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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從特區政府
於今年1月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減輕
市民交通費壓力，但1月份的補貼由2月16日
可領取計算，截至上月30日仍有約35萬名市
民尚未領取。運輸署提醒市民，領取每月補貼
的有效期為3個月，1月份補貼的期限將於本
月15日屆滿。運輸署發言人補充，政府由本

月起，於每月15日在補貼計劃網頁（www.pt-
fss.gov.hk）公佈上一個月的補貼總額和受惠人
數。
市民可透過補貼計劃網頁、八達通手機應用

程式及補貼計劃熱線（2969 5500）查詢公共交
通開支記錄及補貼金額。如對補貼計劃詳情有
任何疑問，可瀏覽補貼計劃網頁或致電1823。

1月交通補貼 35萬人未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佈，今年3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
值為397億元，按年微跌0.2%，跌幅較1月及
2月份合計的1.6%放緩。扣除其間價格變動
後，3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估計數量按年下跌
0.8%，跌幅亦較1月份及2月份合計的1.9%放
緩。若以今年首季計算，零售業總銷貨臨時估
值及總銷貨估計數量分別按年跌 1.2%及
1.6%。政府發言人表示，零售業銷售在3月份
及第一季整體均按年輕微下跌，反映在外圍不
確定因素影響下消費情緒審慎。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計算，3月份的零售業總

銷貨臨時估值錄得按年跌幅的有電器及其他未
分 類 耐 用 消 費 品 （15.6% ） ； 眼 鏡 店

（5.7%）；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
（2.6%）；書報、文具及禮品（2.5%）；和
服裝（2.3%）。
錄得按年升幅的則有其他未分類消費品

（7.2%）；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
（7.1%）；燃料（6.4%）；百貨公司貨品
（5%）；傢具及固定裝置（4.3%）；食品、
酒類飲品及煙草（3.6%）；超級市場貨品
（3.3%）；次為藥物及化妝品（2.5%）；中
藥（1%）；和汽車及汽車零件（0.2%）。
展望將來，發言人指零售業銷售業務短期

內應會繼續受到外圍不確定因素影響，但勞工
市場大致平穩和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應能帶
來一些支持，政府會密切留意相關情況。

3月零售額年跌0.2% 消費情緒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姜嘉軒）教育局昨
日主辦一連兩天「多
元 出 路 資 訊 SHOW
2019」，設逾30個攤
位介紹經本地評審的
專上課程，包括獲納
入政府資助計劃的課
程和職業專才課程，
以及毅進文憑課程，
為中學畢業生及在職
人士提供更多學習機
會，培育香港發展所
需的人才。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主席張炳良昨主持開幕典禮，鼓
勵中學畢業生因應自己的興趣和
能力考慮不同出路。

九展舉行 免費入場
展覽會5月3日及4日上午10時至
下午6時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二號
展貿廳舉行，免費入場。學友社、
香港青年協會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
會均即場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
展覽會介紹各種資訊工具及平

台，包括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專上課程
電子預先報名平台、「e導航」、自資專上教
育資訊平台及資歷架構，幫助學生計劃未來
升學出路。
除資訊攤位外，亦設有多場講座及分享環

節，介紹中學畢業生的多元出路、升學準備

及策略。業界及院校代表也會提供有關課程
及職場發展的第一手資訊。
教育局並設攤位介紹「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及「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學生提供的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前者
在2019/20學年起將資助範圍擴大至副學位課
程涵蓋合共66個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獲
資助的收生學額約5,000個，資助金額每年高
達72,800元；後者則向修讀合資格院校的自
資學士學位（包括銜接學位）課程的合資格
香港學生，提供每年31,300元的免入息審查
學費資助。
根據資料，2019/20學年院校可提供的全日

制經本地評審專上課程總學額預計約54,000
個，包括24,000個學士學位及30,000個副學
位學額，不少院校亦提供毅進文憑和其他課
程，多項出路均讓成績達標的學生可在本港
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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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觀展覽攤位，獲取升學及就業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終審法
院早前裁定「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不涵
蓋使用自己手機或電腦進行的行為，令
多宗偷拍案需暫緩處理。有被前男友威
脅會將兩人性行為偷拍片段公開的女士
指，她今年2月報警，至今仍未收到警
方進一步通知。有關注團體認為法律改
革委員會建議的「窺淫罪」及「拍攝裙
底」罪仍然未能為女性提供足夠保障，
建議政府未來進一步將偷拍女性胸部，
及未經同意下散佈私密影像等行為亦納
入刑事罪行。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昨日在記者會上

播放投訴人Y小姐的訪問片段，她稱在
不知情下被前男友偷拍性愛片段，分手
後用以要挾。
她不滿前男友利用自己昔日對他的信

任，指事件令她心靈受威脅，認為心靈
威脅亦是性暴力的一種。
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在去年6

月至今年4月共接獲23宗涉及偷拍性愛
過程、被威脅散佈性愛影像，及私密影
像在未取得同意下被散佈或分享給第三
者等「影像性暴力」求助個案，當中雖
然有七成受害人有選擇報警，但案件全
部停留在落案起訴的階段，以在2月已

經向警方報案的Y小姐為例，她至今仍
未獲警方回覆案件有何進展，不清楚警
方會以什麼罪名控告其前男友。
協助性工作者的「青鳥」亦指出，不

少性工作者亦受「影像性暴力」影響，
指機構近年接獲多宗相關求助個案，部
分性工作者被偷拍後遭勒索要求提供免
費性服務。

嘆未規管「高炒胸部」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指

出，勒索案的起訴門檻高，令「影像性暴
力」受害者往往未能向施暴者作出追究。
她指出法改會建議的「窺淫罪」及「拍攝
裙底」罪只能填補部分法律漏洞，未足以
全面保障女性，因為同樣普遍的「高炒胸
部」偷拍行為仍未受規管，而各類型的
「影像性暴力」的受害者亦未能獲保護，
期望政府可以參考英國及澳洲等地法例，
進一步規管散播行為。

葛珮帆促速安排討論立法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去信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要求盡
快安排獨立環節討論「窺淫罪」及「拍
攝裙底」罪立法，並於該獨立環節設立
公聽會，讓當局可聆聽各方意見，加快
立法程序，盡快堵塞現時偷拍裙底無罪
可告的法律漏洞。

團體促「影像性暴力」納刑事罪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舉辦「偷拍+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調查記者招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假難
民」問題困擾香港多時，涉及「南亞兵
團」的罪案接連發生，黃埔花園前日下
午便有兩名南亞裔人持刀行劫內地人，
劫走400萬元現金。「守護黃埔安寧大
聯盟」指「假難民」問題日益嚴重，不
但耗用大筆公帑，公營醫療等公共服
務、法律援助開支大增，更造成治安問
題，已令區內居民忍無可忍，要求政府
修例徹底解決「假難民」問題。

李超宇倡設禁閉營
「守護黃埔安寧大聯盟」召集人李超

宇建議應設立禁閉營，確保「假難民」
不造成社會上的治安問題。
他表示，現時「假難民」在聲請被入

境處拒絕後仍能通過司法程序拖延以逗
留香港，整個程序可長達十數年，設立
禁閉營可減低「假難民」來港的誘因，
有助減輕社會經濟及治安壓力，及讓真
正有需要的人加快申請獲入境處及法庭
處理的速度。

梁美芬倡限法援時數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香港應先盡
量減低「假難民」來港誘因，例如限定
法律援助時數，以將其申請時間上限設

定為3個月內，並下調現時每月3,400元
的生活費。她並引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曾於今年初表示，司法機構積壓
了大量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或上訴個
案，截至去年底已有近3,000宗，甚至影
響其他司法工作。
梁美芬表示，截至今年2月尚待審核

個案已由高峰期的逾萬宗回落至 296
宗，促請政府向律政司、司法機構增加
資源處理積壓個案，徹底解決「假難
民」問題，避免「將個波由行政機關射
去司法機關」。
她續說，政府亦應在源頭堵截，在

「假難民」來源國加強宣傳酷刑聲請者
不能在港工作，避免當地人民被誤導而
偷渡來港。

林博：濫用免遣返聲請嚴重
「打擊假難民大聯盟」發言人林博指

出，於香港申請酷刑聲請的200人中，
只有1人獲批，可見有許多屬「假難
民」，而他們可以「行街紙」於港居留
逾兩年。他認為現時濫用免遣返聲請的
情況嚴重，連累一些合法在港居住多年
的少數族裔人士都受到歧視，被人誤會
他們會影響香港治安。

「假難民」亂治安 團體促修例解困

■■「「守護黃埔安寧大聯盟守護黃埔安寧大聯盟」」要求政府修例徹底解要求政府修例徹底解
決決「「假難民假難民」」問題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考評局最新公佈，2020年文憑試考試費
增幅約為百分之四，語文科由去年644

元加至670元，其他科目則由去年431元加
至448元，兩者分別上調26元和17元。

自修生報名費514元
以一名報考六科（兩語文科及4個其他

科目）學校考生計算，考試費為港幣
3,132元，較去年上調120元。至於自修
生報名費由去年494元加至514元，上調
港幣20元。
考評局回應指，該局是財政獨立的法定
機構，收入主要來自考試費，近年考生人

數持續減少，直接影響文憑試考試費及其
他相關收入。同時，考評局須增撥資源為
有特殊教育需要考生提供特別考試安排，
以及更新各個支援公開考試運作的資訊科
技系統。
局方委員會在訂定文憑試考試費時，已

仔細審視考評局的財務狀況、公開試的營
運成本、本地經濟狀況、通脹率、考生及
家長的負擔能力等因素。
局方並提醒考生，2020年文憑試丙類其

他語言科目將於2019年6月中接受報名，
甲類與乙類科目則會於2019年9月接受報
名。

考評局在回應中強調，預計2020年考試
費上調後，文憑試仍會出現虧損。香港文
匯報翻查2018年立法會文件，顯示考評局
自2014年至2015年連續兩年凍結考試費
後，2016年開始逐年加考試費，每年增幅
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不等。
文件同時顯示，2013/14學年起文憑試

開始錄得營運虧損，其中2017/18學年錄
得6,920萬港元虧損，預計未來更呈惡化趨
勢，而這跟考生人數持續減少息息相關。
根據考評局資料，2013年文憑試考生人數
約8.2萬人，其後不斷下跌，2019年跌至
5.6萬人。

政府至今已先後為2019年及2020年
的中學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惟有
關措施屬一次性，考評局主席蘇國生近月
提及有關問題時表示，措施會否恒常化要
交由政府考量。

顏汶羽促政府恒常資助港生
民建聯副秘書長兼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

羽昨日回應考試費加價時指，文憑試是香
港絕大部分學生的必經階段，除讀書壓力
之外，考試費於學生而言無疑也是一種壓
力，促請政府考慮恒常化資助本地學生應
考文憑試，減輕學生負擔。

DSE
明
年
加
價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學文憑試連續第五年加考試費。考評局昨日公佈2020年文憑試考試

費，語文科考試費為670元，其他科目448元，自修生報名費為514元，增幅約為百分之四。以一名報考兩

個語文科及4個其他科目的學校考生計算，考試費為3,132元。考評局指近年考生人數持續減少，直

接影響文憑試考試費及其他相關收入，預計加價後仍會出現虧損。有區議員期望政府可恒常化代繳

考試費措施，減輕考生財政壓力。

連續五年加價 考生減料文憑試續虧損

■■考評局昨日公佈考評局昨日公佈20202020年年
文憑試考試費文憑試考試費，，增幅約為增幅約為
百分之四百分之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六
科
盛
惠
3132
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