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撐企業保就業 財案重穩經濟
財爺料明年有不明朗因素 冀紓經濟變化對市民影響

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於明年2月底公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已開始就預

算案諮詢公眾，並預期明年香港經濟將面對多項不明朗因素，故「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是

大方向，希望能紓緩內外經濟變化對市民生活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陳茂波指出，在本年度預算案中，他
提出為合資格的延期年金保費及強

積金自願性供款提供扣稅優惠。自措施
公佈以來，社會反應正面，他考慮各界
意見後，決定把扣稅上限由原本建議的
3.6萬元提高至6萬元。

增積金扣稅 望明年4月生效
他續說，政府即將把有關修訂條例草

案提交立法會審議，他期望草案早日獲
立法會通過後，有關扣除可於明年4月1
日起生效。
屆時，保險業監管局會在其網頁公佈

合資格延期年金產品的名單，而市民亦

可向任何一間核准強積金受託人開設可
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

替受養人買醫保可扣稅
面對人口老化，陳茂波指，社會對醫

療的需求亦肯定增加，故他已在預算案
提出，由2019/20年度起，為自己或受
養人購買合資格自願醫保產品的納稅
人，可享稅務扣減，每年每名受保人的
扣減上限為8,000元。每名納稅人可申請
的扣減人數不設上限。
他指出，政府過去6年的社會福利開

支增加了86%，足見有一直努力扶助貧
窮及低收入人士，但中產階層的需要及

所面對的生活壓力也不能忽略，這成為
過去兩年他在編制預算案薪俸稅部分時
的主要思路。

邊際稅率不變 稅階改五層
因此他指，在過去兩份預算案，除提

供一次性薪俸稅寬減、調高供養父母/子
女/兄弟姊妹的免稅額外，還連續兩年將
薪俸稅稅階擴闊。
同時，今年初決定在薪俸稅邊際稅率

上下限不變的同時，將稅階由四層調整
為五層，以緩減薪俸稅邊際稅率的遞增
速度，並將適用的邊際稅率降低。
他解釋，透過同步擴闊稅階及調整邊

際稅率，令大部分打工仔須繳納的薪俸
稅稅款減少，以達至從結構及長遠角度
紓緩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同時避免稅
基過分收窄。
沿着這思路，他表明，在去年的預算

案將居所貸款利息扣稅的適用年期，由
15個課稅年度延長至20個課稅年度，以
及將個人進修開支最高扣稅額由8萬元
增加至10萬元。而且連續兩年提供差餉
寬減。

邀市民在預算案fb發聲
陳茂波表示，已經開始就下年度的

財政預算案諮詢公眾意見，希望能做
好發展經濟及培育人才，以及照顧有
需要人士。
從目前的大環境來看，他預期明年本

港經濟將面對多項不明朗因素，挑戰不
少，須審慎考慮內外宏觀經濟的風險，
「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是大方
向，希望能紓緩對市民生活的影響。
他又提到，今年將增設預算案 face-

book專頁，歡迎市民提出寶貴意見，幫
助他們做好新一份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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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正在外參加活動，幾位朋友不約
而同發來民政事務局前副局長許曉暉病逝
的消息，令我大為吃驚！不久前還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曉暉在信報的專欄「澄鏡臺」
寫作文章《難忘豆花香》，文筆淡雅平
和，一如她本人。沒想到短短半月，曉暉
竟然與我們陰陽相隔，實在不敢相信！也
不願相信！

我與曉暉因工作相識。當時我在中聯辦
台灣事務部，曉暉在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分管文化宗教等事務。有一次曉暉告
訴我，有一位退休警官蔡先生，義務扶助
一群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兵，老人家們都
已屆耄耋之年，大多晚景艱難，蔡先生一
己之力做此事頗為不易，她很想幫幫蔡先
生，但身份不便。問我們能否想想辦法幫
助蔡先生和老人家。我感嘆曉暉的悲憫之
心，託她介紹蔡先生與我們認識，並很快
找到願意一起幫助老兵的熱心人士。

2015 年，國家舉辦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
年活動，我們通過蔡先生徵集來老兵們的
情況和抗戰事跡，以中聯辦名義報到北京
有關部門。很快，中央批准給這十幾位老
兵頒發抗戰紀念章。我把消息告訴曉暉
時，她同我一樣高興，答應與我一起去頒
章。

記得那天恰好是2015年9月18日，我受
辦領導委託，為14位抗日老戰士頒發由中
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的中國人
民抗日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

14位獲頒紀念章的老戰士中，1位已經亡
故，4位因身體不便未能到場。到場的9位
中，7位是原中國遠征軍戰士，1位是原飛
虎隊成員，1位曾參加抗日宣傳工作。老人
家們都很激動，穿了最莊重的服裝來出席
頒章活動，即使舊衣服也將風紀扣繫得一
絲不苟，有的還是坐輪椅來的。當我把裝
着紀念章的紅木盒子一一捧送到老人家手
裡，他們的手和嘴角都在顫抖，此情此
景，令我幾乎落淚。曉暉一直在旁邊陪着

我一起頒章。
頒章之後，我有感而發，說國家今天的

和平局面，是70年前老戰士們用生命和鮮
血換來的。抗戰時期，香港與國家一起共
患難，希望大家珍惜和平穩定，愛護國
家，愛護香港。我提請大家，用熱烈的掌
聲向老戰士表示感謝。

曉暉也主動發表感言，一向平和的曉
暉，此時講話充滿感情。她說今天是一個
特別的日子，由我們兩位女士一起代表國
家給老戰士頒發紀念章感到非常榮幸。70
年前老戰士們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為國
家今天的繁榮穩定奠定基礎，我們不能忘
記老戰士當年的貢獻。

後來，曉暉又帶我去佛光道場，認識了
女住持永富法師。曉暉信佛，長期吃素，
我們一起在道場吃齋飯，聆聽永富法師講
如何用佛法做心理疏導和心靈管理。曉暉
慧根天成，頗有心得。

2016 年春節前夕，我即將赴研究部任
職。感念老兵們均年過九旬，風燭殘年，

我邀請老人家們吃午茶，給曉暉打電話請
她一起參加，她因公務未克出席，託我問
候老人家。老人家們那天都很高興，雖然
聽力不濟，但依然聊得熱熱鬧鬧，那場面
既有趣溫馨，又令人唏噓。此後，好幾位
老人家陸續離世，蔡先生告訴我們，有的
老人臨終前仍惦記國家給予的榮譽，把裝
有抗戰紀念章的盒子放在床頭。

再與曉暉見面甚少，但互有微信，常常
以文會友。大約在2017年上半年，因諮詢
一個問題約曉暉見面，她爽快地答應了。
我們簡單喝咖啡，諮詢完問題，我說起抗
戰老兵的情況，曉暉聽得淚光盈盈，輕輕
地說，願老人家在天上安好。沒想到這竟
是我與曉暉的最後一面！更沒想到，我竟
然要默默祝願曉暉在天上安好！

曉暉在《難忘豆花香》文中寫到，「豆
腐也代表一種境界雅趣，愛吃者多安貧樂
道，善做者更明白順應自然的重要。清代
褚人獲曾歸納豆腐十德：『水者柔德。乾
者剛德。無處無之，廣德。水土不服，食

之則愈，和德。一錢可買，儉德。徽州一
両一碗，貴德。食乳有補，厚德。可去
垢，清德。投之污則不成，聖德。建寧糟
者，隱德。』盼望我們常把『十德』帶回
家。」

這「十德」寓含曉暉的追求。曉暉雖英
年早逝，但她素來德行相濟，不論何種境
遇，都待人悲憫，對己淡然。相信她在天
上會一切安好！

我與許曉暉的一段緣份
研究部 王珺

■許曉暉多年來盡心服務香港市民，並重
視與業界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樂
施會昨日發表研究報告，促請政府
及有能力僱主向僱員支付每小時
54.7元的「生活工資」，以彌補現
時法定最低工資落後於通脹的情
況，也可令在職家庭脫離貧窮網。
樂施會相信，推動生活工資能改善
在職貧窮，長遠能收窄本港貧富差
距，締造更公平社會。

一周工酬須滿足基本需要
生活工資是指一名勞工在一個標準工作周

所得的報酬，足以為他及其家庭提供體面的
生活水平。體面生活水平的要素包括食物、
食水、住屋、教育、保健護理、交通、衣物
和其他基本需要，包括應付突發事件的儲
備。
樂施會與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

究中心早前進行研究，計算香港的生活工資
水平。結果顯示，一人家庭的基本每月開支
介乎10,494 元至11,548元，三人在職家庭介
乎19,768元至21,127元。
研究以一個全職僱員的實際工作時間及家

庭平均勞動人口為原則，假設全職僱員每月
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時，而現時三人在
職家庭的勞動參與率為1.74（一名全職、一
名兼職、一名就讀中學或小學子女）計算，

每月基本生活開支轉化為時薪後，計算出生
活工資水平為每小時54.7元。
根據統計處2017年工資及工時報告，去年

五六月間，領取低於生活工資水平的僱員數
目高達107萬人（不包括政府僱員），近六
成（(58%）低薪工友集中於進出口貿易、零
售、飲食、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等。

兩年一檢討 通脹超升幅
樂施會港澳台項目主管曾迦慧表示，在職

貧窮問題嚴重，其中令基層市民生活艱難的
原因，就是最低工資現時僅34.5元，且每兩
年才檢討一次，調節幅度又偏低，不但追不
到通脹，更不能保障工人及其家人能負擔基
本的生活需要。
她期望，最低工資水平應與生活工資看

齊；生活工資水平正好為最低工資進行檢討
時，提供一個更合理的參考點。她又指，向
員工支付生活工資，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
分，促請政府及有能力的僱主多走一步，合
力令香港變成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負責是次研究的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黃洪指出，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獲得體面的
工資以保證體面的生活水平，是人類基本權
利。是次研究對本港扶貧政策的討論十分重
要，認為推行生活工資是解決在職貧窮問題
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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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市民

與親朋好友聚會時均會飲酒，但他們卻
未必知道喝酒會增加患上癌症的風險，
香港防癌會的調查更發現，有飲酒的市
民中，有45%人均曾經暴飲，防癌會提
醒市民即使只是每日一杯啤酒亦足以增
加患癌風險，呼籲市民及早戒酒，建議
如果在社交場合難以拒絕飲酒邀請，可
以用無酒精的啤酒或雞尾酒代替。
世界衛生組織旗下機構國際癌症研究
中心在1988年已經將酒精列為一級致癌
物，而近年的研究更進一步確立酒精與
多種癌症的關係，除市民普遍知道的肝
癌外，酒精亦會令患上口腔及咽喉癌、
食道癌、乳癌、胃癌和大腸癌的機會增
加。

45%人「暴飲」曾一次飲5罐
防癌會早前訪問1,019名市民，了解他
們的飲酒習慣及防癌意識，發現69%受

訪者在20歲前就已經開始飲酒，而27%
受訪者更在過去3個月每星期均有飲酒，
當中以啤酒為最多受訪者飲用，其次則
為紅酒、白酒、香檳及汽酒等，45%在過
去3個月有飲過酒的受訪者承認自己有
「暴飲」，即一次過飲至少5罐啤酒、5
杯餐酒或5杯20毫升的烈酒，他們平均
每月暴飲兩次。
市民飲酒情況雖然普遍，但卻未必對

酒精所帶來的影響有充分認知，調查發
現不足30%受訪者知道飲酒與患癌風險
有關，更只有2%認為飲酒可增加乳癌風
險。
他們普遍均誤以為飲用啤酒等酒精含量

少的酒不會增加患癌的機會，但實情是即
使只是每日飲一杯以下啤酒亦足以增加患
癌風險。

基因令東亞人更易中招
防癌會癌症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廖敬

賢解釋，人體有機制代謝酒精，令細胞
發生異變致癌，而中國、日本及韓國等
東亞人亦因為其基因，飲酒後有更高機
會患上胰臟癌、上食道癌和頭頸癌。
40%受訪者亦認為越年輕開始訓練酒

量，身體越能適應並減低飲酒致癌的風
險，但防癌會指越早開始飲酒只會令身體
較少不適，反而令人飲更多酒，提升致癌
風險。
另外，飲紅酒可以防癌、先吃芝士或

牛油才飲酒可減低患癌風險，及酒後面
紅表示「酒氣」散得快，可減低酒精對
身體傷害等亦是誤解。
廖敬賢指出，戒酒可以減低因飲酒而
患上癌症的風險，呼籲市民應及早戒
酒，並提醒沒有飲酒習慣的人士不應開
始飲酒。
他又建議市民如果在社交場合難以拒

絕別人邀請飲酒，可以考慮以無酒精的
啤酒或雞尾酒代替。

日「隊」一杯啤酒 已增患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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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指希望能做好發展經濟及培育人才。 網誌圖片

■樂施會促請政府及有能力僱主向僱員支付每小時54.7元的「生活工資」。

◀一眾嘉賓主持香港癌症日啟動禮。

▲廖敬賢指日飲一杯啤酒會增患上乳
癌、食道癌等6種癌症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