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全球多個經濟體正竭力為人民創造就

業，香港卻正面對「有工無人做」的問題。

不少企業愈來愈難招聘人手：機場需要數以

千計的各部門員工，為日益增多的訪港和離

港旅客提供服務；酒店業未能聘請足夠的房

務員、侍應和廚師；而我們亦清楚體會到，

要在餐廳和商店叫住一位忙得不可開交的侍

應和售貨員，是多麼的困難。

香港面對「有工無人做」問題

不過，究竟勞工短缺的問題有多嚴峻？政

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貿易及零售業最缺人

手，有近20,000個職位空缺，其次為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共有17,330個空缺之多。旅遊

和飲食業的空缺數目則以最快的速度上升，

今年首季共有15,546個，較2012年同期增加

了40.9%。本港其中一個支柱行業金融及保

險業，今年首季的空缺率亦增加了10.9%。

隨㠥企業爭奪人才，工資通脹正推高營商

成本，企業的發展計劃亦受到阻礙。與此同

時，由於填補空缺的員工不夠專業，香港的

服務質素亦不斷下降。在總商會近日的服務

業論壇上，我們就反覆聽到這一論點。僱主

並無指責員工，事實上，很多僱主都稱讚員

工在他們努力增聘人手時，能應付額外的工

作量。有人懷疑，這只不過是一些無良僱主

利用僱員的手段。當然，樹大有枯枝，但大

部分僱主都認同，他們不但想增聘員工，還

必須擴充人手，以免公司業務停滯不前。

勞工短缺的另一後果是生產力下降、錯

誤增多（員工因而要重複工序，改正錯

誤，進一步降低生產力），以及意外風險增

加 ， 當 中

最 後 這 一

點 特 別 叫

人 擔 心 。

本 地 醫 院

一直投訴員工不足，需要更多訓練有素的

醫護人員。

審視勞工政策解勞工短缺

在全球經濟低迷時，香港卻飽受勞工短缺

之苦，情況更加令人擔憂。本港經濟增長去

年僅為1.5%，今年首季亦只是2.8%。假如企

業未能在經濟不景時聘請足夠人手，試問如

何在市況好轉之際，應付人手短缺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問題似乎正在

惡化。2013年6月，香港職位空缺總數達

100,188個，較去年同期上升7.8%，創下歷

史新高。行政長官上月指出，由於本港生

育率維持極低水平，即每1,000人僅生育12.8

名嬰兒，加上人口老化，預計勞動人口將

於2018年後開始萎縮。

勞工短缺的問題，並無靈丹妙藥即時可以

解決。企業即使調高薪金，亦難以吸引員

工。有百貨公司的東主甚至一年加薪兩次，

以求保留現有員工，但卻導致工資急速上

漲。顯然，員工不能無止境地拉長工時，以

填補現有的職位空缺，企業亦無法不斷加薪

挽留員工，這樣對勞資雙方都並非良策，亦

不健康。我們是時候開始認真審視本地的勞

工政策，包括提高女性和青年勞工的參與

率、輸入勞工及延遲退休年齡，以應付勞工

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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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於1998年推出三色回收桶，15年來，香
港在資源回收方面的工作未見有很大進步。廢
紙和鋁罐的回收再造，基於市場上「有價有市」
而十分蓬勃，回收桶裡的紙張和鐵罐永遠給人
掠奪一空；但「同廢不同命」，廢塑膠、廢玻璃
樽等物品由於回收困難、再造價值較低而乏人
問津。早前更有報章揭發，不少回收箱內的廢
膠樽被當作垃圾送到堆填區掩埋，市民一心以
為將膠樽放入三色桶內便有助環保，可惜卻是

「事與願違」。
早前有本地的廢膠回收商向筆者求助，指由

於內地實施「綠籬」行動，拒再進口本港廢膠
料，致使現時本港囤積了萬多噸廢膠沒有出
路，最終或者只能送往堆填區，加劇堆填區負
擔。之所以出現這種「廢膠無人要」的問題，
是源於政策上的協調和協助不足，造就所謂

「三無」情況︰一是無措施協助環保業界應對內
地「綠籬」行動拒收廢膠料出現的困難；二是
無在香港建立塑膠再造工業；三是無深入教育
市民如何進行資源垃圾分類。

膠樽體積大，污糟，不易壓扁，現時內地要
求收取的是已經分類並打碎的清潔廢膠粒，而
把膠樽變成膠粒是要經過一定的處理工序，需

要人手及土地進行操作。可惜政府現時卻沒有
任何支援回收業界進行這些前期處理工作的措
施，令本港塑膠回收商只能輸出經初步壓扁的
廢膠，一遇上內地「綠籬」行動，便被視為

「洋垃圾」，首當其衝被禁進口。

扶助回收工業 完善工業價值鏈

要令廢塑膠變得和紙及鋁罐一樣受回收者歡
迎，重點在於要賦予廢膠有回收價值，才能

「點膠成金」。這過程關鍵在於如何把收集得來
的廢膠分類、清洗、打碎，再變成可出口、可
再造的膠粒。政府的政策現時只聚焦在如何回
收，至於回收後如何處理、如何協助回收商將
廢料出口卻沒有顧及。所以，政府要真正有效
達至減少塑膠廢料，必須盡快向回收商提供土
地、人力資源培訓，並教育市民塑膠分類知
識，因為原來不同性質的膠分類後，可以再製
造成不同環保產品，例如PET可以再造成不織
布環保袋、汽水樽，PP可再造成垃圾桶、文具
等。因此，如果政府適當向回收工人提供相關
知識和分類培訓，「廢膠也可變寶」！

現時政府的廢膠回收政策，偏向將大量資源投放
於非政府組織（NGO）上，以進行小規模式社區

回收及教育工作，
卻完全迴避對回收
業界的支援，美其
名不向商界進行利
益輸送，實質是

「斬腳趾避沙蟲」，
漠視每日以千噸計
廢膠圍城的局面。
政府對業界困難視
而不見，不施援
手，完全看不到支
援回收業界及扶助
循環再造產業帶來的社會效益和重要性。試想想，
NGO每天只能處理幾噸廢膠，根本是杯水車薪，
對回收廢膠於事無補。當然，社區教育是重要，但
迫在眉睫，萬噸廢膠無從處理，更是刻不容緩要解
決的。

據講一個膠袋要活埋100年才能完全分解，一
個膠樽的膠料比膠袋多出幾十倍，對環境的傷
害更甚。當務之急，是政府在政策上改弦易
轍，大力扶助回收工業，完善整個工業的價值
鏈，方能解決廢膠囤積香港的迫切問題，長遠
並有助推動本地環保產業的發展。

扶助回收工業 解決廢膠囤港

最近從網上看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為特首梁振英說了一

席公道話，鏗鏘有力，發人深思。此公坦言自己選ＣＹ（梁振英）

為本港新特首，是因為他做了很多事。也就是說梁振英是真正幹

實事而非信口雌黃之輩！更進一步說梁做的很多事是為了香港長

遠利益，因而有時候未必能照顧到港人的短期及眼前利益。這把

梁特首身處「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環境一下子揭示出來！

眾所周知，一屆特首任期才五個春秋，這位新特首正埋頭解決諸

如青年住房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新市鎮經濟建設等問題⋯⋯但

這些需要時間來處理的事，怎麼能在梁振英手上就可以「春華秋實」

得了呢？！其實，梁振英特首所做之事，目光更長遠，他穩中求

變，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未雨綢繆，他承受社會一些團體的壓力，拒

絕表面有利但長遠無益的短期行為，也不做只會贏取掌聲的討好市

民行動。

田北辰是新民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該黨聲稱代表香港中產和

新生代民眾的利益，他有膽識地出來詰問：「現階段誰能做得比

他更好？」這是說出了公道話。田北辰詰問的不是什麼人，而是

媒體。對於電子媒體主持人一而再地問他「梁振英是否應該下

台？」田北辰一口氣作了六個反問：「他做錯了什麼？香港有動

亂嗎？失業率越來越高嗎？經濟沒有增長嗎？政府破產了嗎？社

會有道德危機嗎？」每一個問號都讓筆者多了一個驚歎！香港的

媒體同行，使用的是社會公器，報道時立場不應偏頗，而應注意

報道事實，講公道說話，令香港社會能正常地運作。

各種媒體都有各自的立場，但如果為反而反，站到政府和香港

人的對立面，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公信力，最終只會害人害己。

道理十分淺顯，政府為應付各種干擾疲於奔命，施政必受影響，

經濟民生得不到改善，市民先身受其害；而讀者受夠了媒體不真

不善不美的「三不新聞」的愚弄，讀者群就會減少，廣告自然也

會減少。

還是田北辰先生看得透徹，既然現實中沒有比ＣＹ更好的人選

來當特首，那不管什麼人硬要叫他「下台」都是不現實的啊！香

港特區群龍無首，豈不馬上變成無政府主義！希望香港媒體人講

公信力，是非分明，實事求是，秉公下筆。對於《基本法》要給

予尊重，對於「一國兩制」實踐要公平評價，對於梁振英特首推

動「穩中求變」施政要客觀報道。

日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香港立法會
午宴並致辭，其中有三個特徵顯示中聯辦願
意融入香港、服務市民，促進兩地交流。張
曉明在講話中多處用粵語表達，瞬間拉近了
與議員、與市民的距離；他在講話的核心部
分，用了「願望」一詞，不是「希望」，也
不是「建議」，更不是「要求」，傳遞出友好
姿態；他和他的同事接收部分議員的信件和
道具，聽取了意見。

從交朋友開始

張曉明在到港履新時就講過，希望在香港
各界多交朋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
心朋友。半年多來，他在出席三個大型公眾
活動時都強調了這一觀點。他自己身先士
卒，帶頭付諸行動，與香港社會各階層廣泛
聯繫。中聯辦網站刊登的報道顯示：截至7
月20日，張曉明累計參加了39場公開活動，
而官式活動只有5場，其餘34場均為聯繫香
港各界和促進兩地交流的活動，包括：拜訪
一些為香港回歸祖國、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
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的前輩及
其家人，到深水㝸探望基層市民家庭，走訪

「㜜房」住戶，參加香港植樹日活動，搭乘

港鐵出行，與香港各政黨、社團和組織交
流，聆聽各界聲音。

有一首家喻戶曉的歌曲唱道：「千里難尋
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聯辦所走的
路就是「『西環』要盡職」，是廣泛聯繫社會
各界人士，是全面、客觀、準確地向中央反
映香港的情況。為此，就需要在香港社會交
朋友，多拜訪、多接觸，真心實意相交，虛
懷若谷相待，用人格魅力贏得人心；就需要
了解朋友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獨特的心理
狀態以及個性化的思維方式；就需要在政治
上、生活上關心朋友，滿腔熱情地為他們排
憂解難，多做實事，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就需要善於把正確的政策與良好的工作方法
結合起來。交上了知心朋友，就可以激發他
們發揮才能的工作動機，發揮他們的聰明才
智。長此以往，知心朋友多了，必定有助於
造就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有助於繼續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助於促進香港更好地
走上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
道路，使「一國兩制」實踐更加充滿生機和
活力。相信反對派也知道這個道理：如果你
想走得快，一個人走；如果你想走得遠，一
群人走。

化偏見為信任

自7月9日張曉明應邀出席立法會午宴的消
息披露後，個別人士和媒體鼓噪「西環向中
環施壓」、「將使特區政府處於被動」、「梁
振英落馬信號顯現」等論斷甚囂塵上，挑撥
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互動關係。
行政長官梁振英當即坦率地說，中央駐港機
構能與立法會保持溝通，特區政府亦樂見其
事。張曉明也坦誠表明，北京方面沒有領導
主動詢問情況，在他們看來，午宴活動本來
就很正常。

事實上，大部分立法會議員都認為，午宴
氣氛良好，有縮短距離的作用，冀建㞫常化
溝通機制。曾鈺成主席也給予好評，認為活
動一定有助於中央政府更準確掌握香港的社
情民意。部分外國駐港領事館負責人和香港
普羅大眾也直言，活動是個很好的開始，希
望以後有更多機會。

此前，反對派和外部勢力惡意炒作「西環
治港」，妖魔化中聯辦，把駐港官員和內地
官員抹黑，而和他們接觸就是損害香港利
益，試圖讓香港社會對中聯辦充滿「神秘
感」，蠱惑市民戴上有色眼鏡看待中聯辦及
其幹部，這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陰謀。

中聯辦已經主動走入社會、走近議員。真
心希望惡毒攻擊適可而止，包括立法會議員
在內的香港各界人士以此為契機，站在新的
起點，與中聯辦進一步增強信任、加深了
解，切實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理性
溝通、良性互動」，為今後更好地推進兩地
交流與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正如張曉明所言，畢竟只是一個午宴，沒
有必要賦予過多的政治內涵和象徵意義。如
此類推，對於中聯辦與香港社會的交往，不
外乎考察、研習、座談與餐敘，等等。而中
聯辦的五項職能寫得明明白白，其中之一
是：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
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繫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

張曉明曾經表示，中聯辦全體同仁的願望
是服務好香港，服務好香港市民，這和中央
對香港的大政方針的宗旨和中央對中聯辦的
要求是一致的。透過他及其同事融入香港社
會的一系列做法，筆者認為，中聯辦已經深
刻意識到：呼吸同樣的空氣，才能體會這裡
的想法；走同樣的步伐，才能符合這裡的節
奏；看同樣的畫面，才能同喜、同悲。

中聯辦融入香港服務市民的一個表徵

勞工短缺影響服務窒礙經濟

艾崗馨

周松崗 香港總商會主席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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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打算在石鼓洲建焚化
爐，有長洲居民反對，並告上
法院，進行司法覆核。上星
期，法院判長洲居民敗訴，政
府總算在處理垃圾的工作上勝
了第一仗。前陣子，政府為了
擴建目前三個垃圾堆填區，在
立法會尋求撥款時搞得焦頭爛
額，不但反對派議員反對，一
些建制派議員也反對，政府根
本就不夠票來進行擴建堆填區
的計劃。

全世界大小城市都得處理垃
圾，處理垃圾的科技也愈來愈進步，對環境保護的水平也愈來愈
高。不過，垃圾終歸是令人討厭的東西，沒有多少當地居民願意
看到自己的家門口是個垃圾堆填區，或焚化爐。因此，不論是垃
圾堆填區或是焚化爐，都得遠離民居。焚化爐佔地面積小，因
此，要符合遠離民居的要求是比較容易做到，只要方圓3公里沒有
民居，就基本符合要求了。反對的聲音也比較小。這一回，政府
打算在石鼓洲建焚化爐，就沒有出現像將軍澳、屯門建堆填區那
樣的激烈反對行動。堆填區面積大、臭味持久，影響的範圍自然
也大，因此，從民意的角度來看，焚化爐的可接受程度是比堆填
區高。

隨㠥科技進步，今日的焚化爐已經比多年前的焚化爐更加環
保，能適當地處理、分解舊焚化爐所產生的二噁英。焚化過程更
能用來發電，焚化之後留下的灰燼可用來製造水泥，更可提煉出
不少焚燒不化的有價金屬。從這個角度來看，政府也許可以重新
規劃香港的垃圾處理方法，以焚化爐為主導。焚化爐可以建多幾
個，分散地接收來自不同地區的垃圾，減少垃圾車集中行走同一
地區所帶來的臭味問題。

建焚化爐可以發電，可以產生一些有經濟價值的可回收金屬
及用來生產水泥的灰燼，因此，是一盤生意。既然是一盤生
意，是應該由特區政府來興建、經營，還是交給私營的企業去
興建、經營？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一向以來，特區政府
都盡量不與民爭利，盡量減少參與商業行動。因此，焚化爐是
可以考慮私營，政府只需撥地，然後發出多個牌照，讓多家不
同的企業來經營，經營商可以彼此競爭。在競爭之下，他們收
取的垃圾處理費也會相對較低。因為焚化爐有發電的功能，香
港多年來由中電、港燈（今稱電能實業）壟斷發電的情況也會
因此打破。多了發電商，香港也可以考慮推行新的能源供應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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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反對派和外部勢力惡意

炒作「西環治港」，妖魔化中聯

辦，把駐港官員和內地官員抹

黑，而和他們接觸就是損害香港

利益，試圖讓香港社會對中聯辦

充滿「神秘感」，蠱惑市民戴上有

色眼鏡看待中聯辦及其幹部，這

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陰謀。中聯辦

已經主動走入社會、走近議員。

真心希望惡毒攻擊適可而止，包

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香港各界人

士以此為契機，站在新的起點，

與中聯辦進一步增強信任、加深

了解，切實做到「相互尊重、求

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動」，

為今後更好地推進兩地交流與合

作打下良好基礎。

■曾淵滄

■鍾樹根

■周松崗

■ 本 港 不

少 企 業 利

用 大 型 招

聘 會 增 聘

人 才 ， 各

界 須 審 視

本 地 勞 工

政 策 應 付

勞 工 短 缺

問題。

資料圖片

在全球經濟低迷時，香港卻飽受勞工短缺之苦，情況更加令人擔憂。勞工短缺的

問題，並無靈丹妙藥即時可以解決。員工不能無止境地拉長工時，以填補現有的職

位空缺，企業亦無法不斷加薪挽留員工，這樣對勞資雙方都並非良策，亦不健康。

我們是時候開始認真審視本地的勞工政策，包括提高女性和青年勞工的參與率、輸

入勞工及延遲退休年齡，以應付勞工短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