辦公聽會，聽取一群真正靠的士「搵食」
的職業司機意見。

租車司機月均收入跌一成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開會，討論有關

的士加價的申請。據運輸署昨日遞交立法會的文件顯
示，自從2011年7月加價之後，市區和新界的士的車
主每月平均營運成本下降3.1%和0.9%，而租車司機
及車主司機每月平均營運成本上升0.8%至4.3%。另

一方面，加價後，倚重車費收入的租車司機及車主司
機撇除通脹的每月平均實質淨收入，均低於加價前的
水平。以市區的士為例，自上次加價後，租車司機每
月平均淨收入下跌10.1%，相反出租車主則增加
1.2%。

王國興：加價僅車主得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資料反映加價只有車

主得益，對真正依靠的士行業維持生計的士司機造成
嚴重影響。「加價令短途客大量減少，相反車主又狂
加租，令的士司機收入『因加得減』。」他強調，加價
事宜必須要聽取職業司機的意見，不能僅聽取車主之
言就妄下定論。他建議舉行公聽會，全面聽取各的士
業界人士意見，又促請運輸署考慮增設燃油附加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則擔心，若加價不成，車

主仍會增加租金，同樣令的士司機面臨營運危機。他
認為，租金直接與的士牌費掛 ，建議當局應檢討牌
費問題，以保障的士司機免受高昂租金束縛。

鮮牛10年貴6倍 高永文：研開放市場

玻璃餐桌茶几 未符歐洲標準

■吳啟漢(左)昨指出，在新界東北發展問題上，傳媒和政府均把焦點集中於個別利益持份者，未能反

映普遍市民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消費者選購玻璃餐桌或茶

几時，應留意是否標示為強

化玻璃。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