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禁區紙無聲氣 車主白交泊車費
跨境私家車續期審批緩慢 汽車滯港須月花兩千元租車位

兩地全面復常通關以

來，跨境私家車的續牌申

請倍增。香港文匯報記者

日前到運輸署直擊現場人山人海，多名司

機反映俗稱「禁區紙」的「過境車輛封閉

道路通行證」審批緩慢，遞交申請一兩個

月仍無進展，汽車滯留香港。不少「雙城

生活」的跨境車車主等候審批期間，每月

額外花近兩千元在港租用車位安放汽車，

更影響其跨境生意業務。雖然運輸署職員

已於平日及周末加班工作、調配及增聘額

外人手等，但審批工作仍「大塞車」，至

今有約三千宗個案尚待處理，署方目標於

本月底前審批積壓的個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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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香港陸路客貨
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不似驗車等手續，「禁區紙」的審批
純粹是文書工作，故難以理解何以比「中檢」
的工作還要需時，且每宗申請也如石沉大海，
申請者無從得悉進度及預算審批時間，呼籲署
方加開電子申請渠道，同時考慮彈性處理申
請，例如發放臨時通行證，讓駕駛者在過渡期
內使用。

倡發臨時證添彈性
蔣志偉呼籲署方加快審批流程，並設立公開

透明平台為車主提供指引，「起碼要有公開信
息，讓申請者有心理準備，知道大概還需時多
久。」他還建議署方彈性處理、特事特辦，可
效仿「行街紙」通過簽發「臨時通行證」的方
式讓車輛可正常過境使用，「禁區紙」日後再
補。
運輸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過境

服務分組負責處理各陸路跨境口岸的「過境車
輛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申請，隨着兩地恢復
通關，署方收到的許可證申請數目顯著增加，
由1月平均每日300宗增加至2月最高每日約
800宗。同時，部分申請者未有提交齊全資
料，以致影響處理時間。

運輸署：已簡化程序調配人手
為加快處理申請，該署由2月17日起簡化申

請程序。申請人只要提交已填妥申請表，以及
由廣東省公安廳簽發的「批文」仍然有效，便
無需提交或核對其他文件，署方會盡快批出許
可證。
考慮到申請數目大幅增加，署方已由2月28
日起調整國際通行許可證（內地/澳門跨境車
輛）的處理時間，以靈活調配人手及資源，加
快處理積壓的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申請。

署方亦採取了連串措施，包括安排職員於平日及周末加
班工作、調配及增聘額外人手等，以提高處理能力，加快
審批許可證申請。由於申請數目在2月至3月期間急增，
因此處理時間無可避免地延長。目前，有關申請已回落至
每日約200宗，尚待處理的申請約有3,000宗，截至今年3
月31日，2.9萬架香港私家車領有「禁區紙」。職員會繼
續加班工作處理申請，目標是在本月底完成審批所有尚待
處理的申請。屆時，許可證申請大致可回復至五個工作天
內完成審批。
為進一步加快處理申請，該署將在今年第四季推行電子
化服務，申請人可透過電子方式遞交申請及支付許可證費
用，合資格申請人會獲發電子許可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物業管理發牌制度的3
年過渡期將於今年7月31日屆滿，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昨日估計全港約有730間公司和約1.2萬從業員須按
法例申領牌照，局方至今已接獲近650間物管公司牌
照申請，另有20多間已預約領牌，另已發出逾1.2萬
個物管個人牌照。
物監局行政總裁蕭如彬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至今

仍有約8%物管公司仍未申領牌，大部分為規模較細
的公司，負責中小型住宅物業。
同時，截止今年4月，局方已發出逾1.2萬個物管
個人牌照，其中68%屬正式牌照，32%屬臨時牌照，
扣除同時領有兩個牌的從業員，現時已有約87%已申
領牌照。他指，處理申請一般需時約25天，呼籲仍
未申領牌照的公司和人士，在5月底前提交申請，否
則難以確保在發牌制度正式生效前取得有效牌照，以
繼續物管工作。

全港有數萬輛跨境私家車。與天天都要運貨的跨
境貨車不同，三年疫情期間它們大多數處於停

駛狀態，大部分車牌過期仍未續牌，隨着今年初兩
地復常通關，大批跨境私家車司機一窩蜂辦理續牌
手續，以致相關服務「大塞車」。

運輸署冀月內處理三千宗積壓申請
據了解，跨境車牌過期的私家車必須親臨兩地
「過三關」辦理續牌手續，包括先向廣東省公安廳
申請「粵港澳機動車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
書」，俗稱「批文」；車輛來港後，除與普通本地
汽車一樣續領香港車牌外，還需前往元朗橫州向俗
稱「中檢」的中國檢驗有限公司進行驗車，最後步
驟便是向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申請為「禁區紙」續
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運輸署的過境服務分組直
擊排隊情況，現場逾百人擠滿辦事處，部分人反映
「三關」之中首兩關都很便捷，沒料到只涉及文書
工作的「禁區紙」續期最費時，不少人遞交申請超
過一個月仍未有音訊，故到現場了解。
駕駛者李先生想重過港深「雙城生活」，早在2月
23日向運輸署提交「禁區紙」續期申請，「當日是
親身去到辦事處交文件，見到現場張貼公告顯示：
申請處理至2月1日。」即當時該署仍在處理2月1
日前提交的申請。
遲遲未等到回音的李先生，3月17日再次前往辦事
處了解，公告變成「申請處理至2月15日」，接近
一個月，運輸署才消化掉15天積壓的申請，他說：
「我在內地開廠，只有這一架跨境私家車可以用，
平時都靠它接載客戶來往兩地，如今只能帶客戶搭
港鐵了。」

辦妥無通知 需即場取籌領證
到本月14日，他再到香港辦理其他事務，並到運

輸署過境服務分組「搏一搏」，沒想到公告顯示申
請已處理至3月16日，其「禁區紙」日前就已辦
妥，但未收到任何通知，他即場取籌及花3小時處理
才成功領到「禁區紙」，其汽車可北上，之前預繳

的泊車費「白交」了。
李先生表示，理解特區政府辦理積壓個案需時，

但認為「禁區紙」的申請及處理方式僵化及欠缺透
明度，「無論在香港還是內地，很多政府部門都已
採用網上申請的方式，但禁區紙仍需親身或委託人
前往交文件，或郵寄，無得網上申請；其次車主們
根本沒有途徑可以查詢到申請進度。」

逾月未辦妥 申請如石沉大海
居於深圳的港人王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投訴，他3

月初通過郵寄方式將申請表和「批文」寄往運輸署過
境服務分組後，超過一個多月都未辦妥，最叫他無法

接受是申請如石沉大海，「我多次打電話及發電郵詢
問，得到的回覆都是處理中或已轉達，疫情前運輸署
對外公布禁區紙要7個工作日完成，如今變了無限期，
還需要等多久完全是未知數。」
由於「禁區紙」遲遲未辦妥，人車未能同時北上，
他唯有在港租場安置汽車，「車用不了，還要白白每
月交近2,000元停車費。」王先生在深圳還有另一輛
跨境牌的私家車在深圳使用，他擔心汽車又被「禁區
紙」卡住滯留香港，所以未敢駛返香港續牌，「就是
怕又被禁區紙拖住，兩架車若停在香港而無法開回內
地使用，就得不償失了。」直至日前，他才成功申領
「禁區紙」，前後花逾一個月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香港多個行業面臨人
手緊缺的問題，過去兩年香港勞動力亦減少約13.9
萬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認為，在搶人才的同時，
香港需要積極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特別是基層婦
女。該會一項調查顯示，八成受訪的無業基層婦女
有意就職，大部分希望於子女上學時間外出工作，
理想工作時間亦相對短，以便配合照顧家庭，其中

無業受訪者的理想工時中位數僅為每周20小時。社
聯總主任（政策倡議及研究）黃和平建議，政府增
加託兒服務名額，以及效法新加坡向僱主提供補
助，吸引他們開設散工職位。
社聯去年11月至今年2月進行「基層婦女就業參
與度研究」，訪問育有年幼子女、家庭每月入息低
於全港中位數的婦女，共575人受訪，他們平均家
庭人數3.5人，家庭月入中位數1.4萬至1.6萬元（包
含綜援及各類津貼等），較全港整體數字（2.89萬
元）低超過四成。
72.9%受訪者目前沒有受薪工作，其中75.4%人

曾有受薪工作。無論從未工作或已有職場經驗，受
訪婦女均有很大意慾投入勞動巿場，分別高達近八
成（78.6%）及九成（89.2%），但搵工路上卻困
難重重，其中最大障礙是無人分擔照顧子女的責
任。

多盼子女上學時間外出工作
社聯昨日分析指，受訪者的子女年齡愈小，照顧
責任愈困身，令婦女更難從事全職工作。大部分受
訪者均希望於上午至中午時段工作，以便配合子女

上學時間，無業受訪者的理想工時中位數為每周20
小時，顯示她們較樂意從事兼職工作。
黃和平表示，婦女是本地寶貴的勞動資源，本地

有逾60萬名家庭主婦，估算其中潛在的適齡工作者
至少10多萬人，「按照我們調查，有八成人都願意
找工作，假設她們真的都搵到工，其實已經能夠填
補很大一塊市場，輸入外勞則可作為補充計劃，尤
其是目前最缺人的零售、飲食等行業，都非常適合
婦女從事。」

倡僱主因應現狀調整職位
他建議僱主因應求職市場現狀而調整職位要求，

例如將招聘一名全職僱員改為聘用數名兼職員工，
「政府也可在這方面提供誘因，新加坡有鼓勵婦女
就業的措施，如果僱主願意多聘請散工，政府會提
供相應補助，香港都可以效法。」
在協助育兒方面，社聯建議，政府應促進非政府
組織與學校合作，善用校舍空間，增加課餘託管服
務名額；發展社區保姆服務，建設更多託管服務中
心，僱員再培訓局亦可以為長期脫離職場的婦女開
展專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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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八成受訪無業基層婦有意投職場

◆黃和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近九成物管從業員已申領牌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昨日
公布，因應施政報告提出優化醫療券計劃，
今日起將擴大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圍至涵蓋
4類參與「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的醫療
專業人員，包括聽力學家、營養師、臨床心
理學家和言語治療師所提供的服務，以及用
於由有關醫療專業人員因應長者的健康需要
而提供的醫療設備，例如助聽器等，預計可
惠及近170萬名合資格長者。
政府呼籲上述4類醫療專業人員向衞生署

登記參與醫療券計劃。截至上月底，合共超
過1.1萬名香港醫療服務提供者已登記參與
醫療券計劃，合資格長者可以在遍布全港18
區的超過3.3萬個服務地點使用醫療券。連
同這4類新的醫療專業，合資格長者將可使
用醫療券支付14類醫護專業，包括西醫、
中醫、牙醫、護士、物理治療師等。
發言人補充，施政報告中另兩項醫療券計
劃優化措施，包括容許配偶共用醫療券，以
及在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下有條件地向長者
額外發放500元醫療券金額，政府正積極研
究相關細節，會適時公布詳情，以期今年內
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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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為了解、剖析香港低
薪行業從業員的處境，樂施會最近進行香港實施生
活工資概況的研究，成功訪問170名來自零售業、
飲食業、物業管理、保安以及清潔業的基層僱員，
發現83人（48.8%）領取低於或等於每小時58.9元
的生活工資水平，遠低於政府統計全港工資中位數
的每小時77.4元。「生活工資」是僱主承諾向僱員
發放的工資，以保障僱員及其家庭成員解決基本生
活所需外，能過上較體面的生活，樂施會計算去年
消費物價指數後，建議香港今年「生活工資」應設
為每小時不低於60.1元。

食物開支負擔最沉重

樂施會這次研究訪問的170名基層僱員中，81.2%
受訪者表示需要養家，48.8%是3人家庭的經濟支
柱。低於生活工資水平的受訪者中，70.5%是兩人家
庭的經濟來源，39.8%是3人家庭的經濟來源。在收
入最低的25%受訪者中，食物開支是受訪者最沉重負
擔，佔收入的42%，其餘31%用於住房開支，其次
是交通、用電、燃氣及水費。樂施會指出，受訪者食
物開支遠高於全港住戶27%的平均水平，顯示基層家
庭生活壓力極重，由於食物開支無法縮減，育有幼童
的家庭最終只能縮減子女的開支，影響下一代發展。
樂施會總裁曾迦慧表示，根據這次調查推算，全
港約86萬僱員工資水平低於「生活工資」，佔整體
僱員人口超過30%，各界亟需重視他們的困苦，她

指出：「本港正全面復常，各行各業亟需人手，推
行生活工資、提高基層待遇，可提升勞動人口進入
職場的誘因，亦可激勵僱員有更好的工作表現，是
勞資雙方共贏的方案。」

樂施會：近半受訪基層時薪少於58.9元

◆曾迦慧（中）建議最低時薪不低於六十元。

◆運輸署辦
事處仍在處
理上月中的
申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廣濟 攝

◆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辦事處人山人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有排隊領取「禁區紙」的市民投訴：「至少要預一
個月才能搞掂！」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