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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促設「中央補償金」
鄧家彪郭偉強倡勞處增巡查保障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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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每年4月
28日為國際工傷日，十多名工聯會職業安
全健康委員會成員，昨日連同兩名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鄧家彪與郭偉強，由金鐘海富中心
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當局設立「中央職業
保險補償基金」，為全港僱員承擔提供職業
工傷補償的功能，並提供康復治療；並應加
大勞工處巡查力度，向違反職業安全的地盤
發出停工通知書；以及全面檢討現行《僱員
補償條例》等。

今年首季本港已出現10宗致命工業意外，接近去
年全年的一半。鄧家彪、郭偉強與十多名職業安

全健康委員會成員，昨日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表達
對現行工傷補償制度的不滿。他們一度向因工喪命的
工人默哀，並即場獻上鮮花。

逾20萬「自僱」員工需自購勞保
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指出，大型基建工程雖創造了

大量職位，刺激香港勞動市場，但工業意外卻頻頻發
生，有些僱主更鋌而走險，沒有為工人購買工傷補償
保險。委員會指出，現時全港打工仔當中，逾20萬人
是以「自僱」身份工作，需自行購買勞工保險，一旦
因工受傷，甚或意外死亡，工人及其家屬不獲現行
《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經濟即時出現拮据，生活
陷於困難。

中介公司良莠不齊削權益
委員會又指，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私人公司委託醫療

中介公司，協助處理僱員工傷個案，但該些中介公司
卻良莠不齊，甚至要求醫生終止工人的工傷假期，提
早判傷，剝削工人應得權益。

葉偉明：工人為保「飯碗」啞忍
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批評，不少無良僱主強迫工人

簽訂「自僱合約」，將本應為工人負上的法律責任推
卸給對方，萬一工人遇事，往往沒有得到妥善、合適
的職業復康服務；而不少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亦
只能忍氣吞聲，「即使他們願意走出來指證違例僱

主，亦要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待成功申請僱主清盤
破產，才有望從政府的補償援助基金獲得部分賠
償。」
委員會認為，僱主固然須為工傷事故負責，但政府
亦責無旁貸，促請當局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
金」，為全港僱員承擔提供職業工傷補償的功能，並
提供康復治療服務。委員會亦希望當局從長遠職安健
角度出發，在職安健政策上加入「職業復康」及「復
康後再就業」元素，從而讓受傷僱員及早重投社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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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昨日發起
「尊重勞動」大遊行，約三百人參加。遊行人士戴上象徵
勞工權益的勞工手套，由深水埗出發遊行到油麻地碧街，
並派代表到政府總部提交請願信，提出10大訴求，以確保
全港勞工的合理權益。
遊行隊伍在昨午2時先於楓樹街籃球場集合，發表勞工

宣言，並由六大行業代表各自把仿製火炬插在勞工支柱
上，寓意所有行業團結一致。隊伍其後出發，由長沙灣道
遊行至碧街，他們沿途高舉「致力促進勞資雙贏」、「締
造工作生活平衡」等橫額，高呼要求政府關注勞工權利的
訴求，有遊行人士更製作了道具推土車，比喻有些老闆壓
搾工人，用他們的血汗來賺錢。

「轉輪」寓建勞資溝通橋樑
隊伍抵達碧街後，再派代表到政府總部提交請願信。代

表在政府總部轉動訴求齒輪，寓意這訴求成為建立勞資雙
方的溝通橋樑，締造勞資共融的景象。他們強調，部分行
業有工無人做，是因為工時長、人工低，輸入外勞並非解
決辦法。
他們又提出10大訴求，包括要求政府盡快就標準工時立

法、反對擴大外勞、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積極研究
推動「有薪教育假」、取消「4.1.18」連續性契約規定、設
立中央僱員補償保險制度、擴大職業病保障範圍、要求政
府停止把工作外判、盡快劃一法定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
及制訂法例賦予工會享有集體談判權。

車場租戶慢駛 促領匯撤回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領匯旗下停車場月租車位
下月起加價，平均加幅超過 6%，部分月租要2,500元，
較公屋單位租金貴。一批領匯的停車場租戶昨日發起慢駛
遊行，要求領匯撤回加價。

車主斥加9%「車位貴過公屋」
約20輛車由橫頭磡出發，慢駛前往觀塘領匯總部，抗
議月租車位加價。以慈民邨停車場月租車位為例，租金就
由2,140 元加至2,290 元，加幅 7%；鳳德邨加得更多，
由 2,520 元加至 2,750 元，加幅超過 9%。不少車主都批
評，住的公屋單位月租都不超過 2,000 元，車位貴過單
位，「私人屋邨交萬幾兩萬蚊租，交三四千蚊車位租的比
例都是20%左右，但對我們而言就是超過100%，是完全

不合邏輯」。

顏汶羽批加幅超通脹
有份參與遊行的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領匯車

位的加幅高於通脹，批評是完全無道理。他說，領匯車位
多數位於基層屋邨，加價會令公屋居民，特別是「搵食
車」車主的經濟壓力大增，顏汶羽促請領匯重新考慮加價
決定。
領匯回應表示，旗下 176 個屋苑停車場中，有 77%，
即 135 個本周四起加價，平均加幅 6.2% 。領匯解釋，近
年電費、薪金和保養等開支上升，所以要加價。領匯又表
示正陸續為旗下停車場做翻新工程，已經為超過 6,500 個
車位進行粉飾工程，以及為 130 個更亭油漆。

謝偉俊：應公開涉海難失職人員身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

森）政府堅持以「可能影
響刑事調查」為由，拒絕
公開南丫海難內部調查報
告全部內容。有南丫海難
死者家屬表示，對政府感
到失望；有立法會議員擔
心警方調查緩慢，會影響
死者家屬的民事索償，亦
有議員認為至少要披露失
職人員的身份。
南丫海難內部調查報

告，政府以「可能影響刑
事調查」為由，四百多頁
報告只是公開約三十頁摘

要，並不公開十七名失職人員的身份以及他們的過失。海
難死者家屬古太昨午在《城市論壇》中表示，家屬一直
以沉默、容忍、溫和的態度對待政府部門，但結果令家屬

失望，「我本來好信任張炳良，但最終信任換來的是失
望」。她又質疑當局包庇海事處高層，重申希望當局公開
整份內部調查報告。

涉海處過失 稱應平衡知情權
同場的獨立議員謝偉俊亦促請政府披露更多資料，指出

事件不只涉及人命傷亡，亦涉及海事處過失、發牌及船隻
檢查機制，認為應平衡公眾知情權，不應過濾資料，「刑
事、紀律調查或私穩，不是一個恰當的平衡，最重要平衡
的是公眾的知情權，因為牽涉到很多海事處多年來的過
失」。謝偉俊認為，至少要公開涉錯人員姓名、職級與涉
及的過錯。
一直協助死者家屬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論壇上表示，

擔心警方調查緩慢，又憂慮由於民事索償有時限，政府遲
遲不肯公開報告，或對索償有影響。涂謹申希望今日的立
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能通過要求政府公開報告動
議，他說如果多數議員支持公開報告，就未必需要運用權
力及特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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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失職人員資料，平衡公眾
知情權。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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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請願提10訴求保勞工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在其個人網誌上，以《亞洲國際
博覽館》為題發表文章，分享他早前到亞洲
國際博覧館(Asia World Expo)參觀的體會。
他指出，AWE只營運了短短8年時間，已三
度獲旅遊界權威雜誌《亞洲會議展覽及獎勵
旅遊》選為亞洲最佳會議展覽中心的三甲，
今年排名更晉升至第二位，僅次於11度排名
第一的香港會議及展覽中心。業績方面，
AWE最近兩三年的出租總面積皆有20%增
長；今年有52天全館爆滿，較2012年的8天
有不錯增長，亦較區內大多會展場館優勝。

營運初非順 地僻少人知
曾俊華指出，AWE營運初期絕非一帆風
順，因業界主要認識的是「老大哥」香港會
展，不少香港市民當年完全未聽過AWE的
名字，聽過的亦只知道它在機場，山長水
遠，非常不便，「香港市民的感覺尚且如
此，國際展覽營辦商、參展商、買家對AWE
的印象，可想而知。」
曾俊華稱，大型國際展覽籌備經年，營辦
商及會展場地一旦建立了默契、參展商與買
家一旦形成了習慣，要把其他地方的展覽搬
到香港，並不容易，故AWE的會展業務只
能逐步累積，如今終發展至一些大型展覽也
從其他地方搬到香港落戶亞洲國際博覧館，
如2007年首次在香港舉行的亞洲航空展。
曾俊華指出，AWE團隊幾年前開始利用場

館高度靈活的優勢，發展多元化業務，並大
力投資擴建廚房，開拓宴會業務，現時可提
供逾8,000多平方米、無柱、全地毯的大
廳，舉行360圍、5,000人的大型中式宴會。
他舉例指出，AWE可以同時蒸180條魚，
故以在360圍的宴會中，有180圍會先上
魚，另180圍先上雞。由於場地很大，侍應
從廚房把魚送到最遠的一圍，需要幾分鐘時
間，而為免魚變得太老，故經過反覆測試
後，廚師們計算出每一圍與廚房的距離，調
較每一圍的蒸魚時間，並在場地設立中途
站，讓侍應適時加入葱絲熟油等配料，確保
每一條魚皆以最佳狀況上枱。
曾俊華表示，AWE亦積極引入不同類型的文

化娛樂活動，包括國際天王巨星的演唱會、頂級馬戲表
演、五星級馬術比賽及世界冠軍級網球賽等。而在近年
的K-Pop熱潮帶領下，在AWE開演唱會的韓國歌手及組
合亦愈來愈多。他又指出，AWE最為香港市民熟悉的活
動，當數2010年的《清明上河圖》展覽，最終吸引了過
百萬人次入場參觀，打破香港參觀展覽人數的紀錄。

強調補貼新產業不現實
曾俊華認為，AWE近年的發展，足以證明香港的傳

統優勢產業，並非停滯不前，並可向更多元化、更高
增值方向發展，「即使是在我們的優勢領域，新公司
要取得成功，也不是理所當然，須要耐心累積客戶、
靈活開拓不同機會、精益求精不斷改進服務。」他強
調，有意見認為只要政府願意補貼，便能即時使新興
產業取得成功，其實是不現實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