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被接連入稟追租及貨款的連鎖唱

片店HMV，昨日宣佈因近月門市生意急跌，決定自願清盤，全線分店

結業，清盤人將持續尋找新投資者，重開零售業務。臨時清盤人表

示，受影響的70多名員工即日遣散，所有債務包括欠薪共約4,000萬

元。勞工處就指，暫時未接獲HMV僱員求助，不過會與臨時清盤人保

持聯絡，並向受影響員工提供適切協助。

HMV清盤 全線分店結業
即時遣散逾70人 欠薪欠債4000萬 稱「死在AirPods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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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統計數字顯
示，今年9月份共有287.1萬人受
聘於私營機構，按年升1%；職位
空缺數目則按年大增10%至78,340
個，當中以餐飲服務業最多，佔
12,060個。若與6月份比較，總就
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總數經季節性調
整後同樣上升0.1%。另一方面，
統計處的最新數據亦顯示，今年9
月至11月份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為2.8%，與8月至10月份的數字
相同；同期間就業不足率亦維持於
1.2%的不變水平。
9月份的數字顯示，進出口貿易

業的就業人數達47.6萬人，其次是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
務業除外）的30.3萬人、零售業的
27.3萬人及餐飲服務業的25.1萬

人。與去年同期比較，住宿服務業
升5.8%增幅最多，其次為專業及
商用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務業除
外）（3.5%）。

地盤工就業人數減逾一成
就業人數減少的行業主要有建築

地盤（只包括地盤工人）（跌
11.4%）和製造業（跌2.8%）。
在78,340個私營機構職位空缺當

中，餐飲服務業佔12,060個、專業
及商用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務業
除外）佔8,120個、零售業佔8,010
個、進出口貿易業佔6,230個，金
融及保險業佔6,030個。
大部分行業的職位空缺數目較去

年同期有所增加，其中專業及商用
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務業除外）
增加1,380個數量最多，其次為餐

飲服務業（1,280個）及教育（970
個）。
職位空缺數目減少的行業主要有

建築地盤（只包括地盤工人）（減
310個）及零售業（減120個）。
另外，今年9月至11月份各行業
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比起8月至
10月份變動不一，但幅度大致輕
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
示，若按年比較，大部分主要服務
行業的失業情況均見改善，當中受
惠於本地消費需求強韌及訪港旅遊
業表現強勁，零售業和住宿及膳食
服務業的失業率較一年前顯著下
跌。
勞工處將於下月4日在粉嶺和興

體育館舉行「北區招聘及培訓博覽
2019」，共有57個僱主合共提供
約5,800個職位空缺。

9月職缺年增10% 餐飲服務業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
為響應最新施政報告提出延長法定
產假的建議，教育局昨日公佈，落
實於2019年1月1日起於全港資助
中小學、特殊學校及幼稚園將女教
職員產假由10星期增至14星期的
安排，預計數以萬計的女教師將可
受惠，局方並已預留每年1.4億元
予各學校推行相關措施。
施政報告建議在法定產假延長

後，會由政府承擔新增的4周產假
薪金，上限為36,822港元，而由於
立法需時，預料2022年始全面推
行。
為鼓勵學校推動家庭友善措施，

教育局昨日向所有資助學校（包括
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資
學校及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
園發通告，公佈由2019年1月1日
起，將合資格女性教職員的有薪產
假延長至14個星期的詳細安排。
如教職員在放取產假前已連續服

務滿40個星期，其分娩或預產日期
於明年1月1日或之後，便可享有
14個星期的有薪產假。
教育局發言人指，新措施下會為
學校提供適切的津貼，讓學校申請
發還支付相關代職人員的額外薪金
開支；局方並鼓勵獲資助幼稚園推
行新的產假安排，相關幼稚園亦可

獲得是項津貼。局方昨日已發出兩
份通告，載列相關詳情，若學校及
教職員有任何查詢，亦可聯絡所屬
分區的教育局學校發展組或幼稚園
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教局留1.4億付額外薪金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昨晚電台節

目上補充指，只要女性教職員的預
產期或孩子出生的時間在2019年1
月1日後，並符合若干條件，即可
受惠於相關措施。他透露，教育局
已在中小學每年預留了1億元，幼
稚園方面則預留了4,000萬元，以
支付女性教職員的額外薪金。

合資格教職員下月起享14周產假

HMV零售市場部昨晨發表聲明指出，香港HMV的零售業務
於2013年受英國總公司財困影響陷入困
境，幸獲白武士滙友資本注資挽救。他們
亦努力轉營，除售賣傳統影音產品，更引
入大量生活品味產品包括耳筒、擴音機、
玩具等。
惟香港HMV的零售業務在這數個月產
生急劇變化，除因無線耳機AirPods興
起，令最暢銷的耳筒生意大幅下降，擴音
機的銷售情況在市場有飽和迹象，加上傳
統影音業務未有好轉、經濟大環境的改
變，令門市整體生意下滑，經營困難，終
需面對清盤的事實，形容清盤是「萬分無
奈之下的決定」。
聲明引述零售業務董事蕭定一表示，對
於各分店全線結業感到非常可惜，而
HMV零售業務受盡衝擊，已到達難以重
整的地步，唯有減除實體店的開支，將資
源及精神集中在網上串流的市場上。
他提到，當初收購HMV門市業務，乃因
他一直是HMV的粉絲。自出任董事後，他
除提出創意上的意見，並無實際介入各分店
的銷售管理，全權交由管理層處理和執行。

轉移經營網上點播平台
HMV對於受其零售業務影響的貨品供
應商、各分店業主和店舖員工等深感歉
意，指往後影音品牌將轉移全力經營網上
點播平台「hmvod」，希望品牌可在互聯
網延續下去。

臨時清盤人黃新強昨晨與HMV員工在
銅鑼灣旗艦店開會，交代清盤和欠薪安
排。他在會後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受影
響的70多名員工即日遣散，公司現有資
金可向他們支付約8,000元薪金，2,000元
代通知金及8,000元遣散費，餘下款項或
需往勞工處申請破欠基金索償。
他透露，未有準確計算員工總欠薪，但
所有債務包括欠薪共計約4,000萬元，目
前對所有貨物採取保存措施。按成本價計
算，現時貨物總值約900萬元，以CD、
耳機、結他、黑膠碟為主。
他又指，現時未知會否變賣貨物，須

待下月10日召開正式債權人會議，由債
權人投票選出一個正式清盤人後，由正式
清盤人處理所有清盤的貨物。
勞工處表示，暫未接獲HMV僱員的求

助個案，但會與臨時清盤人保持聯絡，了
解詳情及進一步發展，並會向受影響僱員
提供適切協助。
受影響僱員如有查詢，可向該處勞資

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尋求協助，或致電該
處特設的僱員權益熱線2928 7112查詢。

市民：象徵「一個時代結束」
銅鑼灣旗艦店昨日沒有營業，有市民

帶同數名由外地回港的親友到達，本打算
購買影音產品，但來到才知店舖結業，感
到有點突然和可惜，又指現時很多影音產
品轉為網上銷售，令傳統唱片業式微，形
容HMV清盤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近年全球音樂市場
萎縮，香港也不能獨善
其身，繼老牌連鎖唱片

店「香港唱片」（Hong Kong Record）於
今年6月全線結業後，曾幾何時在香港坐擁
多家巨舖的HMV，昨日亦步其後塵，公佈
自願清盤，全線分店結業，令本港的音樂
市場更雪上加霜。
HMV是英國品牌，為原名His Master's
Voice的縮寫。原來業務是生產留聲機及
發行唱片，其後轉為唱片零售商。首間
HMV於1921年在倫敦牛津街開業。
HMV業務於1986年拓展至加拿大、愛

爾蘭及澳洲等地，至上世紀90年代進一步
拓展至美國。首間香港HMV於1994年在
銅鑼灣皇室堡開業，當時為HMV業務發
展最巔峰時期。位於尖沙咀北京道與漢口
道交界的店舖，更樓高四層、面積達3萬
呎，一度成為全港最大型唱片店。

2013年曾清盤 獲白武士打救
惟其後網絡影音娛樂開始普及，消費者對

CD、DVD的需求大減，HMV業務亦受影
響，加上欲尋求新資金營運，至2013年1月
申請清盤。

白武士希爾科公司於同年4月收購HMV，香港、
新加坡、中國、台灣及澳門的HMV經營權，則落
在由胡景邵創辦的私募基金滙友資本手上。滙友接
手後，將HMV轉型為多元化生活概念店，並加入
咖啡店及小型書店等元素。
至2016年3月，由蕭定一持有的中國3D數碼，
向滙友收購香港HMV逾八成股權，作價約4億
元，以股份支付，令滙友於中國3D數碼持股增至
22.5%，成為其大股東，公司亦改名為HMV數碼
中國。
不過，自上月起，HMV多間分店被入稟追討欠

租，而滙友亦於期間連環沽售HMV數碼中國股
份。截至本月5日，滙友持有HMV數碼中國約
23.94億股，佔股本約17.6%。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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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V宣佈清盤結業，歌星
任賢齊表示，好像很多人已經
沒有CD和DVD機，相機也
不再用菲林，現在時代進步，
潮流轉變下出現工業革命和產
品變化，「我們也差不多幾乎
給淘汰，因為冇人再買碟 ，

很多人問我何時出碟，我會反問你
有買咩？沒人買怎去出，就算唱片
公司給平台網絡播歌，都是平台賺
錢，畢竟要慢慢來，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剛推出新碟的女歌手謝安琪被問

到HMV清盤一事對她有否影響，
她表示也是剛知道消息，實際上不
知道對自己有否影響，但作為唱片
行業一分子，自己也很喜歡在唱片
舖流連，都要有一定規模的唱片店
才可以聽到不同類型唱片，所以知
道這消息後也很欷歔， 反而自己
剛出唱碟會否受影響並非重點。
至於現時唱片業是否很艱難，謝

安琪表示，已艱難了很多年，真的
很辛苦，所以很尊重和珍惜仍然去
努力做音樂的人。
至於會否考慮不再出唱片，她坦言

不希望見到這情況，現仍會很花心機
找方法求存，努力求變找出轉機。
對於連鎖唱片店HMV清盤，歌

手吳業坤（坤哥）表示可惜之餘，
也希望如前輩所言般大家能咬緊牙
關共度業界寒冬，畢竟實體碟轉數
碼化需要時間適應，只要繼續努力
把音樂做好，相信知音人仍在。
歌手林德信表示自己算是「CD

年代BB」，過去經常到唱片舖試
聽，家中也珍藏不少黑膠碟，可惜
人與音樂的距離感已經愈來愈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思穎、李慶全

無唱片舖 人與音樂距離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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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被接連入稟追租及貨款的連鎖唱片店HMV，昨日宣佈自願清盤，全線分
店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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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貼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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