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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倡增在職培訓支援基層工
助增值應對科技潮流 冀政府制定就業轉型政策

唐英年：不應妖魔化發債 政府營運上有需要

香港的年輕人，我為你們鼓掌加油！

弘德明道

（特刊）

「我斷言，5年之內，粵
港澳大灣區一定會成為世界
四大灣區之首。2023年，
年輕的粵港澳大灣區GDP
總量已接近1.9萬億美元，

在全球四大灣區中有望「坐二望一」，而世界排名
第一的紐約灣區，發展歷史已長達百年。」這是我
和香港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同學交流時所講的內容。
我和香港年輕人每年都有很多次不定期的約會，
聊的話題只有一個，祖國和香港。春節假期剛過，
我就來到香港嶺南衡怡紀念中學和孩子們交流，主
題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瞻與香港的機遇》。我
講得很投入，孩子們聽得很認真，當聽到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速度如此之快時，同學們興奮不已。
我告訴孩子們，以前的香港很小，今後的香港很
大，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創新能力都將達到
世界頂尖水平，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潛力
最大灣區之一。我為孩子們展示了一張屬於新時代
的千里江山圖，一張長長的攝影作品包含着香港、
深圳、澳門、珠海、中山、東莞、佛山、廣州等城
市，要麼是世界一線城市，要麼是中國一二線城
市。圖片中，山峰和高樓融為一體，璀璨的燈光模
糊了城市的邊界，這裏終將成為中國經濟騰飛強壯
的翅膀。

你知道大灣區有多少家世界第一的
企業嗎？全球最大的通信企業華為、
全球最大遊戲公司騰訊、全球新能源
汽車出貨量第一的比亞迪、統治了消
費級無人機市場的大疆、全球最大手
機電池供應商欣旺達等企業都雲集在
大灣區。
那麼我們香港的優勢在哪兒呢？香港最大優勢來

自兩方面：一是金融業，國際資本像滔滔江水從香
港金融市場流入內地；第二是香港的科教實力，世界
排名前100的大學中香港就有5家。在粵港澳大灣區，
11個兄弟各顯神通，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
我演講結束後，同學們積極互動。當孩子們提問
「如何提升自己格局」的問題時，我特別欣慰，他
們有了更寬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看着一個個青
春朝氣的他們，我好像看到了當初的自己，我在20
出頭的年紀，隻身來到內地，闖出了自己的一片新
天地。
我最想告訴他們的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

飛，香港的年輕人一定要志在海闊天空。我創立了一
個創投基金會，名字就叫「海闊天空」。從2017年9
月開始，我們已投資了50個項目，超過2億美元。
加油，香港的年輕人，我這個創業老兵，為你們

鼓掌喝彩！

洪明基 全國政協委員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衝擊各行

各業，社區組織協會調查顯示，

73%受訪基層勞工對科技發展感

到擔心，更有33%受訪者認為會

帶來負面影響。社協昨日陪同一

眾基層勞工前往立法會申訴部，

向數名當值的立法會議員講述經

歷及表達訴求。社協促請特區政

府大力推動創新產業以維持競爭

力的同時，應及早制定就業轉型

的通盤政策，支援全港超過70萬

名低學歷勞工提高技能及增值方

向，避免被科技洪流淘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工聯會早前反映，
本地外賣平台有疑似假難民的黑工從事外送工
作。事件曝光後，警方聯同入境處迅速跟進執
法，並於上月突擊搜查多間外賣平台公司，共拘
捕69人，包括23名黑工及多名「蛇頭」。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郭偉强及服務業總工會自由工作者分會
主席王師樂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外，向警方代表
致送嘉許信，對是次執法行動表達讚許。工聯會
建議警方未來應定期舉行打擊黑工的執法活動，
以保障外賣行業的健康發展，亦希望勞工處加強
對外賣平台公司的規管，從僱傭源頭杜絕黑工。
郭偉强表示，外賣員工作向來多勞多得，惟近

年黑工搶飯碗問題嚴重，不少黑工還違法使用
「電動單車」送外賣，既構成交通安全隱患，更令

合法外賣員面對不公平的營業環境，「『電動單
車』不用牌費，又沒有抄牌成本，卻大幅度蠶食
市場工作，令業界苦不堪言。」
工聯會指出，自上次拘捕行動後，業界反映黑

工情況明顯收斂，本地合法外賣員工作增加一半
以上，但強調打擊黑工是長期工作，建議政府定
期展開執法行動，同時加強對「電動單車」的規
管。
王師樂表示，工會已聯絡勞工處，希望與三間

主要本地外賣平台探討如何杜絕黑工問題。她認
為，物管公司亦可對黑工起到攔截作用，「現時
仍有外賣員使用行街紙、食物銀行卡等非正式證
件作上樓登記，物管公司及保安員應禁止接納香
港身份證以外的證件作登記。」

工聯倡定期執法嚴打黑工 保障外賣業發展

保險經紀牌9月復收費 3年牌費1900元
◆香港人壽
保險從業員
協會公布從
業員牌照費
問卷調查結
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保監局於2019年9月
23日開始實施法定保險中介人規管制度，統一發
牌、持續專業培訓及紀律處分機制，並宣布豁免保
險經紀牌及各項收費5年。
今年9月23日起，有關項目將恢復收費，局方建
議3年牌收費2,100元，較原本480元急增超過4
倍。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為此向會員進行問卷
調查，收回3,200份有效問卷，昨日公布調查結果
顯示，98.5%受訪從業員反對，87.2%希望維持480
元原價。保監局接納意見，決定3年牌收費略降
10%至 1,900 元，並推出彈性繳費選項，分為一

年、兩年及三年牌照，稍後經立法會審議後生效。
協會促請保監局徵收牌費的同時應該善用新的收

入，多為業界提供更多幫助，如多教育市民保險的
重要性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房委會完成公屋入
息及資產限額檢討，並於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建議調整2024/2025年度公屋入息及資產限額，其
中入息限額平均上調2.1%，但一人及四人家庭則維
持不變，分別為12,940元及30,950元，其餘則按機
制上調；六人家庭則由42,730元上調至44,620元的
增幅最高，達4.4%。資產限額方面則建議參考過去
一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劃一上調3%，其中單身人
士由27.8萬元增至28.6萬元。
有關建議將於下周二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討論，並於本月22日的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
員會上審議。
民建聯房屋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陳學鋒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次只按恒常機制去
調整入息及資產限額，其中建議凍結一人及四人家
庭的入息限額是人性化的處理，「始終市民收入有
升有跌是正常情況，誰也不希望在輪候公屋期間因
收緊入息限額被踢出輪候之列。」
陳學鋒說，雖然整體入息及資產限額上調，但幅

度輕微，相信對公屋輪候數字影響有限。

公屋入息限額平均升2.1% 資產限額上調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特區政府銳意
打造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為配合政府政
策，擁有大量醫療數據的醫管局將推出多項
措施推動臨床研究發展，包括與香港科技園
展開合作，共享醫管局數據實驗室，使用公
院醫療數據將不再是大學研究的專屬。醫管
局亦會建立中央統籌跨聯網臨床研究倫理審
批，對於不涉病人私隱的「快審」科研申
請，可於30天內獲中央研究倫理委員會給予
意見。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蕭詠詩近日向傳媒表示，大學等學術機
構是醫管局以往的主要合作對象，該局掌握
的大量醫療數據可協助許多科研創新項目，
「醫管局於2019年啟用了數據實驗室，讓大
學科研團隊可在安全及受控環境下，進行數
據研究項目。」

共享數據實驗室
數據實驗室現存約55億條、橫跨超過25

年的醫療數據，涵蓋人口特徵、入院紀錄、
臨床摘要及放射影像等，並以每年超過3億
條數據的速度持續增加中。實驗室已支援超
過400位研究員進行61個科研項目，並於國
際期刊、會議等發表了超過18份研究報告。
去年10月，數據實驗室進一步擴大合作對象
至香港科技園，容許主要為生物科技及醫療
保健公司的合資格科學園科研企業，可在園
內指定地點遠端使用醫管局數據平台。

設合約保障病人私隱
「科學園—醫管局數據實驗室」先導計

劃完成後，醫管局會進一步開放數據給園
內的合資格科研企業，使用已匿名化的醫

療數據作科研及開發用途。「以前如果科
研機構想去醫管局做研究，一般都需要大
學幫手，以後就會多一個接觸點（指科學
園）。」蕭詠詩解釋，匿名化數據的安全性
已經過審視，科技園與醫管局之間亦有合
約保障病人私隱。
目前科研人員使用有關數據須獲得倫理道
德批核，醫管局將精簡及加快臨床研究倫理
審批流程，今年第一季會將現時的聯網臨床
研究倫理委員會整合成為中央研究倫理委員
會，並會於收到「快審」申請後30天內給予
意見。蕭詠詩表示，具體倫理審批時間要視
乎項目性質、團隊經驗等不同因素，但相信
整體速度會較以往加快，「一些只是數據性
的研究項目可透過『快審』處理，但涉及病
人資料的項目就需要全面審查。」
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璧堅透露，先導計
劃期間，科學園企業反應熱烈，合作科研項
目不少都涉及大數據，包括柏金遜症等長期
病的分析，以及協助醫生診斷的人工智能模
型研發等。不過，他指醫管局目前未有計劃
與藥廠直接合作共享數據，英國則已有此先
例，未來要看特區政府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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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李璧堅、蕭詠詩。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社協昨日與基層勞工前往立法會申訴部，促請議員督促政府通盤考慮，增加勞工保
障，長遠支援基層勞工轉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從事保安的阿奇昨日指出，現時科
技發展太快，對基層勞工帶來頗

大影響，有年長保安同事指工作時才發
現需要用電腦打字等，感到困難。

不諳手機落單被解僱
阿奇續說，他曾從事飲食業工作多
年，近年不少餐廳會要求食客用手機或
自助機落單，「一些不會操作的客人會
向我們求助，但我們也不會操作，最終
被人嫌棄甚至遭解僱，構成無形壓

力。」他希望未來不再出現有被科技遺
棄及取代的勞工。
年過50歲的胡女士則欲報讀一個專
業課程，卻發現要有數年相關工作經驗
才符合資格，她對此感到無奈，「我就
是沒有相關經驗才想去讀課程！」她指
現時任職清潔工，每天工作9小時，無
空餘時間修讀課程，希望相關政府部門
可放寬一些專業課程的門檻，以及更彈
性處理課程時間。
上述多名勞工的經歷只是基層勞工的
縮影。社協於去年6月至10月期間成功
訪問了262名從事基層行業的勞工，
60%並無修讀任何課程或資格。因學歷
及技術限制，45%受訪者雖然未屆退休
年齡，仍將「體力勞動工作」列為轉工
首選。
調查同時發現，最多受訪者對學習科
技、專業技能提升及學習語言感興趣，

但56%受訪者指經濟困難，難以負擔相
關課程費用。

建議提供一站式科技化課程
社協指出，約59%受訪者只有初中或

以下的學歷水平，找工作時面對教育程
度、英語能力及不懂上網等限制，建議
政府應作出具前瞻性的十年人力資源籌
劃藍圖，評估新興工種類型及需求，識
別重點發展行業，並委託僱員再培訓局
及持續進修基金推出對應的技能學習課
程，支援勞工增值中低技能技術；同時
鼓勵更多企業以「包班」制進行職前或
在職培訓。社協亦提出為基層工種提供
「一條龍」或一站式科技化課程，並提
供實戰機會。
立法會議員周小松表示，會將社協的

調查結果及勞工們的意見整理後向政府
提交。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指政府來年仍面對嚴重的財赤問題，受到社會
各界的廣泛關注，正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十四
屆二次會議的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昨日表示，特區政府經常
性開支過去數年大幅增加，同時遇上樓市下行
周期，各種收入較預期少，令政府財政負擔增
大，有需要增加收入。他認為，政府最重要是
坦白與市民對話，讓市民感到受尊重。
曾任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昨日被問

到本港是否出現結構性財赤時，他認同政府經
常性開支在過去數年大幅增加，「財政負擔大

了，不過就遇上樓市下行周期，本年度賣地收
入及稅收都比預期少，由於經常性開支不能減
少，因此需要賺多點錢。」
對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今年發債1,200億

元，唐英年認為，以發債補足短中期資金是可以
接受，他任內亦曾發債而且非常受歡迎，「發債
不是妖魔，而是在政府營運上有一定需要。」
他舉例說，自己擔任司長期間，已表明不加

稅，亦不削減社福、醫療和教育開支，同時削
減政府部門開支和公務員薪酬，但社會亦要明
白在財政困難下，不能要求更多，結果他
2004年首份財政預算案在無須記名點票下獲

得通過，「最重要是政府需要坦白和公開與市
民對話，讓市民感到受尊重。」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也是赤字連年，唐英年坦

言，西九明年6月資金斷裂，但今年中如已料
到一年後，不能支付相當額數的金錢，很多展
覽及活動都不能簽署合約，因此今年必須作一
個決定。「假如要賣地，不需要將所有地一次
過推出來，只要件豆腐切一細塊出嚟，足夠我
哋（西九）營運及出糧畀員工已經足夠。」

西九倘賣地融資 僅需「豆腐切一細塊」
他說，假如西九可以推售土地融資，也不會

一次過推售全部土地，形容只要「豆腐切一細
塊」，就足夠西九營運和支薪。他解釋，西九
並無還款能力，因此不能發債券融資，如向銀
行借貸，亦涉及利息開支。他說自己做過生
意，做過財政司司長，有滅赤、令政府轉虧為
盈的經驗，並笑言自己「一定是全香港最後一
人推倒樓市」，但強調不會作出推倒樓市的決
定。
他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已將如何自負盈虧的

方案交予特區政府，了解政府一直很積極去探
討，又聘用財政顧問研究等，目前正等候政府
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