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工聯會於去年12月至
今年1月進行 「關心會員就業情況問
卷」 調查，成功訪問3772名會員，昨日
（18日）公布調查結果。工聯會
理事長黃國、工聯會副理事長兼
權益委員會副主任林志挺、飲食
業職工總會權益總幹事招冠聰出
席，指超過五成受訪會員對現時
職業的就業前景感到不樂觀，建
議政府及僱主採取措施改善勞工
就業情況。

特區政府去年擴大輸入外勞
及放寬人才清單，工聯會批政策
嚴重打擊本地就業信心，有
56.7%受訪人士因此對就業前景
表示 「擔憂」 或 「非常擔憂」 。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指，香港現時

勞動參與率只有55.3%，遠低於新加坡
和澳門，惟仍有龐大的潛在本地勞動力
未有充分發掘及釋放。

根據調查結果，超過七成受訪者
（73.3%）認為 「加人工、增福利」 能
刺激就業，其次分別是 「改善行業工作

條件，如職安環境、工作環境」
（51.4%）、 「落實家庭友善措
施，如彈性上班時間、提供特
別假期」 （51.2%）。由此可
見，部分行業出現人手緊缺，
主因是薪酬待遇及工作條件欠
佳。

對此，工聯會期望特區政府
參考調查結果並對症下藥，推動
人手短缺的行業提升薪酬待遇，
並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
積極主動的措施鼓勵潛在勞動
力，尤其是釋放婦女及初老勞動
力重投就業市場。

去年第四季失業率維持2.9%
【大公報訊】政府統計處

昨日（18日）公布，2023年10
月至1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
率為2.9%，與同年9月至11月
數字相同。就業不足率在該兩段
期間亦保持不變，維持於1.0%
的水平。

未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人
數 由 2023 年 9 月 至 11 月 的
112400人下跌至2023年10月至
12月的105700人，減少約6700
人。就業不足人數方面，2023年10月
至12月的數字為37000人，與9月至
11月的數字36600人大致相若。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
勞工市場短期內應會維持緊絀，儘管
仍然不利的外圍環境或會有一些負面

影響，預期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的
進一步復甦應會繼續支持勞工需求。
勞工處去年10月至12月平均每月錄得
85700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按年
下跌15.4%，較9月至11月的平均數
字下跌6.4%。

逾七成受訪者：加薪能紓勞工短缺



▲「公仔幫」以誇張動作纏着食客，
對方最終願意購買兩個鎖匙扣。

公仔幫疑扮聾啞叫市民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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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手語，他們即時走開
「我在他

們 面 前 打 手
語，他們即時走開。」 聾人機構
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表示，近期不
少聾人向他表示在街上遇到 「聾
啞公仔幫」 ，他日前亦曾遇上有
關人士，惟向他們打手語時，對
方即落荒而逃。他直指接觸的
「聾啞公仔幫」 並沒有列明機
構，市民遇見應當無牌小販處
理，當對市民造成滋擾，便要報
警及向食環署舉報。他又透露，
約10年前，有一班聾人受懂手
語的健聽人士操控，要求有關聾
人每日外出賣公仔圖利，及後有
關組織已解散。

香港聾人協進會鄧姑娘表
示，該中心沒有賣公仔籌款，而
籌款之類的慈善活動一定會向社
署申請。她又提醒合資格的籌款
機構，會在捐款箱貼上公開籌款

許可證，並提供有關機構的電話
作查詢。此外，她又透露曾遇自
稱聾啞的人士十分可疑，感覺他
們並不識打手語， 「見到我識打
手語就好怕，馬上走。」 她又指
曾向有關人士查詢所屬機構，對
方即倉皇逃走。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總幹事
張漢華表示，於網上有留意有關
新聞。他又指合資格的慈善機構
如作公開募捐或籌款，需先向社
署申請公開籌款許可證。

揭穿騙局

▲ 「公仔幫」 成員近日頻頻於熟
食檔出沒，向食客推銷。

日前晚上，忙碌了一整天的記者，難
得在沙田博康邨熟食檔大快朵頤，正享受熱
騰騰的炒麵時，一名陌生女子輕拍記者膊
頭，並指着手上一張印有 「善心助聾人」 、
「殘疾人士」 及 「支持自力更生」 等字眼的
過膠白紙，要求幫助聾啞人士。該女子又拿
着十多個公仔鎖匙扣推銷，每個售價為20
元。當記者向她查詢所屬機構時，她只不斷
指着 「聾人」 二字，意指難以聽到記者所
言，只着記者捐助。

該女子纏擾一會，感到記者沒有興
趣，就到鄰枱向食客兜售。記者見到有食客
沒有拒絕，她便快速從背囊中取出不同款式
鎖匙扣，讓食客選擇。在短短10分鐘內，
記者目擊一男子因不勝其擾，奉上20元卻
沒取走鎖匙扣，而另一名女食客則購買2個

鎖匙扣，並付上100元。

死纏爛打得手公園數銀紙
另一晚，記者目擊兩名 「聾啞公仔

幫」 男子在博康邨熟食檔 「搵食」 ，他們逗
留近半小時後，乘小巴前往同區水泉澳邨商
場。下車後，兩人到便利店購買食物，並在
商場外公園坐下進食。稍後，其中一名男子
從隨身手袋裏掏出大疊紙幣，點算良久，並
用橡皮筋把紙幣紮好。記者觀察所見，那些
紙幣應是當日籌募的 「善款」 ，可見收穫甚
豐，及後二人在水泉澳邨商場內失去蹤影。

議員：設簡易平台查詢籌款真偽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近期不時接

獲市民反映，有聾啞人士在街上籌款及義

賣，並質疑該些人士的身份，她提醒市民任
何機構籌款，必須獲得政府慈善機構的註
冊，並需向社署申請許可證。她認為政府應
要加強提醒及規管之餘，建議設立一個平
台，讓市民輕易查到有關籌款活動的真偽。

食環署證實，於去年10月至12月未有
接獲聾啞人士慈善機構於公眾地方進行售賣
物品形式籌款活動的申請或投訴。社署發言
人表示，該署過往3個月（即去年10月至12
月）沒有接獲相關籌款活動的 「公開籌款許
可證」 申請。

根據法例，任何人士為慈善用途在公
眾地方組織、參與或提供設備以進行任何籌
款，或售賣徽章、紀念品等，必須取得社署署
長發出的「公開籌款許可證」。市民遇有懷疑
的街頭募捐，應要求有關機構出示許可證。

▲有食客不堪 「公仔幫」 滋擾，掏
出20元鈔票打發對方。

「聾啞公仔幫」 死灰復燃！以
往有自認聾啞人士於街頭兜售物
品，疫情期間曾一度沉寂，惟近期
又再度活躍，多區都有市民舉報，
「聾啞公仔幫」 拿着多個公仔鎖匙

扣向途人兜售，甚至以自力更生為藉
口要求途人捐助。有市民不勝其擾，買下鎖匙扣之餘，
同時奉上金錢以打發他們。大公報記者更直擊 「聾啞公
仔幫」 成員在公園內，即場點算當日 「收益」 。

有聾啞團體成員表示有關人士做法可疑，直指 「我
們上前打手語，他們即時走開！」 質疑是假扮聾啞人
士，欺騙別人愛心，而且出售鎖匙扣屬無牌小販，亦涉
非法募捐。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應設立簡易平台，可
以便捷查詢有關募捐是否合法。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

▲2023年10月至12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
率，維持2.9%。

新聞
追蹤

▲工聯會調查顯示，逾七成受訪者認同 「加人工、增
福利」 能刺激就業。

2024年1月19日 星期五A7 港 聞

控方在庭上展示張劍虹與黎智英於
2019年至2021年期間的即時通訊軟件對
話紀錄。其中一段張向黎匯報有關
NBA轉播權事宜，黎回覆： 「劍虹，
我剛見完蔡英文回來途中，到辦公室
再談。」

轉述前美駐港澳總領事意思
控方又展示黎於2019年3月向張轉

發一張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與時任美
國副總統彭斯會面的相片，表示是重大
新聞，吩咐他要用有關新聞 「做到最大
效果」 ，張回覆指 「收到」 。張劍虹亦
確認，黎智英向他轉述，這亦是前美國
駐港澳總領事郭明瀚（2005年至2008

年在職）的意思。庭上展示了黎引述郭
明瀚的信息，內容提及陳方安生 「相當
關注《逃犯條例》，充分認識到擊敗它
的需要」 。

黎指外國讀者訂閱幫助大
新聞最終刊登在《蘋果日報》頭

條。張劍虹指，他與總編輯羅偉光商討
達到 「最大效果」 ，即在新聞上 「做到
最盡」 的方式，如採訪陳方安生及隨行
人士，取得更多她與彭斯會面的內容；
又把報道置在網頁和手機程序的 「焦
點」 一欄，確保不會被其他新聞掩蓋，
並向用戶推送。

控方提到，《蘋果》於2020年5月

推出英文版。張劍虹表示，黎智英主動
要求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 「好心
急」 要其面世。黎曾稱，外國讀者訂閱
支持，會給《蘋果》很大幫助，以及
能夠讓《蘋果》走向美國，希望美國
讀者成為《蘋果》同美國政治的槓
桿。

黎訂下原則寫手要「偏黃」
張劍虹補充，《蘋果》英文版的文

章部分是由中文版挑選翻譯成英文，部
分是由寫手寫作。黎訂下挑選文章的原
則和框架，即寫手要 「偏黃」 、 「唔要
Pro China（支持中國）」 的文章。張理
解，即是要有關 「抗爭、逆權、制

裁」 ，以及反對中央及特區政府。黎不
會自己挑選文章，而是由前《蘋果》
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根據黎的準

則選擇。
案件今日續審，張劍虹將繼續作

供，接受控方訊問。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旗下三
間公司涉嫌勾結外國勢力，違反香
港國安法，案件昨日在西九龍法院

大樓進行第12日聆訊。控方繼續傳召從犯證人、壹傳媒
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出庭作供。

張劍虹供稱，黎曾引述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郭明瀚
意思，要用陳方安生與彭斯會面的新聞 「做到最大效
果」 。《蘋果》推出英文版時，黎定下挑選文章的準
則，要 「偏黃」 ，不要支持中國的文章。

黎智英指示《蘋果》英文版反中亂港
張劍虹：陳方安生與彭斯會面新聞 黎要求做到最大效果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責任編輯：田 基 美術編輯：李中輝 程月清

▲黎智英指示成立《蘋果》英文版，要求內容 「偏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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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