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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郭偉强及勞顧會勞

方代表鄧家彪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於6月上旬

進行的「香港最新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指數調

查」結果。他們表示，逾七成半受訪市民表示工

作受到經濟狀況轉差影響，近六成人表示目前有

失業情況，逾八成人認同、甚至非常認同訂立港區國安法有助於穩定

香港經濟，期望就業狀況在港區國安法立法後能得以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駿洋戶」入伙無期 團體促免租一年

八成人認同立法改善就業
工聯：反映市民不願黑暴重現 信港區國安法阻外力干港

疫情未退，黑暴攬炒再現，加上環球
經濟收縮惡化，香港經濟狀況轉

差，失業問題嚴重。工聯會自4月起每月
均就香港的最新就業狀況進行調查，並
在昨日公布了在6月4日至6月12日進行
的第三次調查結果。

六成人失業 18%被裁員
調查以街頭訪問和網上問卷的形式，
了解1,225名市民的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

指數。
結果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表示目前有

失業情況，其中有21%人失業1個月至3
個月，16%人失業4個月至6個月，7%人
失業7個月至9個月。
約七成六受訪者表示工作受到經濟狀

況轉差影響，其中表示被裁員的佔
18%，停工的佔 25%，放無薪假的佔
17%，減薪或只發底薪的佔16%，只有
24%人表示工作不受影響。近七成人表

示，沒信心在未來3個月內找到全職工
作，其中17%表示毫無信心，無信心則
高達51%，與上月調查相若。
另外，近八成受訪者表示收入減少，

其中高達34%人是完全沒有收入者，18%
人收入減少三四成，16%人收入減少五成
以上。
當問及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的立

法決定，是否有助於穩定本港經濟從而
改善就業狀況，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認
同，其中35%表示非常認同，認同則高
達48%；不認同表示的有13%，至於非
常不認同的只有4%。

麥美娟：不應以罷工作政治手段
麥美娟表示，黑暴在過去一年肆意縱

火堵路、毀壞店舖，使旅遊、飲食、零
售等行業大受打擊，但在全國人大通過
制定港區國安法的決定及警方更有效執
法後，黑暴問題已大幅改善，市民已逐
漸重拾信心外出消費，逾八成受訪者認
同全國人大通過制訂港區國安法的決
定，是「有助於穩定本港經濟從而改善

就業狀況」，反映市民不願黑暴重現，
期望經濟和就業逐步復甦。
工聯會希望港區國安法能盡快落實執

行，打擊外國勢力干預，令黑暴完全消
失。
被問及有所謂工會發起罷工表達反對

港區國安法立法，麥美娟回應指，工會
有權發起罷工去爭取工友權益，但不應
被用作政治手段。
她批評，有工會罔顧僱員生計去達到
政治目的，只會影響從業員，希望大家
要「停一停」，讓社會「靜一靜」，改
善就業狀況。

郭偉強促推援助幫基層紓困
郭偉強表示，由於全球疫情未退，經

濟仍受影響，香港未能獨善其身，受訪
者的求職信心疲弱。他建議，特區政府
盡快推出緊急失業援助金及公屋租金減
免及廉價健康碼等紓困措施，協助基層
市民緩解燃眉之急，並為市民提供廉價
的健康碼，全面恢復內地和香港跨境就
學、工作和商貿往返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檢
討2021年最低工資的公眾諮詢今日
結束，工聯會昨日向最低工資委員會
提交意見書，要求將最低工資時薪由
現時的37.5元增至43.5元，相等於
時薪工資中位數的六成。工聯會指
出，該工資水平建議能確保低薪勞工
在嚴峻經濟環境下得到基本工資保
障，工聯會並建議特區政府確立一個
科學、公平、便於計算和操作性高的
參考基準，以釐訂最低工資水平，並
落實「一年一檢」。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代

表溫嘉貴表示，設立最低工資是要幫
助一批最前線和被剝削的弱勢勞工，
若政府一旦拒絕調高最低工資水平，
而令到勞工辛勤工作後，仍然不足以
糊口，最終只能申請綜援，對社會構
成嚴重的財政負擔。
服務業總工會代表劉偉玉表示，清

潔屬於厭惡性工作，員工需要長時間
在遍布細菌和異味的地方工作，收入
與辛勞程度從來不成正比，故要求大
幅調升目前嚴重偏低的最低工資。飲
食業職工總會代表招冠聰則認為，最
低工資是僱員的保險線，可以避免低
薪員工的工資下跌至不合理水平。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委員丘燿誠指出，設立最
低工資制度9年以來累計升幅為33.9%，而同
期全港打工仔的時薪工資中位數累計升幅為
39.3%，反映最低工資升幅遠低於大部分僱員
的工資增長，認為各界毋須過分擔心最低工資
調升會導致企業成本大幅增加和導致新一輪裁
員。

批低資仲少過領綜援
他續說，最低工資所得薪酬較綜援金額還要

低，認為失去鼓勵低薪僱員就業的功能。
他又以四人家庭為例，綜援金額連租金津貼

約有16,000元，但賺取最低工資時薪37.5元
的勞工，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6天，月
入僅7,800元，夫婦月入共15,600元，低於四
人家庭綜援金額，勞工或因工資過低而不能維
持生計，最終申請綜援，對政府構成巨大財政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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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
情及社會運動影響本港經濟，香
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
資會）上月的一項調查顯示，逾
八成受訪者對未來香港經濟前景
「不樂觀或非常不樂觀」， 年齡
愈大及教育程度愈低的受訪者，
收入愈受疫情影響。另有超過一
半受訪者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攬
炒（55.8%）。
專資會早前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進行調查，於5月21
日至5月30日進行，共收到814份
有效樣本。結果顯示，在經濟上，
57.5%受訪者在疫情下收入未有改
變，30.3%表示有所減少。
收入較低的人群受疫情影響更

大，月入2萬元以下的受訪者，有
45%面對收入減少，反觀月入4萬
元或以上的受訪者中，只有24.8%
表示收入減少。而年齡愈大及教育
程度愈低的受訪者，收入愈受疫情
影響。

55.8%市民不支持攬炒
82.4%受訪者認為未來香港經濟

前景不樂觀或非常不樂觀，反映大
部分市民對香港未來缺乏信心。
另外，對於攬炒派各種攬炒行

為，僅 22.8%受訪者「支持/非常
支持」，逾半（55.8%）市民表示
「不支持/非常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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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動滑板
車及俗稱「風火輪」的電動單輪車等電動
移動代步工具日趨普及。政府擬明年展開
修例，容許在單車徑上使用電動滑板車及
電動單車，至於電動輪椅則只可於行人路
上使用。運輸署將於今年下半年在科學園

及將軍澳實地試驗這類電動可移動工具，
並視乎實地試驗的評估，於2021年展開
法例修訂工作。
根據現行法例，電動移動工具均屬於

「汽車」，須領牌才可於道路上使用，否
則屬於違法。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向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指出，運輸署在
2017年委託顧問，研究12個不同城市對
電動可移動工具的規管政策，當中大部分
城市均禁止於行人路上使用電動單車及電
動個人移動工具，即電動滑板車、電動平
衡車和電動單輪車等，惟電動輪椅作輔助
殘疾者和長者的工具，則普遍容許於行人
路上使用，但須受速度限制。
文件指出，局方有意放寬規定，容許

於單車徑網絡較完善的地區，使用電動
單車及電動個人移動工具，當作短途代
步之用；但仍禁止於行人路及行車路上
使用。
至於電動輪椅則獲准於行人路上使用，

不過，禁止於單車徑或行車道上使用。
文件又提到，運輸署會進一步制定電動

可移動工具的規管及技術要求，並就違反
法定要求引進罰則。

單車徑擬修例准用電動滑板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火炭駿
洋邨被改用作檢疫中心，令原本獲編配入
住該邨的「準公屋戶」大失預算，如今疫
情未見完結之時，受影響居民「上樓」無
期。駿洋邨準住戶權益關注組昨日到立法
會出席申訴會議，向議員反映居民面對的
困難，期望特區政府盡快提供入伙時間
表，並為居民提供適切補償和援助。
輪候公屋約7年的葉先生獲編配駿洋
邨，原於農曆新年後「上樓」，但因應疫
情，駿洋邨被改用作檢疫中心，使他一家
三口現仍需每月以6,000多元，租住旺角
一間140呎的劏房。雖然政府向他們提供
6,000元的特惠津貼，但只夠繳交一個月
租金，他表示，6,000多元的租金已佔其
薪金一半，可算是「月月清」，又因疫情
曾失業4個月，暫只以儲蓄應付日常開

支。
葉先生的4歲兒子現於旺角一所幼稚園

讀高班，今年9月新學年報讀火炭區小
學，但由於仍未有入伙時間表，他不知道
兒子正式上學時，應報駿洋邨新住址，還
是旺角劏房現址。
他指出，政府曾安排他們到屯門寶田中
轉屋暫住，但兒子年紀太小，難以跨區上
學，即使轉到屯門區的幼稚園，之後要遷
入駿洋邨時又要多轉一次學校，而他的劏
房租約將於10月屆滿，若屆時仍未能入
伙，不知道續約與否。
關注組表示，政府於徵用駿洋邨時，也
有責任確保受影響住戶於等候重新上樓期
間獲穩定居所，而提供的6,000元特惠津
貼不足以應付居民所需，而政府未有明確
遷入駿洋邨的時間表，令家長為學童安排

轉校顯得無所適從。關注組期望政府可以
「加碼」補償住戶，免租一年，以及密切
關注學童轉校安排。

陳凱欣促關注學童轉校適應
出席申訴會議的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表

示，知悉居民在外租住劏房的開支龐大，
現已達到臨界點，認為首要是讓駿洋邨
「止血」，安排須檢疫者到其他檢疫中
心，不可以再有大批檢疫者入住駿洋邨。
她又認為，政府需要關注該邨學童於轉

校和適應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席捲全
球打擊經濟，航空業是重災區。有航空業
工會調查顯示，超過92%受訪地勤及前線
員工需要放無薪假，更有指公司申請「保
就業」計劃後，仍繼續安排員工放無薪
假。工會促請政府介入，要求機場各營辦
商或航空公司在獲得工資補貼資助後，即
時停止無薪假計劃。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交通運輸業委員會及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的大部分會員，均從事
地勤及航空業前線。
協會理事長方庭浩昨日指出，地勤員工

每月薪金由底薪、津貼及超時工作補貼所
組成，但自今年2月疫情初期，不少航空
業員工已被安排放取無薪假，津貼大減兼
無得超時工作，有工友反映，每月需放12
天無薪假及兩天無薪休息日，底薪大減五
成，平均月薪僅 7,000 元，難以維持生

計。
兩個工會指出，特區政府大力支援機場

各營辦商及公司之餘，亦應對現於機場範
圍工作約7.8萬名員工伸出援手，他們要求
政府參照防疫抗疫基金行業支援計劃，推
出「航空業界支援計劃」，向受疫情影響
而收入大減的員工，每人月派2,000元津
貼，為期 6個月，以減輕員工的生活負
擔。

工會促獲補貼航空公司速停無薪假
■機場空運
員工協會要
求機場各營
辦商或航空
公司，在獲
得工資補貼
資助後，即
時停止無薪
假計劃。

■工聯會昨日向最低工資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要求將最低工資時薪由37.5元增加至43.5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昨日公布最新一輪就業狀況問卷調查結果，包括港區國安法立法
對經濟和就業的影響。左起：郭偉強、麥美娟、鄧家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受到去年黑暴及今年新冠疫情雙重打擊下，不少店舖被迫結業。圖為銅
鑼灣一帶出現不少「吉」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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