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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

失業率飆至5.4% 逾20萬人無工開
餐飲業就業人口跌穿20萬 羅致光：勞工市場未來數月或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青北上發展
最想從事文創金融科創

◆ 《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就業競爭力》研究報告指出，
事業發展機會與市場規模最吸引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衝擊就業市場下，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向失業逾

30天的人發放一萬元。不過，工聯會調查
發現，逾四成失業者的申請被

拒，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申請
者只是開工不足而非徹

底失業、難以證明失業逾一個月等，工聯會近期亦收到近
450宗相關求助個案。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兌現寬鬆處理的
承諾，將未能成功申請的個案重新審批，同時增設高效透明
的上訴機制。

63%受訪者就業情況未改善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本月7日至16日期間進行有關該計劃

的網上問卷調查，成功訪問328名申請者，當中逾40%申
請失敗，被拒原因以「未有失業，但開工不足」最多
（29%），其次為「申請所需的證明文件不足」（23%）；
「申請手續繁瑣」（23%）；「失業少於30天」（15%）等。
未獲批的申請者中，有逾五成人曾致電計劃的熱線電話查
詢，其中21%人表示熱線無人接聽；有21%人成功打通，
但職員未能解答其質問。問卷顯示第五波疫情對打工仔的
衝擊仍未結束，有63%受訪者的就業情況仍未改善。
至於如何優化計劃，較多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支援開工

不足的人（69%）、延長資助期（48%），其次為
「縮短需失業不少於30天的要求」（38%），以及
增設透明高效的上訴機制（35%）等。

逾四成失業者申支援被拒 工聯會促設上訴機制

◆工聯會促請政府兌現寬鬆處理的承諾，將未能成功申請
的個案重新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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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香港第五波疫

情令一眾打工仔情令一眾打工仔

冇工開冇工開，，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

22 月 至月 至 44 月 最 新 失 業 率 飆 升 至月 最 新 失 業 率 飆 升 至

55..44%%，，較較11月至月至33月的月的55%%上升上升00..44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是是1010個月以來的高位個月以來的高位，，超過超過

2020..66萬人加入萬人加入「「失業大軍失業大軍」。」。其中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為重災區之一餐飲服務活動業為重災區之一，，失業失業

率升至率升至1212..99%%。。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今年首季餐飲業營業額今年首季餐飲業營業額

僅僅150150億元億元，，業界的就業人口跌穿業界的就業人口跌穿2020萬大關萬大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則

預期預期，，隨着疫情減退及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隨着疫情減退及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加上新一輪消費券計劃加上新一輪消費券計劃，，

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或有所改善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或有所改善。。不過不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向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文匯報表示，，料下一輪失業率仍會高企料下一輪失業率仍會高企，，縱使疫情放緩令巿道好轉縱使疫情放緩令巿道好轉，，失業失業

人士覓職需時人士覓職需時，，期望特區政府再推出新一輪期望特區政府再推出新一輪「「臨時失業支援計劃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及加強及加強

就業支援服務就業支援服務，，協助失業人士渡過難關協助失業人士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由於新冠疫情
關係，我已有幾個
月無工開，有時要
向 朋 友 借 錢 交
租。」新來港的徐
女士與丈夫離婚後

租住床位，其床位月租2,000元，試
過窮得連租金也未能繳交，要向朋
友借錢度日。她以往靠上門為客戶
打掃清潔維生，新冠疫情下卻失去
此收入來源，「我本身都是靠朋友
介紹上門做清潔，但沒有辦法，疫
情嚴重，人家也不敢再請人上門清
潔。」
她表示，一直有四處搵工，惟本身

廣東話欠佳而影響求職，「我自己聽
廣東話沒有問題，但講就不是很好，
人家聽不明白，溝通有困難，求職亦
受影響。」她直言自己有氣有力不想
申領綜援，「希望能夠找到工作，不
想要政府援助。」不過，礙於語言障
礙，她仍未敢到勞工處登記求職，怕
廣東話不靈光沒有適合工作配對。

疫下跨境航運停 領班失業做炒散
從事跨境航運20多年的陳先生，原

本在船公司當客艙服務領班，月入逾3
萬元，惟2020年香港出現疫情，港澳
客運服務停航，他最終被迫離開原
職，「2020年停航後至2021年2月期
間，仍可以留在公司做其他工作，但
一直停航，最後被裁員。當時部門經
理問過如果恢復正常通關，會不會回
去做？我當然想做回老本行，而當時

也想不到至今仍然未復航，有些船隻都已
『劏』了，估計都難返去做。」
他失業後靠打散工維生，「喺食肆『炒散』
（任職散工），每晚650元薪酬，就算返到廿
幾天，最多都只有1.5萬元收入，較以往少了
超過一半。」他育有一名仍在求學階段的兒
子，又要供樓，家庭開支大，「自己都有些積
蓄，離職時領了公積金，而妻子亦在醫院做病
房服務助理，仍可維持家計。但都要慳住使，
沒有什麽娛樂可言。」
不過，第五波疫情2月來襲後，特區政府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限制堂食，陳先生亦失
去晚上的散工工作，而他其後轉為當住宅保
安員，「都只係散工，我希望搵到一份長
工，有固定收入，但做了航運廿多年才轉
行，競爭力低，要搵長工會有難困，但希望
現時做保安累積經驗後，有機會轉為長
工。」他亦希望勞工處舉辦多些招聘會，提
供多些搵工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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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行業未能復常
新創職位空缺有限

失業率攀至10個月以來高位，大和資本市場
首席經濟師賴志文分析，香港就業情況受多項
不利因素影響，而最困擾的是香港至今未能恢
復與內地正常通關，令大量行業未能復常，新
創的職位空缺有限，「即使特區政府進行第二
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本港仍未（正常）

通關，通脹壓力升溫，以及未能判斷聯儲局何時結束收緊貨幣政
策周期，難以預測失業率何時回落。」

顏汶羽倡設6個月失援金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為，雖特區政府

因應疫情緩和，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零售、旅遊、酒店等
行業仍然乏力，失業情況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改善，故政府有必要
加推失業支援措施。
他並關注到開工不足的僱員，希望特區政府延長放寬職津計劃
的非單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一年，又建議政府增設「臨時開工不
足支援」計劃，向每月總工時介乎0小時至72小時的開工不足人
士提供一次性的財政支援，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顏汶羽又期望特區政府重視本港的失業問題，設立為期6個月

的「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每月發放6,000元補助；研究設
立長遠的「失業援助制度」，延長放寬「在職家庭津貼」工時非
單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一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超過20.6萬人加入「失業大軍」，餐飲服務活動業為重災區之一。圖為
食肆在疫下苦苦支撐營業。 資料圖片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2月至4月最新失業數
字，失業人口增加 17,600 人，即共

206,100人失業。除失業率攀升外，2月至4月
的就業不足率亦升至3.8%，較1月至3月時增
加了0.7個百分點。按行業分析，餐飲服務活動
業的失業率上升1.9個百分點達12.9%；零售業
失業率則上升0.6個百分點至8.3%。
其他大多數行業的失業率也上升，尤其是樓
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失業率增加了2.4個百
分點，高達15.8%，為各行業之冠；建造業、
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製造業，以及運輸業，
失業率則分別達8.7%、7.5%、6.1%及5.7%，
均較整體失業率為高。
羅致光認為，2月至4月勞工市場雖惡化，惟
情況在期內較後時間隨着疫情減退和經濟活動
恢復已有所回穩，相信勞工市場未來數月會改
善。他表示，政府其他紓緩措施如「2022保就
業」計劃，亦有助改善經濟氣氛、支援企業和
保障員工就業，而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
況。

首季餐飲業營業額僅150億
黃家和昨日在有關餐飲業界發展的記者會上
則指，餐飲業界去年全年營業額僅約920億
元，較2018年疫情出現前的近1,200億元下跌
逾兩成，今年首季營業額更只有150億元。而
餐飲業界失業率高企，去年第三季就業人口較
2018年時已下跌15.6%，只有21.75萬人，而最
新數據顯示就業人數至今已跌穿20萬大關。

他表示，特區政府上月雖發放首期消費券，
唯只有15%流向餐飲業界，即使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但相信發放第二期消費券後亦只有25%
會流向餐飲業，惟仍希望政府盡早推出第二期
消費券。

陸頌雄倡再推「臨時失業支援」
失業率屬滯後指標，下一輪數據將涵蓋3月

疫情高峰期時的情況。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就算香港疫情現
正放緩，惟失業人士也未必即時覓得工作，相
信下次公布的失業率縱有回落，仍屬高位數
字，「其實仍有不少行業未復甦，如跨境航運
及民航業的失業情況未改善，此外多間方艙醫
院轉為備用，之前聘請的員工亦失去工作，希
望政府支援這班曾協助抗疫的人員就業。」
他期望，特區政府推出新一輪「臨時失業支
援計劃」，在失業人士成功覓職前提供援助，
而勞工處亦應舉辦更多招聘會及加強就業支援
服務，協助失業大軍重投勞工巿場。

勞工處下月辦網上招聘會
特區政府表示，勞工處將於6月7日及8日舉

辦「開創新天地網上招聘會」，超過50個僱主
參與，提供大量不同職位空缺，而該處2月至4
月平均每月錄得60,917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
缺，按年下跌15.9%，但較今年1月至3月的平
均數字上升2%，求職人士可使用勞工處網上平
台獲取空缺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大灣區機遇處處，愈
來愈多港青為擴闊視野，北望神州尋求發展機會。滙
豐與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昨日公布的《香港青年在大灣
區就業競爭力》研究報告指出，事業發展機會與市場
規模最吸引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文化及創
意、金融服務，以及科技與創新則為他們最想從事的
行業。不過，研究同時指出，70.9%受訪者認同港青不
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缺乏內地人脈網絡及要面對
內地的人才競爭，是他們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是次研究是於去年3月至12月期間，透過網上問卷
成功訪問了720名有意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本港各
大專院校三年級以上學生。結果顯示，79.7%受訪者認
同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的前景理想，但有70.9%
受訪者認為港青不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缺乏人脈
網絡、面對內地其他城市的人才競爭，以及缺乏對內

地法律制度的認識則為他們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逾半受訪者最想赴深圳打拚
研究並指，事業發展機會、市場規模及人脈網絡是

最吸引他們到內地發展的因素，薪酬只排第五位。眾
多城市之中，深圳（52.5%）是受訪者最想發展事業的
地方，其次為廣州（19.4%）。是次研究亦讓受訪者為
一些在大灣區具有競爭優勢的技能框架自評競爭力，
結果發現專業操守（8.38分）（最高10分）評分最
高，其次為普通話（8.04分）及靈活變通（7.78分），
數碼技能（6.17）則最低分。被問到會做什麼準備以把
握大灣區機遇時，63.9%受訪者表示會參加大灣區的工
作體驗計劃或實習，其次是了解自己感興趣的行業發
展（51.4%）。
是次研究亦訪問了26名曾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讀書、

就業或創業的青年，綜合他們意見指港青北上發展的
優勢在於具專業精神、擅於運用電腦軟件、具國際視
野、能靈活變通等，不足之處則在於對國情了解不
足、缺乏內地人脈網絡、拚勁稍遜、對廠房生產線認
識甚少及自學積極性不高等。
另有專家及僱主指出，大灣區人才競爭激烈，港青

只是區內企業招聘的目標對象之一，如要增加受聘機
會，需要提升專業實務能力，以及對大灣區的發展規
劃、相關政策及行業生態的認識。
青協建議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港青持開放心態看待

各地發展機遇，選擇適合個人事業發展的產業和城
市，並視內地工作為個人職涯；特區政府則應將大
灣區職涯發展概念融入中學生涯規劃，並與企業合
作安排更多學生參觀內地企業及增加他們到內地實
習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