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

2023年11月2日（星期四）

A6 ◆責任編輯：陳啟恒

隨着訪港旅遊業及私人消費持續復甦，暑假期間香港的零售業銷貨價值報捷。香港特區政

府統計處昨日公布，9月零售業銷貨價值錄得318億元，按年升13%。當中服裝的銷貨價值

按年升41.5%；內地旅客鍾情的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升27.3%。展望未來，特區政府

發言人指，住戶收入持續改善，以及政府推出包括「香港夜繽紛」在內的多項支援措施，對

零售市道有提振作用。第一太平戴維斯的零售租賃市場報告顯示，頂級奢侈品牌銷售額顯著

上升，超過2019年水平，但整體零售行業未見大幅度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9月零售銷貨值升13% 服裝最勁
特區政府：「夜繽紛」等支援措施對零售市道有提振作用

香港今年9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
為318億元，按年上升13%。而8月的零售業

總銷貨價值的修訂，按年上升13.7%。與去年同期
比較，今年首9個月合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
時估計上升18.6%。9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中，
網上銷售佔11%，該月的零售業網上銷售價值的臨
時估計為35億元，按年上升22%。
扣除期間價格變動後，9月的零售業總銷貨數量
的臨時估計按年上升10.1%，今年首9個月合計的
零售業總銷貨數量按年上升16.5%。

名貴禮物等銷貨值年升27.3%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分析，9月份珠寶首飾、鐘錶
及名貴禮物的銷貨價值按年上升27.3%；服裝上升
41.5%；百貨公司貨品上升12.2%；藥物及化妝品
上升 50.6%；書報、文具及禮品上升 10.8%；鞋
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上升9.8%。
另一方面，超級市場貨品的銷貨價值按年下跌
1.3%。其次為汽車及汽車零件（銷貨價值下跌
25.1%）；燃料（下跌19.2%）；以及傢具及固定

裝置（下跌15.1%）。
政府發言人表示，受惠於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

持續復甦，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9月按年繼續明顯
上升。展望未來，發言人指出訪港旅客進一步恢復
應會惠及零售業。住戶收入持續改善和政府多項支
援措施（包括「香港夜繽紛」）亦應提供支持。
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2023年第三季香港零售租賃

市場報告顯示，頂級奢侈品牌銷售額顯著上升，超
過了2019年水平，原因是內地與香港的奢侈品有高
達20%價格差距。但整體零售行業則未見大幅增
長，這主要是受到加息和按揭供款上升的影響，本
地家庭減少在雜項商品和娛樂方面的支出。 此
外，內地旅客消費習慣及香港市民周末活動模式的
改變，亦拖慢了零售市場的反彈。
由於香港和全球經濟仍然面臨挑戰，第一太平戴

維斯相信，零售業銷售額的增長前景可能不像今年
年初通關時預期般樂觀；加上市場增長的不確定
性，大型零售商將謹慎行事，放緩擴張計劃。相比
之下，小型零售商應更可以利用低租金的環境租賃
一些黃金地段商舖。因此預計進入2024年後零售業

租金將小幅增長5%。

訪港客回升料對零售業帶來支持
大新銀行經濟研究及投資策略部表示，香港失業

率已跌至疫情前的歷史低位，市民收入或逐步改
善，加上訪港旅客穩步回升，對整體零售業或會帶
來支持。政府推出多項活動推動「夜經濟」及吸引旅
客來港，成效有待顯現。同時，整體經濟有放緩跡
象，市民短期內對大額消費可能會保持審慎，人民幣
貶值等因素，也可能減低內地旅客訪港意慾。估計今
年餘下時間零售銷售表現將大致平穩，但短期內或
難以重上疫情前每月平均約400億元的規模。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執行總監羅振邦指出，9月接
連有兩個周五以至周末，受颱風及嚴重黑雨水浸影
響，零售店被迫暫停營業，幸好中秋假期節日氣氛
濃厚，加上政府舉辦大型慶祝活動，9月底有一定
帶動整體銷貨價值。不過，經歷3年疫情後第一個
10月份，零售表現審慎，主要原因是港人需時消化
及習慣夜間消費，冀望能吸引旅客的同時，亦可帶
動港人消費。
他表示，協會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以改善香港
零售市況，包括協助降低營運成本、支持業界培訓
人才、將零售業納入科技發展藍圖、重塑本港購物
天堂的形象等。

◆政府統計
處昨日公布9
月零售業銷
售價值臨時
估 計 為 318
億元，按年
升 13%。圖
為市民到連
鎖服裝店內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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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勞工市場文職少難搵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倩）香港就業情況有
所改善，惟傷殘人士和長期病患的就業機會仍
然欠缺。由多間社福機構主辦的「e-Connect 就
業連網」昨日在將軍澳廣場舉行共融就業日啟
動禮暨招聘會，提供超過600個全職或兼職的職
位空缺。有殘疾人士反映，由於身體條件欠
佳，難以勝任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前線工作，但
勞動市場上合適的文職崗位又較少，故難以匹
配。除此之外，部分患有皮膚病的患者因外觀
問題亦令到僱主「不敢錄用」，搵工時常碰壁。

「共融就業日」職缺逾600個
為促進傷健人士和長期病患的就業，由浸信

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等主辦
的「e-Connect 就業連網」，昨日上午於將軍澳
廣場舉行以「你敢拚．我感聘」為主題的共融
就業日啟動禮暨招聘會。招聘會提供超過600個

全職或兼職的職位空缺，當中包括清潔及環境
衞生服務、文職、酒店及餐飲、倉庫搬運員、
客戶服務等職位，現場亦設有勞工處展能就業
科、殘疾僱員支援計劃攤位，為求職者提供多
方位就業支援。
患有關節炎的劉先生在同為殘障的朋友推薦
下，昨日參加招聘會，劉先生於疫情之下失
業，已經有一年沒有工作，情緒壓力和經濟壓
力俱巨大，「我之前是在倉庫從事文職工作，
關節炎從我出生伴隨至今，找工作屢屢碰壁，
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我需要找些不那麼消耗體
力的文職工作，但現場提供的多為需要體力勞
動的前線職位。」
他續指，由於患有關節炎，行動不便，如從
事較依賴體力的勞動，其身體難以承受，「例
如搬運員、清潔工這些崗位我都很難擔任，但
現在最多工作機會是這些職位，文職則較

少。」劉先生又說，暫時沒有申請綜援的想
法，「雖然我是傷健人士，但我也想靠自己賺
錢，實現自己的價值。」

皮膚病患者：外觀問題怕不獲聘
患有皮膚病的吳先生亦曾遭遇求職困難的問
題，「因為我患的是皮膚疾病，這是先天性，
外觀看上去比較可怕，這也令很多僱主不敢聘
請我，擔心我在工作時出事。」
他續說，其體能狀況其實良好，中學畢業後
亦繼續進修，故有信心勝任較多工作，但因患
病，皮膚和外觀讓其失去一些機會，「其實一
些文職崗位，我希望僱主可以允許在家工作，
畢竟在疫情時，在家工作亦證明可行。」
有餐飲業僱主指，現時最缺人的崗位是一些
前線服務員，「招聘仍然有困難，『有工無人
做，有人無工做』現象仍然嚴重，因為很多年
輕人不願做這些工作，我們也很歡迎傷殘人士
來應徵，其實對於一些程度較輕，例如聽障等
傷殘人士，他們也能勝任很多工作。」

◆由多間社福機構主辦的「e-Connect 就業連網」昨日舉行共
融就業日，提供超過600個全職或兼職的職位空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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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接受訪問時

透露，「粵車南下」將分兩階段落實，

首階段容許廣東省市民自駕南下在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停泊，利用港珠

澳大橋口岸入境後搭乘其他車輛；次階

段才容許自駕進入其他區域。「粵車南

下」是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

展的應有之舉，能夠增強本港經濟發展

動能、便利兩地人員交往。不過本港地

小人多、道路承受能力有限，實施時需

要充分考慮好配額、道路限制等細節，

積極探索以科學手段分配車位、分流車

輛，讓「粵車南下」好事辦好。

據林世雄介紹，機管局正在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發展兩個自動化停車

場，供廣東省及澳門經大橋來港的自駕

旅客使用，首階段預計明年落成。屆

時，本港將有條件與內地積極探討實施

「粵車南下」的首階段方案。

「粵車南下」便利內地旅客來港購

物、玩樂，或更多地利用香港機場出

境，接送親友來港等，對於提升香港國

際航空樞紐地位，刺激本港旅遊業、零

售餐飲的消費有正面作用。不過，相比

起本港已登記的車輛總數不足百萬輛而

言，廣東省的機動車保有量達3,872萬

輛，如何合理安排、妥善處理「粵車南

下」，需要兩地政府深入研究，採取有

前瞻性措施，既要便利兩地往來，亦要

顧及本港道路承載能力，分階段實施是

穩妥做法。

不少意見認為，參考7月實施的「港

車北上」，「粵車南下」可以設每日配

額，初期配額少一點，在運行順暢後在

按實踐成效不斷調整。另外，「粵車南

下」也應仿照「港車北上」設網上申請

和抽籤制度。而隨着計劃深化，逐步放

寬「粵車南下」進入本港市區範圍，特

區政府更應該前瞻性作出疏導車流安

排。

首先在停車位上，政府可以要求南

下的車輛制訂好行程，包括使用哪些

道路、停在哪個停車場；政府要增建

智慧停車場，將車位情況實時上網，讓

內地司機預約到停車位置才可以南下來

港。

其次在道路資源分配上，內地大部分

城市都有「外地車限制通行」措施，北

上廣深等大城市，都會在工作日某些時

段，不容許外地車輛進入市區道路，本

港可以考慮採取類似措施。內地車輛的

導航程式已十分成熟，應用廣泛，內地

司機習慣通過導航獲取出行信息。政府

制定好香港的限行規則，將數據公開給

各導航程式，內地司機打開導航，可以

清楚知道本港哪些道路可以通行，早作

打算，避免混亂。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基建不斷完善，落

實「港車北上」「粵車南下」，是灣區

融合發展的必然之舉。特區政府要未雨

綢繆，積極完善本港交通基建，建設更

多大型停車場，善用科技做好車位和道

路管理，兩地政府充分溝通協調，有信

心可有條不紊落實「粵車南下」。

「粵車南下」好事辦好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近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

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全面加強金融監管，並且提出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此次會議傳遞金

融高質量發展和防範金融風險的清晰信號，預示未

來內地金融領域的工作重點仍是在有效控制風險的

前提下，全面推動金融強國建設，更好服務實體經

濟，對香港是重大機遇和利好。香港要進一步充分

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顯著優勢，在國家建設金融強

國中貢獻香港力量，分享國家更多發展機遇。

此次會議強調，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

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

從金融大國邁向金融強國，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

題中應有之義。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是這次中央金融

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目標。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

發展之路，推動中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以中國式現

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是本次會議

的核心話題。會議指出，要推動中國金融高質量發

展。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

首要任務，金融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

務。如何提供高質量服務，會議強調「三個

力」：着力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切實加強對

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

着力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疏通資金進入

實體經濟的渠道；着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確保

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

在具體部署上，會議提出，把更多金融資源用於

促進科技創新、先進製造、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

業，大力支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區域協調發

展戰略，確保國家糧食和能源安全等；做好科技金

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金融業人士分析，這些指引和部署，使金融

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和任務更清晰。

着眼於消除金融風險隱患、提升金融監管治理能

力，會議強調，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範化

解金融風險；再次明確「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重點防範化解地方債務、房地產

和中小金融機構風險，並提出具體措施。過去一段

時間，由於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一

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引起資金脫

實向虛及監管套利問題。此次會議為未來實施高效

金融監管奠定基礎，使金融業發展更符合實體經濟

的轉型需要、推動金融體系健康發展。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世界金融將進一步

走進中國，中國金融也將進一步走向世界，勢必為

香港金融業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內地加強金融監

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也為香港金融

穩定提供更堅實的支撐。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大優勢，

至今仍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最大的對外投資

目的地、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融資平台。截至2022年

底，內地累計利用港資1.57萬億美元，佔累計利用

外資的55.9%；內地對港投資累計1.6萬億美元，佔

對外投資總存量的56%，充分彰顯香港作為內地和

世界「超級聯繫人」的不可替代作用。

特首新一份施政報告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上落墨

濃厚，在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推動人民幣業

務發展、推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金融科技等

範疇均推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明確落實的問責

部門。香港完全能夠通過持續加強與內地金融市場

互聯互通，引導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大灣區和國家

產業升級轉型，協助國家金融市場有序對外開放，

從而獲得巨大機會，不斷鞏固香港自身金融業競爭

優勢。

建設金融強國 貢獻香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