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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特區政府控制疫情、援助工友、盡
早清零、盡早放寬通關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在現屆特區政府任期內通過取消強積金
對沖的法案

◆敦促特區政府改善香港職安健監察效

率，本年內完成修訂職安健最高罰則
◆跟進政府架構改組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建議特區政府分隔私人房屋及資助房屋
市場

◆促請特區政府設立減貧指標、確立減貧

策略
◆建議特區政府把支援服務擴展至大灣
區，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促請特區政府加快創科發展，盡快推進
「北部都會區」發展

振
林
昇
：：
服務基層勞工服務基層勞工
爭恒常失業金爭恒常失業金

◆林振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振昇小資料

學歷及專業資格：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文學士
◆香港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PA）
職業：工會工作者
社會職務：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
◆香港文職人員總會理事長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和資歷架構督導委員
會成員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委員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非執行董事
◆僱員再培訓局委員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觀察員
◆香港旅遊業議會導遊及領隊審核委員會
委員

抗疫金「對症下藥」特惠貸款倡延長

◆林振昇建議，特區政府應將補助資源集中到有需要的行業，比如直接補貼援助禁晚
市堂食的食肆及需要關閉的表列處所中受影響的員工。 資料圖片

疫情未見緩和，香港特區政府防疫措施
持續，林振昇了解到不少打工仔，例如酒
樓的廚師及兼職工都擔憂自己收入不穩
定，「有工友說，無工開這段時間自己放
緊年假，並不確定年假後是否有工開，或
者要放無薪假。」
面對該行業現狀，林振昇建議特區政府
將補助資源集中到有需要的行業，比如直
接補貼援助禁晚市堂食的食肆及需要關閉
的表列處所中受影響的員工，而毋須像兩
年前的「保就業」計劃般，給所有僱主提
供財政支援。同時，他希望特區政府繼續
延長「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幫助工友解燃眉之急。
疫情已令香港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加

上互聯網科技，外賣送餐平台在香港快速
發展，這為餐飲行業注入了發展新動力。
去年9月，有報道指一間香港外賣平台統
計顯示，疫情後登記成為外賣送餐員的人
數較疫情前增加1.5倍。

研外賣員基本保障
林振昇表示，外賣送餐員不屬於送餐

平台公司的正式僱員，這些通過私人商
務合同提供服務而不受僱傭條約保障的
外賣員並不受勞工法例保障。面對疫情
下不斷擴大的外賣送餐員人數，他認為
特區政府應提前研究外賣送餐員的基本
保障，例如由政府為他們提供工傷保障
等。

◆◆林振昇認為林振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能為香港青年的發展打開粵港澳大灣區能為香港青年的發展打開
更大市場更大市場。。圖為港珠澳大橋圖為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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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悅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禮士）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述他們本年度立法會的十
大工作目標，冀推動特區政府落實，包括促請特
區政府控制疫情，盡早促使兩地放寬通關，並援
助工友，及考慮派發一萬元消費券以刺激經濟；
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法案立即上馬，並盡早落實
等。
工聯會副會長麥美娟表示，控制疫情、盡快恢復

正常通關是「最優先的事項」，直言市民不希望等
到下任特首上任才恢復正常通關，強調特區政府必
須堵塞輸入漏洞、加強防控措施、擴大「疫苗氣
泡」，並加強對受防疫措施影響的行業及需要直接
支援受影響的工友。工聯會亦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
派發一萬元消費券以刺激經濟及維持熱度。

促政府為低收入僱員代供強積金
作為為打工仔發聲的政黨，工聯會亦要求取消強

積金對沖的法案必須在本屆政府完結前通過。雖然

本年度第一條遞交立法會的條例草案就是取消強積
金對沖，然而實際上方案要在2025年「積金易」
平台全面運作時才能落實，極不理想。工聯會將爭
取提早方案落實的時間，並要求特區政府為低收入
僱員代供強積金。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則談到工聯會有關土地供應方

面的建議，指香港公屋供應嚴重短缺，公屋最新輪
候時間長達5.9年，為22年新高，特區政府必須繼
續覓地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以達至「3年上樓」的
承諾。

他指，短期措施應增加市區過渡房屋，例如利用
入住率不高的賓館、酒店作為過渡性房屋。同時，
由於現時資助房屋炒風熾熱，他建議以「房住不
炒」為標準，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將私人房屋及資
助房屋市場分隔，日後所有公營資助房屋，不容許
補地價和於私人房屋市場出售，只能轉售予其他合
資格人士以壓抑炒風。
工聯會還提到要改善香港職安健監察效率，在本

年內完成修訂職安健最高罰則，設立減貧指標、確
立減貧策略等，全方位顧及廣大市民的福祉。

工聯議員訂十大目標 首要控疫復常通關

◆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述他
們本年度立法會的十大工作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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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基層勞工服務

的人工不是很高，但可以

貢獻社會，可以幫助很多

人，很有意義。」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港九勞工社團

聯會主席林振昇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自己一開始

是想當教師，但在加入勞聯後受工會前輩啟發，也見證着最低

工資對基層市民的幫助，逐漸將服務基層勞工視為終身事業。

是次晉身立法會，他期望今屆任期內能推動特區政府制訂恒常

的失業援助制度，並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藍圖等，以長遠

紓解困擾香港多年的房屋、就業及貧窮問題。

林振昇200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隨後修讀教育文憑，當
教師似乎是他「理所當然」的出路，但加入勞聯任勞聯僱員進修

中心助理主任，成為他從此投身工會服務的關鍵節點。
他說，自己一開始加入勞聯時是負責管理及營辦再培訓課程，撰寫課
程大綱，也是教育相關的事，「起初沒有特別抱負理念，但其後在參與
舉辦家務助理等一個個再培訓課程中，見證着很多基層人士、中年婦女
成功通過課程學到一技之長，獲證書認可，找到工作，自力更生，令我
體會到工會服務別具意義。」
林振昇說，當時工會一些前輩亦會以身作則，向他傳承要無私、不求利
益關顧基層勞工的服務精神，「有一位70多歲的工會老前輩就試過帶着我
走7層樓梯慰問一位居住在旺角唐樓的飲食業工傷工友，印象很深刻。」
2008年後，林振昇開始參與勞聯的政策倡議工作，並於2010年及
2011年經歷了工會參與推動最低工資的立法及實施，令廣大打工仔受
惠，使他振奮的同時，更堅定了他致力服務基層勞工的決心，「那時工
會曾不斷遭到反對制訂最低工資的人指罵，聲稱立法會造成大量公司倒
閉，失業率大幅上升，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他堅信事在人為，定要
繼續為打工仔發聲，爭取合理權益。
不過，最低工資似乎已是這十多年香港勞工權益發展最大的里程碑，
再數下去就是3日侍產假及延長產假，但對一眾打工仔而言，只是聊勝
於無。
林振昇認為，立法會多年來的政治爭拗令到完善勞工政策的工作難以
推動，慶幸中央先後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令立法會成功擺脫亂象，可以重新聚焦民生，更在去年落實了多項讓全
港打工仔受惠的德政，包括逐步將勞工假與銀行假看齊、推出百分百擔
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助疫下失業工友周轉等。
正如社會對新一屆立法會充滿期望，新任議員的抱負亦不止於此。
林振昇強調，特區政府在新時代下絕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有必要盡快在新一屆立法會任期內制訂完善的恒常失業援助制
度，包括改革現行的「失業綜援」制度、延續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
款計劃等，讓各行各業打工仔日後就算偶爾遇到疫情等經濟不景情
況，都能應付基本生計。他亦相信，新一屆立法會的組成涵蓋各界精
英，定能推動特區政府良政善治，大有可為。

完善「北都區」發展藍圖
談到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林振昇認
為，「北部都會區」發展除了能創造數以十萬計的就業機會，更能供應
大量公營房屋，紓緩「無殼蝸牛」的租金壓力，是香港長遠能否一併紓
解房屋、就業、貧窮等深層次問題的關鍵，故他未來在議會的使命之
一，就是認真監督特區政府有效落實及逐步細緻地完善有關「北部都會
區」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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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越來越認同，要迎來更大發
展，就必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林振昇認
為，在這一過程中，香港除了要有明確的
定位外，更要提前做好人才培養規劃，不
僅為相關行業發展提供持續動力，亦能令
更多人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個人發
展機遇。
林振昇表示，香港在配合國家「碳中

和」目標的路線上，特區政府須明確政
策落地須有相應的人才培養計劃。
他說，特區政府計劃在2050年前達至

「碳中和」，亦規劃在2035年或之前停
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內地則有2060年
「碳中和」的目標，如此一來，兩地面
對電動車增加、燃油車減少的情況，對
電動車設計、維修等行業相關人才的需
求勢必增加，電動車的配套服務行業需
要培養更多人才，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從
人才培養上配合國家及香港「碳中和」
目標的達成。

為港青提供灣區資訊
粵港澳大灣區為區內人才流動和共享創

造更有利條件，亦為香港青年的發展打開
更大市場。林振昇表示，香港青年有機會
與整個大灣區內的8,000多萬人口開展業
務，特區政府應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資訊
支援，包括介紹內地營商文化，同時他建
議內地及香港的教育部門能共同研究資格
互認，從制度上為有專業資格的求職者提
供兩地工作的方便，讓兩地在經濟、人才
上有更多流動與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