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聯會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會務總幹事
林志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次
疫情對百貨零售業造成極大影響，工會詢
問過不少會員，約60%至70%面對強制清
大假、放取無薪假甚至減薪等問題。他
說：「現時業內好多僱員放無薪假，多數
一個月放2至4天，部分甚至放1星期，當
中以售賣珠寶、高消費品的店舖情況比較
嚴重。」該會建議財政預算案中設立失業
救濟金，以助僱員面對即將來臨的寒冬。
林志忠續說，自從去年下半年的暴力

衝擊以來，業界一直受影響，有些會員
連為小朋友繳交書簿費也有困難，如今
更擔心面對結業而被遣散。
他指出，現時一些連鎖店已將部分分

店暫時關閉，店員集中至其他分店以減

省成本，相信若情況持續，再過一兩個
月會爆發結業潮，屆時從業員收入勢必
大受影響，甚至可能被裁撤。

交替上班面臨失業
林志忠又引述一間於尖沙咀經營了近7

年的茶葉店，平時一個月約20萬至30萬
元生意額，如今卻只有數萬元，連租金
及薪金都未必可應付，「店主本以兼職
形式聘請兩名員工，現時除了每天縮短
營業時間，該兩名店員更要隔日交錯上
班，店主更指如租約於4月屆滿後不獲減
租，可能要結業。」對於今日公佈的新
年度預算案，林志忠認為必須要設立失
業救濟金，助打工仔渡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零售業僱員 設失業救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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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餐飲業水深火
熱。在屯門經營星匯酒家的麥先生直
言，該酒家每月虧蝕近百萬元，貼錢經
營也只能捱多3個月。他認為，長貧難
顧，若要求政府不斷提供經濟援助是不
切實際，反而認為政府為業界擔保向銀
行借貸，助食肆「續命」更可取。
在飲食業打滾30多年的麥先生表示，

今次疫情的影響比沙士慘重，「當年本
港近七成酒樓結業或易主，但今年的情
況更不樂觀，預計今次疫情至少會導致
八至九成酒樓關門大吉，疫情持續的時
間太長，恐怕酒樓業無一倖免。」
麥先生對整個餐飲業所面臨的狀況憂心

忡忡，「我這間酒樓開張一年，財政狀況
尚可，完全沒有負債，股東抵得諗無出

糧，但貼錢經營也只能捱多3個月。」他
指出，該酒樓每月僅是租金加管理費就高
達55萬元，加上水電、人工及雜費等支
出，每月開支沉重，營業額卻遠遠抵消不
到，每月虧本80萬到100萬元。

冀政府籲減租一半
麥先生對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有所

期待，他認為飲食業最大的負擔是租
金，希望政府出面呼籲業主減免租金直
至疫情結束為止，「減一半租金已經好
好多。」其次，他希望政府可以提供100
萬至300萬元的貸款擔保，協助飲食業界
向銀行借錢「續命」。「現在只想留得
青山在，捱過寒冬就可以翻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餐飲業東主 借錢獲擔保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民建聯一行約
30人昨日赴政總請願，要求政府在財政預算案
中紓解民困、應對失業潮、扶助中小企，建議
政府簡化行政步驟，全民派錢1萬元，並成立
失業援助金，亦要大力推出為納稅人和中小企
紓困抗疫和寬免稅務措施，幫助市民度過艱難
時期。政府代表接受請願信。

要求全免19/20年度薪俸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調，財政預算案
要紓解民困，包括為公屋住戶代繳兩個月租
金；發放額外兩個月的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傷殘津貼、長者綜援、60至64歲人士的綜
援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在職家庭津貼金；為
合資格領取長者醫療券的長者額外提供一次性
1,000元；寬減2019/20年度全額薪俸稅及個人
入息課稅，上限5萬元；寬免2020/21年度全
年差餉，以每戶每季2,500元為上限；向住宅單
位業主退還全年地租，每季每戶上限1,500元。
她亦要求政府要應對失業潮，包括成立失業

援助金，並由政府開設大量臨時職位，招聘合
適的失業人士投入防疫工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直言，政府不能以

「無法證明開工與否」為由，而不設立失業援

助金，呼籲政府在特殊時期不要拘泥行政。他
要求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扶助中小企渡過難
關，建議政府提高「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信
貸擔保比率至百分之一百；寬減2019/20年度
百分之一百的利得稅，上限5萬元；豁免中小
企商舖的商業登記費及相關牌照費用，包括
「商業登記證」、「販商牌照」、「船隻牌
照」、「魚排牌照」等。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未來香港失業

率將上升到5%，呼籲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加大
投資、基建及福利開支，要還富於民，推行穩
經濟、保就業的政策。

民建聯促全民派錢1萬

暴力衝擊頻
生及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下，香港
旅遊業首當其衝受影響。專門接待內
地旅行團的旅行社形容，本月的入境
團屬零生意，虧損進一步擴大至數十
萬元，坦言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提
供的8萬元資助僅屬杯水車薪，期望今
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可提供更多現金
資助，以及推出措施協助他們減輕在
銀行供款的負擔。

旅遊巴供款壓力大
金威旅遊負責人梁偉權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去年下半年受
社會事件影響，訪港旅客量持續下
跌，生意大減；直至去年底市面較為
平靜，旅客才稍有增加，但1月仍虧蝕
十多萬元；至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境況更雪上加霜，本月零生意，

估計虧損額
達數十萬元。
雖然政府在防疫

抗疫基金下，每間合資
格旅行代理商可獲 8萬元資

助，但梁偉權認為資助額未能彌補公
司一個月的支出。且他們的旅遊巴仍
在供款階段，惟銀行僅提供債務重組
方案，要他們重新上會再貸款，此舉
將令他們之前所供的利息蝕掉，幫助
不大。
他期望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可向

業界提供更多現金資助，令他們可以
有多一些資金周轉以渡過難關，同時
希望政府可推出措施，協助他們減輕
在銀行供款方面的負擔。
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防疫抗疫基金向旅
行社發放8萬元資助，對大型旅行社的
幫助不大，但對佔全港95%的小型旅
行社有一定紓緩作用。他同時希望財
政預算案向市民派發現金，因為就算
市民不將錢用作旅遊，也可用在其他
方面刺激內部消費，減低市場悲觀情
緒，對各行各業也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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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去年下半年飽受暴力摧殘，今年禍不單行

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不單令訪港旅客量大減，市民

也減少聚會及外出消費。本港消費市道已跌至冰點，

旅遊、零售、餐飲業首當其衝，部分營運商蝕入肉，

每月倒貼近百萬元勉強維持，以保住員工飯碗。

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將成為他們引頸以待的救星，

香港文匯報追訪多名各業人士訴說目前慘

況，他們不約而同表示特區政府既

要提供經濟援助，也要協助

向銀行借貸，讓他們

自力更生。

■■旅行社客源很少旅行社客源很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民建聯一行約30人昨日到政總請願。

■■食肆尋求頂讓食肆尋求頂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財爺如何面對四財爺如何面對四
面八方伸來的手面八方伸來的手？？

■■零售巿道一片蕭條零售巿道一片蕭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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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宣佈暫停營業，至今重開無期。
海洋公園及昂坪360分別表示，暫難確定
何時可重開，但他們會做足準備，期望
政府在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向業界提
出支援措施，協助同業度過「疫境」，
以及日後投放更多資源對外宣傳，以助
旅遊業復甦。

未定何時重開
海洋公園及迪士尼樂園於上月26日起

暫停開放。至於昂坪360的纜車服務、昂
坪市集內景點、東涌及昂坪的自營禮品
店及360假期的導賞團也於上月27日起
停業。至今剛好一個月，三大景點的設
施仍然重開無期。

海洋公園發言人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今次疫情無疑對社會各行各
業，尤其旅遊及零售業帶來沉重打擊，
該園亦因疫情肆虐暫停開放，暫時難以
確定何時重開。疫情下旅遊業同業均需
面對不同程度的經營壓力，故期望預算
案可公佈更多措施，支援受疫情嚴重影
響的同業，以度過今次「疫境」。
昂坪360發言人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期望在疫情受控後，政府能投放適當
資源對外宣傳，吸引更多外地旅客訪
港，恢復旅客對香港的信心，並幫
助旅遊業復甦。至於香港迪士尼
樂園則未有回覆查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俊威

景區 政府疫後加碼宣傳

黑暴衝擊與新冠肺炎疫情重挫香港旅遊
業，酒店及賓館業陷入寒冬。賓館業界人
士認為，政府以防疫抗疫基金向賓館提供
現金資助，可緩解業界的燃眉之急，但僅
能稍作幫補，寄望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
案，能向業界提供一段短時期的資助，避
免觸發結業潮，影響員工的飯碗。
為協助持牌賓館度過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設立持牌賓館資
助計劃，每間合資格賓館如獲發牌客房
數目為1至5間，可獲一次性5萬元資
助；如獲發牌客房數目為6間或以上，則
可獲一次性8萬元資助。
經營多間賓館的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

主席劉功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受疫情及控關措施影響，賓館入住
率大跌，加上現時就算有內地客人上門

要求入住，賓館也因恐怕對方已受感染
而拒絕接待，以免打擊聲譽及對員工健
康造成風險，致入住率進一步下降，現
時賓館住客多屬長租人士。

指數萬資助屬杯水車薪
他表示，由於他的賓館屬自置物業，

故雖然收入大減，也出現虧損，但暫時
仍可維持，防疫抗疫基金提供的資助可
幫補水電、Wi-Fi設備、管理費等開支，
惟對部分需要繳付租金的同業的幫助就
不大。
他寄望，財政預算案能向業界提供一

段短時期的補貼，讓業界有資金在此段
時期用作周轉，以減輕營運壓力，並避
免觸發結業潮，影響員工生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賓館老闆 資助「一段時期」盼

盼

盼
盼

■香港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