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宅電費紓緩金明年1月起發放
約290萬個合資格住戶受惠 關注團體倡為基層提供能源津貼

香港特區政府為紓緩低碳轉型期間住戶電

費上漲的影響，再推出新一輪電費紓緩計

劃。明年1月至2025年12月期間，每個合

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每月將獲得50元的

電費紓緩金額，預計涉及約35億元政府開

支，將惠及約290萬個合資格住宅的電力用

戶。不過，仍有不少劏房等不適切居所住戶

並未安裝中電或港燈的獨立電錶，未能受惠

於政府的電費補貼，只能靠兩電本身提供的

電費資助計劃。關注基層家庭的社區組織協

會及劏房居民均希望，特區政府向所有劏房

戶等基層家庭提供能源津貼，無論是否電費

用戶也可享有政府的補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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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本港新聞

電力公司在已獲批准的2018至2023年發展計劃
下，將大幅增加使用天然氣發電，協助本港

達到2030年減低碳強度目標，而使用較昂貴天然氣
及必須的資本投資，會令電費有相當大幅度上升壓
力。為紓緩電費上調對住宅用戶在低碳轉型期間的
影響，特區政府於2019年起至今年底的5年間，向
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最多3,000元電
費紓緩金，分60個月發放，即每月50元。

連續24個月注入50元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續推出新一輪電費紓緩計劃，
明年1月起連續24個月，在每月首天向中電或港燈
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注入50元電費紓緩金，注入的紓
緩金只可用作抵消同一戶口賬單所示的電費，故電
力公司向住宅用戶發出的電費單所示的應付款額會
減少。
在月內未用的紓緩金額則可轉撥至其後月份，
以支付同一戶口賬單所示的電費，直至2025年12
月31日或戶口結束為止，兩者以較早者為準。不

過，現行電費紓緩計劃今年12月 31日結束時，
所有未用的紓緩金額將不會轉撥至新一輪計劃
內。
一般而言，電力賬戶屬出租單位，一般來說若租

客是電力公司登記住宅用戶，租客只需按計算扣減
電費紓緩後賬單上的應繳款額付款。若賬戶以業主
名字登記，但租客按協議，須按電力公司賬單上的
應繳款額付款，租客也可受惠。至於床位及劏房租
戶，要視乎租客和業主的協議。新建成還在發展商
手中的住宅單位不會獲發電費紓緩，其他空置單位
則可獲電費紓緩金。
不過，租管條例雖已生效一年多，但仍有不少劏

房戶沒有安裝兩電的獨立電錶，部分仍遭業主濫收
電費，未能受惠於政府的紓緩金，只由中電及港燈
為這些非住宅用戶提供資助計劃，獲1,000元電費
資助及協助重鋪電線安裝獨立電錶，但有關住戶要
提出申請及經審批，未必所有劏房戶也能受惠。
獨居於太子一個劏房單位的甄先生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其業主有為劏房戶安裝電錶以計算每月電
費，但並非中電的獨立電錶，幸透過社福組織成功
申請中電的1,000元燃料費資助，每月電費約為500
元。
他認為中電的資助十分有用，但透露有同樣居於
劏房的朋友每月被業主收取1,000元電費，他希望
所有劏房也能安裝中電的電錶，這樣就不會遭濫收
電費。他希望政府考慮為所有基層住戶提供有關的
電費補貼，不限於兩電用戶。

香港社會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向香港文匯報
指出，部分劏房業主有為劏房住戶安裝電錶，這
雖然可方便計算電費，但仍可能有業主收取的電
費較兩電電費為高，沒有兩電獨立電錶的劏房戶

現可獲電力公司自行提供資助，但最好是政府向
基層住戶提供能源津貼，無論是否兩電用戶，只
要符合政府制訂的低收入標準的，都可以領取政
府的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加強課程叫座力及開拓生源，明愛
專上學院、東華學院、香港珠海學院等提供本地學士學位課程的自
資院校都正爭取升格成為私立大學。據了解，明愛專上學院已通過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相關審核，有機會率先取得私立大學「名
銜」，現在只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議和核准。若升格成功，
該校擬易名為「聖方濟各大學」，有望成為樹仁大學、恒生大學之
後香港的第三間私立大學。
根據特區政府2015年的《成為私立大學的路線圖》文件顯示，自

資專上院校在申請大學名銜前須符合一系列準則，包括至少在三個
範疇獲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院校要展示若干程度的研究能力，成
功獲得公帑研究資助；在緊接申請大學名銜前連續兩個學年，其修
讀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最少達1,500人；以及獲取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的院校評審資格，以證明其在管治及管理、財政可持續性、學
術環境、質素保證及研究能力方面，基本上已有能力達到一所大學
應有的水準。
明專前身的明愛徐誠斌學院，於2001年已成為《專上學院條例》

下認可院校，2011年獲頒授學位資格並更名為明愛專上學院，目前該
校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包括護理學、翻譯科技、幼兒教育、物理治療
等，2021年起開辦碩士學位課程，其全日制學士學位學生達2,487人。

明專擬升格私大
事成將易名「聖方濟各大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文署轄下康體設施的租場問題一
直備受關注，民建聯觀塘支部昨日公布一項調查發現，65.6%受訪
九龍東居民認為區內體育設施不足夠，25.1%受訪者過去一年並無
使用康文署豁下的康體設施，主因是經常爆滿所以放棄預約。調查
又發現，70.1%受訪者並不知道康文署將推出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
訂系統「SmartPLAY」以取代現時的「康體通」。民建聯建議政府
多渠道增設康體設施，包括優化「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
劃」，翻新及改建屋邨設施增加體育設施用地，同時加強推廣
「SmartPLAY」等。
是次調查於上月21日至本月20日進行，成功訪問了375名九龍東
居民。民建聯觀塘區議員張培剛昨日公布調查結果，指有65.6%受
訪者認為目前九龍東康文署轄下體育設施並不足夠，25.1%受訪者
過去一年並無使用康文署豁下的康體設施，亦有21.1%甚少使用。

設施常爆滿 逾四成人棄預約
沒有使用的原因，主要是認為康體設施經常爆滿，所以放棄預約

（43.7% ) ，其次為網上預訂系統難用（30.2%）及曾嘗試預約卻未
能成功（29.8%）。
雖然預約困難，但當問及會選擇去哪個場地做運動時，45.3%受

訪者仍期望到康文署場地。由於欠缺運動場地，57.1%受訪者市民
選擇去附近屋苑健體設施、緩跑徑做運動，35.2%則選擇在家做運
動。

民記倡為屋邨增體育設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建議優化「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
計劃」，為開放學校設施的學校提供更多支援。同時，政府應檢討
工廈政策，讓體育團體可合法於工業大廈運作；透過翻新及改建屋

邨設施以增加體育設施用地；研究將部分使用率較低的場地改用作
其他需求較高的用途。
長遠而言，他建議將設施規格過時的單層體育館及社區會堂改建

為多用途綜合體育館，一地多用增加康體設施。
民建聯觀塘支部副主席譚肇卓表示，有70.1%受訪者並不知道康

文署將推出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系統「SmartPLAY」，因此只有
9.6%受訪者已登記，更有21.6%表明不會登記，反映康文署在推動
新系統上的宣傳不足。民建聯觀塘支部主席、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
盛建議康文署在「SmartPLAY」推出後定期檢討新機制，並適時作
出修訂，以防止炒風持續，同時定期檢討場地的分配機制，以保障
市民公平使用設施，又建議康文署在新系統推出的首階段，試行預
留部分非繁忙時段的康體設備予長者中心（團體）申請。

六成半九龍東受訪市民指康體設施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外籍家庭傭工（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由每月4,730元
增至4,870元，升幅為3%，新的「規定最低工資」及膳食
津貼水平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
同時，根據聘用外傭的「標準僱傭合約」，僱主必須為
外傭提供免費膳食，現時絕大部分僱主均為外傭提供免費
膳食，但僱主亦可選擇以膳食津貼代替。該膳食津貼亦會
由每月不少於1,196元增加40元至不少於1,236元。
在昨日或之前按現時每月4,730元的「規定最低工資」和

每月不少於1,196元的膳食津貼簽署的外傭合約，仍可於下
月27日或之前送抵入境處處理。發言人指出，有關安排可
讓僱主有充足時間將已簽訂的合約送交入境處完成有關申
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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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明愛專上學院若升格成功，將成為本港第三間私立大學。 資料圖片

◆民建聯建議政府多渠道增設九龍東康體設施，並加強推廣
「SmartPLAY」。

◆有關注基層的團體希望特區政府向所有劏房戶等基層家庭提供能源津貼。圖為劏房戶生活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香港整體學生人口正呈結構性下
降，但根據教育局近日最新完成的中小學在校學生人數點算（俗稱
「數人頭」），與今年3月和5月的核准班數相比，2023/24學年公
營小學及中學分別增加4班小一及7班中一。有教育界人士相信，
中小一班數略增，或與近月原居內地的港籍學生及「高才通」計劃
人士子女選擇到港升學有關，暫緩了教育界對「縮班殺校」的憂
慮，建議特區政府應更積極招攬內地及海外人才來港，及做好吸納
其子女在港就學宣傳配套，幫助穩定本港教育生態及長遠人才儲
備。
教育局昨日表示，經點算核實本月「數人頭」資料，相比3月和
5月發布的小學和中學核准班級結構，2023/24學年最終的開班數
字，公營小一及中一分別增加4班及7班。
教育局表示，學校核准班數受多項因素影響，數字調整反映了學

童人口變化及學生人口流動包括搬遷、家長選擇及移入或移出本港
等，局方會密切留意相關變化及與業界緊密溝通，在確保學校體系
持續發展和善用資源的前提下，保持整體教育質素。
局方提到，個別學校因調整班數出現的超額教師，可按既定機制

獲保留至2023/24學年完結；而因小一人口下降以致總班數減少而
出現的超額教師，則可獲保留最多三個學年。

中學校長冀增宿位吸納境外生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九龍真光中學校長李伊瑩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今學年中小學都有增加班數，相信與近月有較多港
籍學生或「高才通」計劃人士子女選擇到港就學有關，相信可暫時
紓緩「縮班殺校」的憂慮。

她認為特區政府及教育界應透過多元渠道，如簡介會、教育展、
學校參訪及外展服務等，讓相關學生及家長更了解香港教育的優
點，在吸引目標人才來港發展時帶同子女到港就學，又建議香港社
會研究提供更多學生住宿及監護人服務的可行性，適量吸納境外學
生到港留學，豐富香港長遠人才儲備。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鍾堯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

港教育制度注重全人發展，文憑試壓力亦相比內地高考低且國際認
受性高，如香港的學校在支援學生適應學習環境方面能建立口碑，
或可吸引更多內地港籍學生來港讀書，補充本港生源不足。

新學年中小一班數略增 教育界料暫緩「殺校」憂慮

◆教育局表示，經點算核實本月「數人頭」資料，本學年中小一班
數略增。圖為小學生在校內活動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