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宗：失業率有上升壓力

財儲將降至8000億
暫不推第三輪「保就業」

香港最新失業率維持6.1%，張建宗昨晨接受電
台訪問時指出，有關數據未完全反映第三波

疫情的影響，估計未來失業情況或會進一步惡化：
「情況是維持6.1%，我相信失業率是滯後數字。
大家都知道7、8月疫情相當嚴峻，第三波疫情對
經濟干擾非常嚴重，所以估計未來失業率仍然有上
升壓力，不要掉以輕心。」

企業恢復運作才可緩解失業
他表明，特區政府暫時無意再推第三輪保就業計
劃，並期望經濟能盡快復甦，本港走出困境，企業可
以恢復運作，才能真正解決失業及民生問題。
張建宗又表示，明白社會有聲音要求設立失業援
助金，但牽涉複雜的機制，例如要確定申領人的身
份和資格。他認為與其浪費時間討論機制，應該
實事求是，繼續利用現時綜援制度幫助受失業問
題困擾的家庭，而目前申領綜援的限制，包括資
產限制經已放寬，配合不同的補助措施，期望能
協助市民渡過難關。
針對第三輪防疫基金涉及240億元，他重申並非
「單一措施」，呼籲市民切勿誤解金額只是小數目，
而是要宏觀檢視整套紓困措施。在疫情開始至今，政
府已經投入2,875億元，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一成，
是史無前例的，而政府仍有很多計劃未完成，包括正
推行的第二輪保就業計劃。

現3000億赤字 外圍環境嚴峻
張建宗估計，政府財政儲備將降至 8,000 多億

元，亦會出現約3,000億元赤字，又指外圍經濟及
政治環境仍嚴峻。他相信，疫情在第三波爆發後會
持續，可能會在冬季伴隨流感高峰期重來，造成雙
重打擊，因此大家要與疫情共存，並形容這是「新
常態」，一定要有兩手準備。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保就業計劃原意是暫時壓抑失業率
攀升至疫情緩和、經濟復甦時，故失業率攀升與否
須視乎本港疫情未來是否一直受控：「如果有第四
波疫情，食肆、娛樂場所又要再次全面關閉，政府
又唔推第三輪保就業計劃嘅話，失業率一定大升，
話唔定會到2003年沙士8.5%的高位。」
反之，若疫情一直受控，經濟逐步復甦，即使
未有第三輪保就業計劃，失業率仍有可能穩定在
6%至7%，之後慢慢回落，但她直言，香港屬外
向型經濟，其他國家及地區都受疫情困擾，加上
本港仍有社會事件及中美摩擦升溫所造成的影
響，相信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不大可能如2003年
般出現V型反彈。

在特區政府保就業計劃的支援下，香港最新失業率「止

升」維持6.1%，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失業率數據

存有滯後因素，相信未來失業率仍然有上升壓力，並透

露政府暫無意再推第三輪「保就業」計劃，重申本港經

濟復甦及企業恢復運作才能真正解決失業問題。有人力

資源顧問則指，保就業計劃原意是暫時抑壓失業率攀升至

疫情緩和、經濟復甦時，故若本港沒有爆發第四波疫情或

第四波疫情輕微，即使未有第三輪保就業計劃，失業率或可

以穩定在6%至7%；但若疫情惡化，失業率會大幅攀升，或

到2003年沙士8.5%的高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去年經歷黑暴衝擊後，今年又有新
冠疫情肆虐，營商環境嚴峻，香港
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昨日指，商界現
時最期望的是疫情受控，不同業務
均得以重開，但擔心在疫症中掙扎

下來的企業，日後仍須面對動盪的
社會環境，更形容本港不再是企業
眼中營商的樂土。
梁兆基昨日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

家書》中表示，去年黑暴不但令商界
生意大跌， 不少店舖更慘被破壞，要
不斷花費大筆金錢復修，不少商人已
耗用不少手頭資金。禍不單行，疫情
下政府因防疫需要推出「限聚令」等
措施，令商界生意「冰封」。
他透露，有商人疫情下除要動用積

蓄外，更要按揭自住物業籌集資金以
應付租金及薪酬開支，盡一切辦法幫
補營運，詎料疫情一波接一波，「限

聚令」解除無期，「真係唔知能唔能
夠再捱得過疫情下嘅寒冬！」

疫情受控勝於補貼資助
政府推出多輪「防疫抗疫基金」協

助商界，梁兆基認同，有關措施的確
令商戶得以支撐多一段時間，但根據
總商會最新調查顯示，商界認為補助
支援只屬次要，最期望是疫情有效受
控，令不同業務重開，因政府的援助
對一些長期「被休業」小商戶而言，
只屬杯水車薪。
他續說，即使疫情過去，成功留下

的企業相信仍要面對社會的動盪環

境，「獅子山下同舟共濟嘅精神，似
乎已停留喺港人嘅緬懷入面，目前眼
下社會嚴重撕裂，一時間難再如上一
代咁求同存異、和衷共濟。」
梁兆基直言，香港半個世紀以來都

是安穩有序的社會，但企業身處不
斷的政治爭拗中，無所適從且動輒
得咎，形容香港已非企業眼中的營商
樂土。
他強調，香港好不容易走過風風雨

雨，打下經濟根基，未來的香港屬於今
天的年輕人，而今天的大小企業正是築
構他們未來的台階，呼籲大家要放開胸
懷、互諒互讓，守護前人的努力。

梁兆基：暴疫雙重打擊 營商樂土不再

中秋節臨近本應是飲食業旺季開
始，但疫情下只能艱苦經營，有入
行近40年的資深從業員放棄內地高
薪職位回流本港，但7月遭到解
僱，而他原已覓得新職，惟第三波

疫情爆發，新僱主放棄餐廳開張計劃，他再遭打擊，
暫只能靠積蓄應付供樓及病患妻子的醫療開支。

新僱主節流 半薪仍被炒
蔡先生17歲已入行，曾任職內地大型食肆的集

團總經理，月入5.5萬元人民幣，但去年黑暴愈演
愈烈，他年底時因擔心妻子獨自在港的安全，毅然
辭職回港到一間酒樓任店長，月薪大減一半至只有
約3萬港元，返港不久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面對
艱難的經營環境。
他表示，在第二波疫情爆發前已替僱主架構重

組，減少不必要人手，每月節省10萬元薪酬開
支，其僱主之後因疫情惡化決定暫停營業，並以政
府的補貼裝修。他負責監督工程，僱主承諾「計返
人工」，但出糧僅獲發6,000元薪金。
蔡先生說，僱主在酒樓5月重開後多次下達指

示，要他盡量安排同事放假以節省開支，但他考慮
到酒樓實際運作需要，未能完全滿足對方要求，最
終7月中被解僱，「佢（僱主）話我近兩個月都幫
唔到佢慳錢，人工咁高，唔好意思，要犧牲我。」

供樓醫妻病 月開支上萬
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的蔡先生失業已兩個月，仍然

要供樓，妻子年初更患上類風濕關節炎，每月醫療
開支上萬元，「最初唔知咁嚴重，而且當時有工
作，諗住使少啲就問題唔大，原來又要打針、藥費

又貴，到公立醫院排期，但要出年年中先可以見醫
生。」
面對沉重經濟壓力，他直言在目前經濟環境下極

難找到合適工作，「要搵返原本職位好難，唔好話
3萬蚊人工，2萬左右都難！」有另一名前僱主打
算經營泰國餐廳，找他回巢，惟因爆發第三波疫情
而打消計劃，他亦失去工作機會。
近日，蔡先生報讀了保安課程，不排除暫時轉

行，「暫時仲頂得住，但長遠一定要有穩定工作，
我唔使好高人工，但最少要應付開支。」
政府雖放寬防疫措施，但食肆每枱只限坐4人，

酒樓最掙錢的飲宴無法進行，前景不樂觀，飲食業
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指出，近日雖有食肆出現
人手空缺，但不排除因食肆安排較少員工上班，而
可開工的職員卻因工作量增加，過於辛勞而離職，
而新聘員工薪酬水平普遍較疫情前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落實落實「「港康碼港康碼」」
需粵方有信需粵方有信心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港商民均
對香港「健康碼」引頸以待，惟何時才能推
出至今仍是未知數。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
表示，無聽過本港要連續21天「零確診」
才可以推出「健康碼」的說法，但具體推出
時間要視乎疫情發展，要令粵方有信心才可
推出措施。
張建宗強調，在粵港澳三地聯防聯控機
制下，各方均有責任確保疫情穩定，而香
港從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中獲得寶貴經驗及
取得良好基礎，相信日後可繼續改善各方
面的措施。
他並呼籲市民應做好防疫措施，減少聚集
及自律，不要以為「有一時（回穩）幻象」
而鬆懈，否則容易有另一輪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表示，目前
無意推出第三輪保就業計劃，又
指設立失業援助金牽涉複雜的機
制，不應浪費時間討論相關機
制。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對
此表示失望，並指若疫情持續，
而政府沒有再提出更多救就業市
道的措施，擔心屆時或出現大規
模裁員潮。

麥美娟倡直接津貼僱員
麥美娟指出，政府防疫政策一

度導致十多類處所無法營業，從
業員生計大受影響，大量工人被
迫停工及放取無薪假接近兩個
月，政府責無旁貸，認為政府不
應斷言對第三輪保就業計劃「落
閘」。
她續說，若政府真的拒推第三

輪保就業計劃，應先構想好其他
方案去幫助打工仔，比如保留受
行業僱員歡迎的措施，如旅遊業
僱員每個月 5,000 元的現金支
援，並建議將資助直接開放予行
業僱員申請，讓津貼直接落到僱
員手上，否則可能出現大規模裁
員，打工仔將會手忙腳亂。
麥美娟補充，工聯會早前的調

查顯示，約五成受訪者現正失
業，其中24%失業超過半年：
「佢哋係最弱勢嘅一批。」她再
次呼籲政府應從速制定即時支援
失業人士的措施，如向失業者發
放9,000元、持續六個月的「失
業現金津貼」，長遠制定失業援
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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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因疫情從內地回流香港，後以一半人工
在港覓得新職，結果也未能保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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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
日出席電台節目。

■■旅遊業是本港員工失業的旅遊業是本港員工失業的「「重災區重災區」」之一之一。。圖為圖為
葵涌碼頭停車場停滿旅遊巴葵涌碼頭停車場停滿旅遊巴，，場面震撼場面震撼。。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 資料圖片

■■張建宗表示張建宗表示，，香港最新失業率數據未充分反香港最新失業率數據未充分反
映第三波疫情的影響映第三波疫情的影響，，相信未來失業率仍然有相信未來失業率仍然有
上升壓力上升壓力。。圖為本港疫情下店舖紛紛倒閉圖為本港疫情下店舖紛紛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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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本港建造業的就業不足率和失
業率持續高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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