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潘曉平A11 香港新聞

長者友善先導計劃擬3區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居家安老是大部分長

者的心願，惟現時社區支援服務範圍未臻完善。安老事
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正財昨日出席「救世軍護老者協會周
年誌慶」後表示，計劃建議港府在荃灣、西貢及屯門區
推行長者友善的先導計劃，藉諮詢當區長者的意見，改
善社區生活環境及設施，如醫療服務、交通及商場設施
等。
林正財指，本港長者入住安老院的比率是《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的地區及國家中最高，情況絕不理想，
「長者健康急轉差，往往令其家人束手無策，在缺乏心
理及生活硬件準備下，便會萌生安排入住安老院的念
頭」。
林正財期望將出爐的《施政報告》可擴展「離院長者

綜合支援試驗計劃」服務至非高危患病長者，「公立醫
院的離院規劃隊和非政府的家居支援隊，會為離院的長
者安排銜接護理服務，例如提供出院規劃、過渡性社區
護理及支援服務等，為長者家人提供緩衝時間安排長者
居家安老」。

周永新全民退休保障建議4月交
工聯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婉嫻表示，面對人口老

化，港府必須未雨綢繆。她指，長者生活津貼只屬過渡
性質，長遠應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她透露，港大社工
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正歸納社會對全民退休
保障計劃的意見，料今年4月向政府提交詳細的建議方
案。

150億資助僱員再培訓增勞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

建宗表示，未來本港勞動力會由現時的370萬，跌至
2038年的350萬，而隨人口老化，政府需增加醫療福
利開支，勢加重財政負擔；現時每6名勞動人口供養1
名長者的比例，至2041年亦將變為2比1。他認為當務
之急是釋放本地基層勞動力，今個月底會向僱員再培訓
局注資150億元，資助再培訓計劃，並提供託兒服務等
配套，以釋放婦女勞動力。

2018年起年減1萬勞動人口
張建宗昨日出席香港人力資源展望論壇時表示，本港的

人口老化問題將持續影響勞動力，根據推算由2018年起，
本港勞動人口會逐年減少1萬人，由現時370萬勞動人口，
逐步減少至2038年的350萬，其後才會平穩向上。
張建宗又指，現時的稅基窄，但隨勞動力減少稅基

會更窄，而且會因人口高齡化，由現時每6名勞動人口
供養1名長者比例，至2041年變為2比1，稅務方面的
壓力會更大。故此，本地勞動力在「質」和「量」上必
須有所提升。
張建宗認為，必要吸引外來人才投入市場，確保本港勞

動力充足，而且在不影響本地工人就業和工資的前提下，
輸入外勞是可行之法。張建宗又指，釋放本地基層勞動力
是當前急務，故政府將於本月底注資150億元，支持僱員
再培訓局營運，向待業人士提供培訓和職前教育，並建議
提供託兒服務等配套，從而釋放婦女勞動力。

張建宗：政府聘用更多殘疾人士
張建宗透露，政府會以身作則，聘請更多殘疾人士，

為鼓勵殘疾人士投考公務員，只要殘疾人士合乎職位要
求便可免除筆試。同時政府亦有鼓勵僱主的措施，包括
是向聘請殘疾人士的中小企提供最高2萬元的改善工作
間津貼，亦會加強少數族裔的中文教育。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黎鑑棠認為，擁有專業知

識的退休人士是非常有潛質的勞動人口，只要他們在退
休時騰出職位，轉為半職，既不會阻礙後輩向上流動，
又能繼續為公司效力。

■張建宗(中)出席僱員再培訓局第六屆「人才發展計
劃」頒獎禮。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4年是國家全面深化改革
之年，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日發表新年致辭，指出國家的
進一步改革開放，必將為香港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
間。駐港公署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為推動香港對外交往與合作，維護
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作出更大努力。

向港胞致以誠摯新年問候
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網站昨日刊出宋哲2014年新年致辭。致
辭說，值此辭舊迎新之際，他謹代表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派員公署，並以他個人的名義，向香港同胞致以誠摯的
新年問候，向關心支持公署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
謝！
他說，回首2013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
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總攬全局、運籌帷
幄，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總基調，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
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開創了各項事業的嶄新局面。國家正沿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復興道路闊步前進。
宋哲在祝辭中說：「在中央領導下，我們始終高舉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承前啟後、開拓進取，推動全方位外

交打開新局面。新形勢下的中國外交更具全球視野、更富進取
意識、更有開創精神，既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也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

全力維護港胞在海外權益
他指出，過去一年，駐港公署認真履行中央政府賦予的職
責，積極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開展對外交往合作，
全力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合法權益。2014年是國家全面深化
改革之年，也是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一年。國家的進一步
改革開放，必將為香港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駐
港公署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為推動香港對外交往與合作，維護香
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作出更大努力。
宋哲最後祝願大家在新的一年裡幸福安康，萬事如意！

宋哲新年賀辭：內地深化改革港機遇多

■宋哲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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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報道
稱，特區政府極有可能在本月發表的施政報
告中，宣布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不過，
「港人講地」昨日引述特區政府權威消息
說，當局現階段剛開始思考相關的修訂安
排，但並無打算在本月中的施政報告推出任
何方案。
據現行法例規定，若僱主遣散員工，可動

用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支付員工遣散費或長
期服務金，強積金成立13年來，涉及對沖款
項累積達200億元。有報章早前報道稱，特
區政府有意宣布修改強積金對沖機制，引起
勞資雙方熱議。

黃國健：對沖機制蠶食強積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指，現行的強積金對沖機制不斷侵食
強積金，令退休保障功效不斷減弱，有違當
初強積金設立的初衷，「比如合約制僱員，
僱主每2至3年就提取部分供款作遣散費，待
他真正退休後僅剩餘個人供款」。
他續說，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及投資收益過

低，也令「打工仔」對強積金感到抗拒，
「人口政策強調，香港面對老齡化社會，要
為退休保障做好準備，但強積金原來失效。
港人當然希望完善強積金，取消對沖機
制」。

劉展灝：取消對沖企業有壓力
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則稱，取消對沖機制

將增加企業經營壓力，故勞僱會商會代表日
前與特首梁振英會面時，就表明商界擔心取
消對沖後，僱主就要額外補償給離職僱員，
「當年立法會通過設立強積金，主要由於訂
立對沖機制，大家不可能在若干年後不理原
先規則」。
「港人講地」昨日引述政府權威消息指，
梁振英並無忘記「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

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
例」的選舉承諾，並開始進行相關研究工作，惟如何落
實，仍需小心審視。
有關的消息人士解釋稱，政府要修訂現有機制，必須

推出新機制配合，但由於事關所有「打工仔」的福祉，
執行上一切細節不能有絲毫差錯，「回想當日落實最低
工資時，單單就是否包括『飯鐘錢』等細節已令社會手
足無措，故（當局）絕不會在研究未成熟前，輕率改動
影響重大的強積金對沖機制。強積金對沖機制其中不少
細節，仍然有待政府深入研究」，故當局沒打算在月中
的施政報告中推出任何方案。

工展會明閉幕 減價促銷
再推一蚊海味福袋 高麗蔘6.6折 展商料生意升5成

工展會開鑼首數天受天雨影響，人
流明顯減少，以致各展商大嘆生

意難做，但天晴後人流暢旺，南北行市
場經理黎明亮表示，踏入工展會倒數階
段，市民遊客都把握機會「掃平貨」，
首次推出的「湯包手拉車套餐」每日賣
出近300套，加上日前有內地客豪掃4
萬元冬蟲草，加上其他「大單」，不但
追回因天雨而損失的生意，並有40%的
增長額，會趁明天工展會「煞科」，再
推20份原價近500元的「一蚊海味福
袋」，和6.6折高麗蔘「催谷」銷量，
望今年生意有50%的升幅。

鴻星：雨過天晴銷情旺
鴻星集團發言人指，工展會開幕初期
受天雨和寒冷影響，生意下跌近半，但
天氣放晴後好轉，近幾天平均生意升

20%，而今年推出的六人盆菜、清湯
腩、羊架等食品大受歡迎，清湯腩日售
10桶，往往到傍晚已售罄。發言人又
指，食品銷情理想，供不應求，不需要
減價作招徠，料今年生意升幅可達
40%。
同為熟食檔的嘉嘉得飲食和寶湖飲

食集團均表示，天公造美，工展會丁
財兩旺，已逐漸追回早期所失的生
意，嘉嘉得預計生意有雙位數字增
長。售賣台灣包裝小食的華記永昌同
樣表示食品銷情理想，但因集團規限
不能減價吸客，加上大會不容許熟食
檔以外的商戶兼售小食，故今年生意
只有約20%增幅。
售賣羽絨的商戶則指，早前天雨加上
寒冷，吸引不少客人購買防水型的多功
能外套，而停雨以來，天氣仍然寒冷，

買羽絨的客人增加，故生意額一直保持
平穩。

天公作美市民兩度光顧

市民鄺太表示，早前因天雨關係，擔
心要撐傘又要購物會非常不便，所以一
直未有到工展會「掃平貨」，但自晴天
以來，已經兩次光顧工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一連24日的工展會近尾聲，多

間展商已追回工展會早段因天雨而受影響的生意額，更預計今年

整體生意升20%。有蔘茸海味商表示，因入場人士購買力強，料

今年生意可升50%，明天會趁展期最後一天再推「一蚊海味福

袋」和6.6折高麗蔘「催谷」銷量。但有兼賣乾貨的熟食檔就

指，食品銷情理想，不會劈價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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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沚芊 攝

■工展會踏入倒數階段，不少展商減價促銷，市民和遊客都把握時間「掃平
貨」。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