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育寧：中資企與港各界和衷共濟
參與計劃的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傅育寧（見圖）在昨日記者會上表
示，去年的黑暴令零售業界大受影響，
不少企業被迫暫停營業，中資企業亦身
受其害，他透露集團在香港的零售業務

淨利潤按年倒退逾30%，但駐港中資公
司作為香港經濟及社會組成部分，定會
與市民共渡難關，不會因短暫困難而裁
員。
他強調，團結一致、戰勝困難才是共

贏曙光的可靠保障，中資企業會秉持
「扎根香港、服務香港」精神，與香港
各界和衷共濟。 集團同時亦已採取迅速
行動應對疫情，包括捐款及提供防疫物
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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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員工如家人 無計劃減薪
政府統計處上星期公佈最新零售業銷貨額臨時統

計數字，今年首季的零售業銷貨量按年下跌
36.9%，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季跌幅，政府並預
期零售業的經營環境短期內依然會十分困難。面對
零售寒冬，裕華國貨視員工如家人，除了參加「同
心抗疫不裁員計劃」承諾不裁員外，更表明無計劃
要求員工減薪或要他們放無薪假，期望可以與員工
一同走出現時的困境。

嘆網店難彌補生意損失
裕華國貨的總店位於佐敦，鄰近去年11月曾
被黑衣魔佔領的理工大學。該公司董事總監余偉
傑（見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為保障

員工安全，總店當時曾被迫暫停營業，損失近四
成的銷售額。
暴力衝擊之後，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市民的
生活習慣出現改變，亦令零售業的經營環境再度
陷入困難，余偉傑表示，「市民改用網上購物，
但很多公司都未準備好，因而受到影響，我的公
司雖然在兩、三年前開始發展網店，其間生意雖
然有顯著升幅，但仍不能彌補實體店的生意損
失。」
他補充，消費者大多只會在網店購買日常用品，

購買冬蟲草及藥材貴價貨仍然傾向先摸過、看過才
買，故實體店人流減少亦令一些因一時衝動購買奢
侈品的客人減少。

銷售額雖然大減，但裕華國貨仍承諾在疫情下不
會裁員，余偉傑表示，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可以保
持業界的現金流，對他們而言是「及時雨」，並直
言自己的父親等長輩多年來一向視員工為家人，除
非員工作出違法如「穿櫃桶底」等行為，否則絕少
炒人，所以今次亦決定延續這個傳統，希望可以與
所有員工一同渡過難關。
余偉傑又指，近日的疫情回穩為零售業帶來曙

光，現時雖然仍然未有旅客訪港，但生意已經有
明顯好轉，除非之後疫情再次大規模爆發，令零
售業界又陷入另一次困境，否則不會劃減薪或要
員工放無薪假，但今年花紅則未必有着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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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簽名承諾。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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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摧毀香港的經濟基調，加上「世紀疫症」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成為壓垮香港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今年首季的GDP

按年實質跌幅高達8.9%，是1974年有記錄以來的最大跌幅。經濟陷入冰河時期，僱主經營環境艱巨，但「香港再出發大聯

盟」發起的「同心抗疫不裁員」行動反應極踴躍，推出短短8天至10天間，已經有逾4,000家中資企業及約200間本地公司參

與，承諾不裁員與僱員共度時艱，涉及數以十萬計從事金融、保險、旅遊、零售等不同界別的打工仔。

今年首季的失業率升至4.2%，較對上一季急
升0.5個百分點，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和梁振英牽頭成立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發起
「 同心抗疫不裁員」行動，並在短短的8至10天
內獲4,000間中資企業及約200間本地企業承諾在
疫情期間保住員工「飯碗」。
逾4,200間參與「同心抗疫不裁員」行動的企

業，包括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團、
中國旅遊集團、中國太平保險集團、中國銀行
（香港）、中國生物製藥、寶星行工藝品首飾及
新華集團等約50間參與計劃的公司負責人昨日代
表出席了計劃的記者會，即場簽署不裁員的承諾
書。

吳秋北：展獅子山互助精神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仍在統計涉及的僱員人

數，但估計單是華潤和中銀兩間公司，涉及的員工
數目已經超過10萬人，大聯盟勞工界發起人之一的
吳秋北表示，香港實際的失業率可能比官方公佈數
字還要高，並透露有打工仔目前可能因為收入大減
而要靠借貸度日，故感謝有商界與打工仔共度時
艱，「危難時自保是自然反應，但自保之餘還能伸
出援手，體現出團體互助的獅子山精神。」

炒少一個人 競爭免加劇
他續說，企業不裁員不單能保住一名員工的

「飯碗」，亦減少一人在市場上競爭工作職位，
炒少一人可解決兩個工作崗位的問題，呼籲更多
有能力的企業響應行動，相信只要企業與員工同
心協力，人人安居樂業，香港定能再創繁榮。

施榮懷：顯示企業社會承擔
「大聯盟」副秘書長施榮懷認為，不裁員與是

否領取政府「保就業」的資助並無衝突，至於是
否減薪應由企業因應個別情況作決定，「他們
（參與企業）正在流血，但都願意和員工共渡時
艱，所以走這一步、作這個決定，亦都充分顯示
出企業對社會的承擔。員工可繼續在機構工作，
等企業復原是最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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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惠貞（見圖）
參與了不裁員聯署。她指出，如今紡織業受到重
創，自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蔓延後，很多出口往
美國、歐洲的訂單都被退單或「Cut單」，公司
利潤至少下降三四成，但今年初至今，公司完全
沒有減薪，並申請了政府「保就業」補貼，承諾
在疫情期間不會裁員。

王惠貞直言，雖然許多工商界人士面臨經營困
難，不過，他們非常團結，這次大聯盟的不裁員
聯署，也是傳遞這樣的正能量。
兼任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和九龍社團聯會理

事長的王惠貞續說，今年香港面臨如此情況，計
劃把商會每年都有的大學生暑期實習計劃申請
人，放寬至所有畢業生，希望能與不同的企業合

作，集結商會和地區力量，為畢業生提供6個
月，甚至更長的實習機會，以及一些包含津貼的
培訓計劃，以免學生面臨「一畢業就面臨失業」
的境況。
她相信疫情過後，這些實習經驗也會讓畢業生

在找工作時更有優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王惠貞：傳正能量助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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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
英任總召集人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旨在凝結各界力量，協
助香港擺脫黑暴和疫情陰霾。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歡迎大聯
盟協助僱主不裁員，及為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她個人和特
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大聯盟的工作。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自己同意大聯盟日前
發表的《共同宣言》的每一個字，尤其是它提到面對現時的嚴峻局
面，香港人應該意識到香港不能夠再這樣下去，所以必須重新出
發，無論在重振經濟、改善民生、堅守「一國兩制」、重視法治，
都要重新再出發。
她特別提到，樂見大聯盟上周在各區派發共1,000萬個口罩，並

支持更多團體動員更多民間力量提供更多口罩，特別是協助弱勢社
群，又歡迎大聯盟協助僱主不裁員，及為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機
會，因其目標與政府「保就業」的精神吻合，是解決目前經濟困境
的「額外力量」。

全力支持「大聯盟」工作
林鄭月娥還表示，大聯盟是民間組織，應由民間主導和民間來
籌劃，特區政府不會參與，但無論她個人或特區政府都全力支
持，若大聯盟有工作需要特區政府給予意見，他們亦很樂意。
另外，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已投放約3,000億元協助企業和僱員

應對疫情衝擊，有信心遏止失業浪潮，惟企業主要成本來自租
金，故她期望大聯盟協助呼籲業主減租，與商戶共度時艱。 大聯
盟副秘書長施榮懷稍後回應說，不同商場的情況不一，是否減租
應留待業主與商戶自行商議，並認為現階段最重要應該是吸引更
多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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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見
圖）是香港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的首席合
夥人，其公司也參與了昨日不裁員的聯署。他
指出，律師、會計師等專業服務業近期生意大
跌五六成，其公司亦有每周一天無薪假的安
排。
不過，他仍希望藉今次行動呼籲更多僱主於
能力範圍下，盡量照顧員工，而公司同事亦對
有關安排表示理解和支持。

黃英豪說，如今律師、會計師等專業服務業
都收入大跌，尤其今年上半年股票上市不多、
房地產成交宗數下降，許多跨境的收購、合併
都不能進行，律師樓的生意已經下跌了五六
成。其公司也要求員工每周放一天無薪假，員
工亦表示理解和支持。

多行零收入 籲盡力照顧員工
他強調，旅遊、航空、零售、酒店，甚至演

藝界等許多行業如今都是零收入，但他們仍承
諾在疫情期間不裁員，實屬非常難得，希望能
通過這些僱主的實際行動，呼籲更多僱主於能
力範圍下，盡量照顧員工。
黃英豪認為，在GDP收縮時，商場和寫字樓

租金和居民的生活開銷也會相應減低，加上特
區政府的補助，相信適當的減薪或無薪假，不
會對企業和員工造成太大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黃英豪盼勞資攜手渡難關 姚思榮盼疫後重振旅業
世界各地因應疫情都實施了嚴謹的出入境限制，

防止出現境外輸入個案令疫情惡化，旅遊業因而首
當其衝，本身是香港中國旅行社董事長的旅遊界立
法會議員姚思榮（見圖、資料圖片）透露，不少旅
行社現時都是零收入，但他所屬的中旅社已承諾不
裁員，期望可以向業界帶出正面信息，共同保住員
工「飯碗」，待疫情過去再次接待旅客。
特區政府於今年2月初已開始對赴內地的人作出入

境限制，旅行社要取消前往內地的旅行團，之後隨疫
情發展，多個國家及地區陸續禁止港人入境，其後政
府又要求所有入境者強制檢疫14天，加上「限聚

令」的規定，旅行社連本地遊也無法舉辦，在過去數
個月近乎零收入。
姚思榮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旅遊業界早於去年6

月因爆發修例風波而面對困難，「入境團已經受影
響長達11個月，去年的出境團亦因為示威損害經
濟，令市民消費意慾下降而減少10%至20%。」
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有措施支援旅遊業界，姚思
榮亦同意措施有助減輕業界所面臨的壓力，但在業
界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仍有不少成本需要支付，故
有旅行社情願不領政府補助而選擇裁員，以保留資
金提升營運的靈活性。

他承認，中旅社今次決定承諾不裁員絕對是不容易
的決定，「大型旅行社有更多不同的開支，今次承諾
不裁員是想負上企業社會責任，並向業界帶出正面信
息，希望其他旅行社亦響應行動。」

倡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姚思榮又表示，鄰近的澳門、深圳及珠海等城市
疫情亦有受控跡象，建議政府可以與一些長時間沒
有感染個案的城市商討「旅遊氣泡」計劃，在不威
脅公共衛生的前提下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令旅遊
業界可以重新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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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華集團主席蔡冠
深（見圖）承諾在疫情期
間絕不裁員。他在昨日記
者會上致辭時表示，員工
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如
今僱主更要珍惜員工，盡
全力保住員工的飯碗，勞
資雙方和衷共濟，才能應
對逆境。
他指出，新冠肺炎全球

蔓延，給香港經濟帶來挑
戰，無論是跨國企業還是
小商戶，近期都面臨困
境，勞工市場亦遭受巨大
衝擊，今年1月至3月失業
率達4.2%，未來可能進一
步上升，影響成千上萬個
家庭。工商界在疫情下為
「保就業」出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新華集團
一定堅守承諾，不會在困
難時刻離棄員工，絕不裁
員。
蔡冠深直言，香港人最珍

惜的是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
神，香港經歷了許多困難，
但也創造了一次次輝煌，只
要香港人團結一致，以專業
敬業的精神、不屈的勇氣去
迎接困難，一定可以在疫情
過後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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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舉行舉行「「同心抗疫不裁同心抗疫不裁
員員」」發佈會發佈會，，多家企業代表出席多家企業代表出席，，賓主合照賓主合照。。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她個人和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大聯盟的工作她個人和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大聯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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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聯署的徐莉（見圖）
是南海航空貨運（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長。她透露，由
於內地在今年二月至四月停
工停產，運輸需求減少，公
司的生意已經下跌七、八
成，但她仍然承諾今年年內
不裁員、不減薪。
徐莉說，裁掉一個員工，

其實會影響一整個家庭，很
多僱員都需要供樓，供養子
女和父母，就算減1,000元人
工，僱員都可能會因此減少
與家人聚餐，無處釋放壓
力，更可能產生連鎖反應。
她坦言，打工仔都非常辛

苦，作為僱主，實在不想給
僱員增加壓力。該公司已經
申請了特區政府「保就業」
計劃的資助，以渡過難關。

為員工培訓發展潛能
徐莉透露，此前公司同事

需要經常到全球各地出差，
但如今受疫情影響，在香港
的時間增加，公司已經為員
工提供專業技能和管理能力
的培訓，讓員工有機會不斷
充實自己，未來發揮更大潛
力。
如今香港每個僱主都面臨

極大的困難，徐莉認為，
「同心抗疫不裁員」的聯署
就是讓港人知道，僱主有心
與僱員共度時艱，大家同坐
一條船，共登一座山，相信
車到山前必有路，並強調香
港始終是福地，經歷了許多
挫折都能恢復繁榮，相信這
次只要僱主和僱員一起努
力，香港經濟一定可以再次
騰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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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助商界經濟復甦
參加了不裁員聯署的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

勁（見圖）指出，大批僱主在經濟困難時期承諾不裁員，傳遞
了正面信息，為整個社會帶來了經濟復甦的希望。
他表示，進出口界現仍遇到諸多經營困難，受疫情影響，商

貿活動既「出不去」又「進不來」，一些在內地設廠的企業
家，至今已數個月無法穿梭兩地，生意損失慘重，很多企業甚
至已經陷入停頓。
不過，在中出的會員企業中，有不少都參與了不裁員聯署，商會

也呼籲有條件的企業能勇敢承擔社會責任，與僱員一起撐下去，長
遠來講，留住僱員對整個商界和恢復全港經濟都有幫助。
陳勁強調，中出的會員企業都非常支持不裁員的行動，而特

區政府的「保就業」資助，對僱主來說亦是雪中送炭，希望疫
情過後，香港社會能維持和平穩定，否則會令經濟雪上加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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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裁高迎欣簽名承諾。 中通社■左起：蔡冠深、施榮懷、傅育寧

■■「「大聯盟大聯盟」」表示表示，，有逾有逾44,,000000家中資企家中資企
業及約業及約200200間本地公司參與承諾不裁員間本地公司參與承諾不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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