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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集團繼主席谷卓恒今年8月

因欠債1.1億港元被頒令破產後，與

《成報》相關的成報報刊有限公

司，今年9月也被債權人富士施樂

（香港）有限公司入稟高等法院原

訟庭，要求法庭頒令將成報報刊清

盤。案件昨在高等法院聆訊，與訟

雙方對清盤呈請並無異議，聆案官

徐韻華直接對成報報刊有限公司頒

下清盤令，並不作訟費命令。不

過，據了解，《成報》成立多家空

殼公司與發行商、印刷商和員工等

簽合約，今次被清盤的報刊公司也

是其中一間空殼公司，即使被清盤

也不影響該報出版，令人懷疑有人

藉此伎倆逃避各種法律責任。

聖誕新年過後，中小學便踏入考
試季節，但疫情下面授課堂暫停，
大大打亂學生的學習和溫習節奏。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特別製作了兩款電子海報，包括以「你
想要哪件法寶幫你準備考試？」為主題，向中學生介紹輕鬆
備試和保持身心健康的小錦囊；而針對家長的海報，則建議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多說肯定和欣賞的說話，適當地運用身體
語言表達關心和抽時間一起進行活動等，從旁陪伴子女應付
考試。兩款海報中英文版已傳送給全港學校，並上載至教育
局網頁。

備 試 錦 囊

高院頒令「成報報刊」清盤
疑為《成報》空殼公司 用作逃避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工務小組委
員會昨日舉行會議，通過
2021年至 2022年度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涉
款 242億 8,350 萬港元，及
提升基本工程計劃下，丁
級工程項目和整體撥款分
目電腦化計劃的授權上
限，由每個項目的3,000萬
元增至5,000萬元，這些項
目將於明年 1月提交財會
審議及表決。有贊成通過
撥款的議員表示，財會上
一次批准修訂授權撥款上
限已是2012年，加上近年
攬炒派經常拖延工程項目
的審議，故認為今次提升
上限至 5,000 萬元做法合
理。

上限升至5000萬元
行政長官上月發表新一份

施政報告時提到，為在短期
內推出更多可創造就業的地
區民生工程，建議立法會批
准把由整體撥款資助的每項
小型工程開支上限，由目前
的3,000萬元提升至5,000萬
元。
工程界議員、經民聯主

席盧偉國昨日在會上表
示，過往議員都明白需按
機制，分幾部曲審議工程
項目，但過去數年攬炒派
議員經常拉布，在會上不
斷談論多項工程的細節，

令會議沒完沒了。事實
上，授權撥款上限已有8年
沒有修訂，考慮到通脹及
成本上升，將每個項目的
授權上限提升至5,000萬元
的做法合理。
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經民

聯秘書長石禮謙亦支持提升
授權上限，認為有助加快工
程項目進展，以滿足社會及
建造界的需求。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及柯

創盛則表示，提升撥款授
權上限後，將有更多工程
項目不用經立法會審議，
或削弱公眾監察政府的程
度，希望政府交代如何提
升透明度。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指

出，現時不少小型工程的
預算都貼近3,000萬元的上
限，擔心上限提升後，會
令承辦商上調工程項目的
成本「用到盡」，認為政
府在經濟緊縮下須「應慳
得慳」。
發展局總助理秘書長馮

耀文回應指，相關上限過
去8年都無調整，但個別項
目的成本和工人工資大幅
上升，考慮到日後的通脹
才建議提升上限，又指過
往局方主要監察甲級工程
的成本，但認同若資源許
可，日後會訂立機制，監
察成本介乎 3,000 萬元至
5,000萬元的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信用卡晶片難
被套取，竊賊出新招盜卡偷錢。一名假卡慣
犯，在過去一年半內，潛入無保安的住宅樓宇
或保安較鬆懈公共屋邨，盜走銀行寄給客戶的
載有信用卡信件，拆開後用工具撬走晶片，再
移花接木偽造另一張信用卡，並將假晶片植入
原卡，最後將信件復原放回信箱，以致卡主渾
然不知新卡被盜，待卡主啟動信用卡但未有真
正碌卡這段時間，疑犯用取得真晶片假卡和預
設密碼，到櫃員機提款。而卡主要等到銀行通
知，始知信用卡戶口被人盜用。警方日前拘捕
疑犯，相信最少14名市民被盜32萬元。
被捕男子姓吳(49歲)，無業，報住牛頭角彩福
邨，是盜竊及偽造假卡慣犯，他自去年5月至
今年11月，通過在大廈及公屋盜取銀行寄給客
戶的信用卡，讀取晶片資料後再製造假卡，最
後使用假卡提取現金，他涉嫌「盜竊」及「偽
造文書」罪被扣查，警方在其家中搜獲28張晶
片，相信從不同的銀行卡提取得來，並發現多
張屬於不同人士的信用卡、會員卡和學生證，
以及3張屬於他人已報失的身份證。
警方在案中檢獲一套相信用來更換晶片的專
門工具，相信涉及更多受害人。

專對保安較差屋邨下手
警方調查顯示，疑犯主要針對一些信箱安裝

位置隱蔽、保安較差的住宅大廈和公共屋邨下
手，偷取信箱內由銀行或財務機構發出、載有
信用卡及密碼的信件。疑犯盜取信件後，用特
別工具將信件開封，記下信用卡的預設密碼，
再用工具取走信用卡上的晶片，換上疑犯自備
的晶片，疑犯再將真晶片加到白卡上，複製成
一張提款卡。然後，再把盜來的信用卡放回信
件封好，不留痕跡地放回原來的信箱，以致事
主收到信件後未覺有異。而疑犯則用假卡配合
預設密碼，到銀行櫃員機提取現金，事主往往
等到銀行發月結單，才發現賬戶被透支。
警方調查發現，疑犯主要在紅磡、深水埗

的舊式住宅大廈，以及一些保安較鬆懈的公
共屋邨偷銀行信件，據了解，14名卡主總共

被盜32萬元，其中最大一筆是疑犯分兩日共
提取4萬元。而警方去年接獲報案後一直追查
疑犯身份，但因為疑犯相當狡猾，在櫃員機
提款時刻意遮擋櫃員機閉路電視鏡頭，而銀
行方面在核對信用卡被盜用個案時往往需時
半年，在警方鍥而不捨調查下，終於鎖定疑
犯身份。至本周二下午5時許，當疑犯用假卡
在牛頭角一櫃員機提取現金後，被埋伏的秀
茂坪重案組探員拘捕。
警方呼籲大廈保安員應時刻保持警覺，防止

被可疑者進入，如信箱在隱蔽的位置，建議保
安公司或物業管理公司加強保安措施，例如安
裝閉路電視及加強巡邏，防止不法之徒有機可
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自去年修例風波
以來，逾萬人涉嫌違法被捕，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在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表示，這些被捕者中有
四成為學生，局方已要求學校為每名被捕學生
制訂專門輔導計劃，希望同學明白自身行為不
當之處，將來如何面對不同的情況，以及將來
如何理解社會發展等。
楊潤雄表示，現時的社會較複雜，學生接收
資訊、培育價值觀等不再局限於學校，而近年

發生的社會事件反映教育制度的一些問題，例
如學生缺乏守法意識、對國家與特區關係了解
不足，問題現在看得很清楚，亦正是教育局未
來改進工作的方向。
透過改革通識科，他希望新科目讓學生建立
正面價值觀，正確認同國民身份，公平理性分
析不同問題。他坦言，改革通識科的決定是過
去一年最艱難的決定之一。
就改革後的通識科將為學生提供到內地考察

的機會，楊潤雄說，學生可按自身的興趣作實
地考察，並撰寫報告，例如有學生對國家歷史
有興趣，可以考慮到西安考察，並將考察內容
寫成報告，當局希望同學在中學階段至少有一
次機會到內地考察交流，每年會有約10萬個
名額。
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楊潤雄指將從教學內
容和學校管理兩方面着手，希望可以將國安知
識與其他科目作整合，及為教師提供有關培
訓。教育局正草擬較詳細的指引，主要關注學
校在國安法下的責任，並會準備教材，讓學校
教授國家安全的概念。

楊潤雄促學校為被捕學生專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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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頒令清盤的成報報刊有限公司，報
稱地址為觀塘道泉源大廈5樓；債權

人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據網上資
料顯示於1964年成立，主要業務為向各行
業提供資訊及通訊科技文件管理顧問服
務，包括打印、傳真、企業印刷託管服務
等。

《成報》：清盤案無礙運作
今年9月，成報報刊被富士施樂（香港）
入稟高院原訟庭，要求法庭頒令將之清盤，
案件排期昨日開庭處理。由於與訟雙方對清
盤呈請並無異議，聆案官早前已頒布指示，
雙方昨日不須派代表出庭應訊，聆案官在雙
方均缺席之下頒下清盤令。庭上未有透露成

報報刊欠債金額。
《成報》發言人在回應傳媒查詢時稱，成

報報刊有限公司與現在的《成報》並無關
係。清盤案對《成報》運作完全沒有影響。
他又指該公司並不在現時《成報》架構之
內，可能是《成報》以前的持有人所擁有的
公司。

公司清盤也無資產還欠薪
據一名《成報》前員工透露，該報架構複
雜且神秘，成立多家空殼公司運作，「與員
工簽約的是一間公司，與服務供應商簽約的
又是另外幾間空殼公司，根本不清楚到底是
哪間公司控制《成報》出版，誰人掌管該報
賬戶也不得而知。」該員工指就算對外涉及
錢銀轇轕的相關公司被清盤，由於只是空殼
公司，也沒有任何資產可抵債，不會影響實
際操控《成報》的公司。
事實上，該報之前長期拖欠員工薪酬，但

聘用員工的是另一家空殼公司，就算前員工
入稟追討欠薪，有關公司也置之不理。有前
員工因此入稟將有關公司清盤，惟空殼公司
被清盤後，也沒有資產償還欠薪，絲毫無損
《成報》的運作，前員工只能申請政府的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
該名員工又說，該報一年多前由觀塘開源

道遷往現址後，報頭下的地址卻未見更改，
而現址大門外也沒有標註是《成報》水牌，
疑是刻意隱藏其辦事處地址。

老闆周身債 涉案潛美國

成報傳媒集團有限公司主席谷卓恒近年
欠下周身債務，又牽涉內地巨額非法集資
案後潛逃美國，先後遭多名債主入稟追
債。其中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2017年入
稟，指和谷卓恒簽下借貸合約，向其借款
約1億元，但谷未有還款，金利豐向谷卓
恒追討1億元連同逾900萬元利息。高院

2018年10月接納金利豐簡易判決申請，下
令谷須還款。
由於谷欠錢不還，金利豐2019年以債權
人身份入稟要求法庭頒令谷卓恒破產。至今
年8月5日，在谷缺席聆訊下，聆案官頒令
谷卓恒破產。據法庭資料顯示，谷卓恒當時
報稱的地址為美國加州。
此前，媒體還踢爆谷卓恒實際控制的「美

貸網」2012年7月開始涉嫌非法吸收資金，

2014年底被爆出拖欠投資者投資款項，谷
卓恒出逃國外躲債，令內地400多名投資者
蒙受巨額損失，國際刑警組織已對谷發出紅
色通緝令。據媒體披露，「美貸網」非法集
資案，涉及谷卓恒實際控制的三間網上集資
平台，包括「美貸網」、「中融資本」及
「信達財富」，分別設於深圳、杭州及天
津。三平台以10厘至20厘的高息，非法吸
納全國各地資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昨日發
表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維持未來10年
總房屋供應43萬伙的目標，公私營房屋比例亦
為七比三，而根據最新推算，全港約有9.94萬
戶家庭居於劏房 ，較去年的推算增加3,000
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估計或與本港房屋
供應緊絀及受經濟下行影響有關。有政黨則對
報告沒有增加公屋建屋目標感到失望。
陳帆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按最新推算，未來
10年（2021/22至2030/31年度）供應的43萬個
公私營單位，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30.1萬伙，其中
公屋及綠置居佔21萬伙，其餘9.1萬個則為資助出
售房屋單位，私營房屋單位供應則為12.9萬個。
他指出，政府已覓得興建31.6萬個公營房屋單
位的330公頃土地，足以滿足未來10年公營房屋
需求，建屋量首次達標，強調有事實支撐，絕無

「水分」，預計首個5年期約有10萬個單位落
成，但承認在發展過程中或會有變數，或拖延相
關程序，但政府會盡最大努力推進。

陳帆：經濟下行劏房戶增
陳帆又透露，估計本港居於劏房的住戶有

9.94萬戶，較去年推算的9.64萬戶增加3,000
戶，當中6.79萬個劏房單位位於樓齡50年及以
上的私人樓宇，相信此情況與本港房屋供應緊
絀有關，經濟下行亦有影響。
他表示，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將爭取
在明年首季提交報告，就劏房租務管制的可行
性與可行方案提供意見。被問到政府會否將租
務管制及租金津貼並行，他指須待小組提交報
告，現階段不作評論。
至於政府去年提出3年內興建1.5萬個過渡房

屋單位，陳帆表示至今已有1,000多個單位落
成，正在研究及動工的有3,000多個，認為速度
算快，但承認相較居住在分間單位的總數仍有
很大落差，需要時間消化。
在發展棕地方面，目前約800公頃新界棕地已

涵蓋於新發展區及其他房屋發展項目內，餘下可
能有發展潛力的450公頃土地中，當局已完成檢
視160公頃土地，預計6年內轉化為熟地。至於粉
嶺高爾夫球場發展，則預計於明年初完成研究，
爭取在2023年9月開展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
民建聯房屋事務發言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

員會副主席柯創盛（柯仔）對報告沒有增加公
屋的建屋目標表示失望，認為只維持公營房屋
30.1萬伙的十年目標，意味新公屋供應量每年
只有約2.1萬，就算供應達標，再加上每年約
8,000個「回收單位」，每年可供編配的單位亦
只有3萬個，以現時約15.6萬宗一般公屋申請
推算，申請人需要輪候5年才有機會獲首次配
屋，與3年上樓的目標仍相差一大截。

公屋供應不變 柯仔失望

■警方搜獲28張晶片，多張屬於不同人士的卡
及證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案中檢獲一套相信用來更換晶片的專
門工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現址大門外沒有標註是《成報》水牌
（圓圖），疑刻意隱藏其辦事處地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