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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三波疫情爆發後，社會各界均擔憂失業率會

再次上升，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的最新數字顯示，今

年6月至8月份的失業率為6.1%，與上次公布的失

業率相同。不過，同期就業不足率就由3.5%升至

3.8%（見另表），為「沙士」後高位，就業不足人

數急增約1.3萬人，反映打工仔「保得住『飯碗』卻

要放無薪假」的情況普遍。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

運輸業、保險業和教育業的就業不足情況明顯惡化。

有餐飲業認為，「健康碼」才能有效打救經濟民生，

希望政府盡快推出讓內地旅客赴港刺激經濟。

就業不足率3.8% 沙士後最傷
失業率維持6.1% 餐飲業盼推「健康碼」吸客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78%打工仔收入減 工聯倡八招保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與勞顧會
勞方代表鄧家彪昨日發布工聯會第
六次「香港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指
數調查」，有78%受訪者表示過去
一個月收入減少，高達32%人表示
完全沒有收入，有50%受訪者表示
目前失業，失業超過半年的比率達
24%，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扶
貧工作不足。工聯會向政府提出八
項建議，包括降低申領失業綜援門
檻、盡快推出「健康碼」及增加短
期及臨時職位等。
是次網上調查於本月12日至16
日進行，共訪問 1,490 名香港市
民，其中864名為女性，626名為
男性。受訪者從事的行業以零售/
服 務/娛 樂 （13% ） 及 飲 食
（13%）佔最多，其次是旅遊/酒
店 （10% ） 及 交 通/物 流 運 輸
（9%）。
陸頌雄指出，是次收集所得數據
依然令人憂慮，指出有74%受訪者
過去一個月工作受到影響，被裁員
的佔10%，停工或放無薪假的佔
40%，減薪或只發底薪的有12%，
而轉做其他較低收入工作的也有

12%，只有29%回覆表示工作不受
影響。

32%受訪者「零收入」
被問及收入減少的幅度時，有

78%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個月收入減
少，其中完全失去收入的有32%，
收入減少一半的有17%，減薪一成
至四成的有29%。市民收入大減，
影響家庭生活質素同時亦影響市道
消費，打擊本地經濟。
對是否有信心在未來三個月內可

找到一份全職工作時，52%受訪者
表示沒有信心，表示有信心的只有
12%，反映市民對就業前景的看法
較為悲觀。
在失業情況方面，鄧家彪表示，
有50%受訪者表示現正失業，失業
超過半年的比率高達24%，反映不
少市民已進入長期失業的狀況，統
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
報告》亦反映了此一情況。

逾七成人同意「健康碼」促經濟
調查並顯示，有49%受訪者認為

政府的扶貧工作不足夠，另有20%
更表示非常不足夠，可見政府的扶

貧工作並未能應對基層市民的需
要，必須盡快作出改善。
另外，不少市民希望政府推出健

康碼，免除跨境兩地14天隔離的
要求。71%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
「健康碼」可促進人流、物流，有
助經濟復甦。
工聯會向政府提出八項建議，包
括降低申領失業綜援門檻；即時推
出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上限
9,000元，為期6個月；制訂完善的

失業援助制度；增加短期及臨時職
位；設立求職津貼，為求職者提供
每月 3,000 元的無須資產審查津
貼，為期三個月。
此外，工聯會要求調低在職家庭

津貼每月總工時要求至72小時及
36小時兩級，讓更多就業不足家庭
符合資格申領；盡快推出「健康
碼」便利通行，以促進人流、物
流，帶動經濟復甦；扶貧委員會需
推出針對性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失業數據
顯示，受第三波疫情影響，本港6月至8月失業率維持6.1%高水
平。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預料失業率將持續高企。目前，失
業綜援主要針對最基層市民，門檻較高，加上綜援存在的標籤效
應，並未惠及大多數失業打工仔。他建議勞工及福利局設立「失
業援助制度研究小組」，吸納社會人士諮詢及制定恒常性失業援
助制度。
鄭泳舜昨日表示，留意到就業不足的情況惡化，青少年失業人

數再度上升，特區政府必須從三大方向協助失業者，包括致力重
啟香港經濟、加強支援各行各業以延緩企業倒閉潮，以及提供確
切措施支援失業者。
他指出，雖然面對失業率高企有保就業措施，不過，現時就業
前景仍未見曙光，特別是政府支援失業者的措施尤其不足。社署
公布成功領取失業綜援有超過1.8萬人，相對24.8萬失業人口只
佔少於10%，「其餘超過22萬名失業者是如何渡過此經濟難關
呢？」
民建聯表示，由於失業綜援主要針對最基層市民，打工仔只要

稍為有少許積蓄，如有購買保險都會超越了綜援門檻，加上如失
業者與家人同住，申領綜援必須以家庭為基礎，這亦是令人卻步
原因。根據日前公布的調查顯示，受訪的失業者都不願申請綜
援，大部分都認為對自己幫助不大，相信箇中原因也包括社會對
綜援存在標籤效應。
因此，民建聯建議特區政府應多管齊下，為社會不同階層的失
業者提供支援措施，並重申三項建議，包括設立「失業援助
金」，在短期內發放援助金額，援助期至少三個月，每月不少於
6,000元津貼或與保就業計劃津貼額一樣，即9,000元水平；設立
「開工不足援助津貼」，設立「64小時至144小時總工時」新層
級，支援一些有工作但收入大為減少的家庭，並把津貼額增加五
成等；創造更多臨時職位，特別是基層職位，包括針對潔淨等服
務投入更多資源，聘用更多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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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數據

期間

9/2019-11/2019

10/2019-12/2019

11/2019-1/2020

12/2019-2/2020

1/2020-3/2020

2/2020-4/2020

3/2020-5/2020

4/2020-6/2020

5/2020-7/2020

6/2020-8/2020

*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失業率

3.2%

3.3%

3.4%

3.7%

4.2%

5.2%

5.9%

6.2%

6.1%

6.1%*

就業
不足率

1.2%

1.2%

1.2%

1.5%

2.1%

3.1%

3.5%

3.7%

3.5%

3.8%*

與今年5月至7月份比較，香港總就業人數增加約3,400人，
達至364萬人，但再多約5,800人加入「失業大軍」，整體

有24.8萬人失業；就業不足者急增13,200人，達至14.9萬人。

失業綜援個案年升57.3%
在就業市場低迷下，社署昨日公布的8月份整體領取綜援的個

案較7月份增加245宗，按月升幅為0.1%。失業綜援個案更上升
2.1%，達18,754宗，按年增加約57.3%。失業類別個案的申請數
字則輕微下降0.9%。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儘管「保
就業」計劃繼續提供支援作用，不過，由於本地第三波疫情於七
八月份廣泛干擾經濟活動，因此今年6月至8月份的勞工市場仍
然嚴峻。
他指出，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業）合計的失業率微升0.1個百分點至10.9%，為受「沙士」沉
重打擊後的高位；有關行業的就業不足率更再度急升0.9個百分
點至5.9%。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別
高企於14.4%及8.3%；建造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亦高企於
11.1%和8.1%。
羅致光表示，雖然本地疫情開始逐步緩和，但全球疫情仍在反
覆上升中，整體經濟狀況依然疲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面對
壓力。

52800人失業逾半年 年升120%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表示，今年4月至6月份長期失
業（持續失業達6個月或以上）人數已增至52,800人，較去年同
期急增超過120%，絕大部分導遊領隊連同去年起的黑暴事件已
失業超過一年。疫情下，不同行業放取無薪假或開工不足者更不
計其數，政府必須盡快救亡。
他建議政府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限額規定，豁免失業者持有的
保險「現金價值」計算在資產限額內；同時向沒有強積金戶口
的自僱人士發放一次性7,500元津貼；以及向受疫情影響重災行
業從業員每人派發一萬元津貼等。
佳寧娜控股集團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馬介欽表示，香港經濟
在過去一年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社會事件的影響，加上現今受疫
情衝擊，許多行業進入「寒冬」，尤其是餐飲業。該集團在港經
營酒樓及連鎖茶餐廳。他直言，疫情爆發以來，店舖營業額全線
暴跌，酒樓下跌50%；茶餐廳、麵包房也下跌超過40%，「第三
波疫情推限堂食令，情況更慘，酒樓只餘10%生意。」
他指出，疫情初期，已關閉五間茶餐廳分店，人手自然也裁減
不少，幸政府其後推出「撐企業、保就業」措施，集團才「捱得
住」，不用進一步關閉分店。他會繼續申請新一輪的「保就業」
計劃，但認為補貼金額終只能解燃眉之急，「若考慮中小企業長
期穩定發展，『健康碼』須盡快出台，讓內地客來港以增加客源
和令經濟更活躍起來。」

暴疫重創零售 旺角吉舖處處

受黑暴及疫情雙重打
擊，本港零售業飽受重
創，零售業失業率攀升
至近年新高，以往商業
區一舖難求的情況亦再

不復見。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黑暴重
災區旺角訪察，發現短短幾段街道已有
近30家吉舖。有正清貨減價的藥店職員
表示，黑暴及疫情令生意暴跌八成，希
望政府延續「保就業」計劃能保住打工
仔的飯碗，並盡快推出「健康碼」讓旅
客重臨，重啟經濟。
旺角西洋菜街一帶向來是市民和旅客

購物消閒熱點，過去無論日夜均人流如
鯽，區內舖面即使租金高企仍求過於
供。不過，自去年黑暴肆虐，旺角成為
暴徒搗亂的重災區後旅客銳減，店舖生
意受創，埋下本港經濟低迷的伏線。今
年初新冠疫情驟至，店舖生意進一步受

打擊，不少商舖難逃結業厄運，導致大
量員工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旺角訪察發

現，由亞皆老道至登打士街的一段西洋
菜街，以及附近山東街、豉油街，發現
已有近30家店舖空置，部分吉舖閘外張
貼招租告示。結業的除藥妝店、小食
店、找換店和體育用品店外，連大型的
電器連鎖店、老牌服裝店也未能倖免。
不少商場小店亦結業。
另外，以買賣手機聞名的先達廣場和

有不少美容店的銀城廣場等，均有多家
吉舖待租。

藥店冀延續「保就業」計劃
山東街一家藥店正清貨減價，職員方

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去年
至今生意大跌八成，老闆要關閉多家分
店維持整體營運，員工難免受影響，幸

政府有「保就業」計劃，才保住其他員
工飯碗，故期望該計劃一直延續，老闆
能繼續經營才不會影響員工生計。
不過，方先生指港人消費意慾薄弱，

生意難有起色，冀「健康碼」出爐，讓
旅客重臨消費。
弼街一家以大減價招徠的日用品店，

職員表示該店以短期租約形式經營，至
今營業兩個月，不知何時結業。她直言
市道不景，不易覓職，對前景當然感到
擔心，不過，作為打工仔也沒有什麼辦
法，只能見步行步。
洗衣街一家售賣地毯及聖誕用品的店

舖，已於上址經營13年，門外掛上「全
場清貨，再見街坊」的紅底黃字橫額，
負責人徐先生表示，該店暫時結業，主
要是租金不減反加，難以經營，盼能於
同街覓得合適舖位繼續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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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方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今年6月至8月份的失業率為6.1%，但同期就業不足率則升至3.8%，見2003年「沙士」後高位。圖為
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帶不少店舖受疫情影響生意要結業，人流疏落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以買賣手機聞名的旺角先達廣場，均出現不少吉舖待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亞皆老街一間原為連鎖電品店的巨舖，現仍未有人承租，
市面更見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向政府提出八項建議，促支援失業者及保打工仔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