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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分判商填寫「收妥全薪確認書」
大判已磅水仍現拖糧 建造商會：或涉二三判未發工資

灣仔區維園
關愛隊自去年9
月 正 式 成 立
後，積極舉辦
各項社區活動

和提供多元化服務，如協助長者安裝防滑扶手、
設立社區事務個案轉介服務、在社區定期舉辦健
康講座和健康檢查、推行國民教育及環保教育、
敬老粵曲欣賞活動、恒常家訪，並於節慶期間籌
辦文化藝術及上門送暖活動。關愛隊希望透過活
動，讓區內居民彼此建立關係，期望居民能彼此
關愛、珍惜、尊重和信任，共同建
設和諧家園。

冀青年走出校園接觸社區
維園關愛隊更鼓勵年輕人參與區

內活動，學習關愛共融，為「獨
老」、「雙老」、劏房戶和「三無」大廈
居民提供關懷和幫助，共同構建關
愛共融的和諧社區。我們期望年輕
人透過擔任關愛隊義工，走出校

園，深入接觸社區，學習待人接物和溝通技巧，
培養他們的正向思維和品德。
除了恒常的關愛服務和活動外，維園關愛隊還
協助處理突發及緊急事故。10月22日灣仔區內一
幢大廈發生火警事故，關愛隊獲悉後迅速動員地
區網絡，前往現場協助住戶疏散，維持秩序。火
警發生翌日，關愛隊與消防處及法團共同推廣防
火宣傳信息，並提醒商戶及住戶提高警覺，加強
防火意識。
維園關愛隊時刻回應居民的求助，守護社區，
並協助傳遞政府政策信息，擔當政府與居民之間

的橋樑。我們深信關愛隊
肩負重要使命，關愛同
行，走在社區最前線。展
望未來，我們會更努力不
懈，促進居民之間的互信
與團結，在社區譜寫更多
動人的關愛故事。

●灣仔區維園關愛隊
隊長 周潔冰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維園關愛隊速助火警受災戶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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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關愛隊隊員協助長者在浴室
安裝防滑扶手。

香港建造商會代表強調，總承建商支
持工人維護合法權益，付出的勞動

自然必須獲得應有工資，但在大判已付款
的情況下，仍然出現欠薪，很可能涉及以
下三種情況：
第一，工人受到判頭蒙蔽。分判商由於

種種原因出現流動資金困難，在收取大判
支付的工人薪金後並不下發，而是挪作其
他用途，同時以各種理由要求工人「頂住
先」，及要求工人簽署薪金證明，但往往
一「頂」就是兩三個月。
第二，討薪需時。即便總承建商已付糧

款，但分判商未向工人支薪，若是工務工
程，政府現行機制仍會要求總承建商先付
工人兩個月糧款，再追討分判商。工人討
薪需要進行登記手續，銀行每月亦是按固

定日期出月結單，導致工人收款紀錄出現
滯後，快則10天，慢則一個月。

若涉「大細糧」紀錄對不上
第三，業界的「大細糧」頑疾。為逃避報

稅或享受政府福利，不少工人會和判頭商
定兩套薪酬水平，例如明面日薪是1,500
元，實際日薪是2,500元，但有關情況未
必會向總承建商說明，導致勞資雙方各有
不同薪金紀錄，工人未能收取足額薪酬。
商會代表指出，三種情況往往疊加出
現，部分工人既是受害者，某種意義上也
是共謀者，而勞方聲稱的欠薪數字最後有
多少可獲認可，亦有待詳細檢視。
為避免再發生薪金糾紛，商會於今年10
月已制定具法律效力的「收妥全數薪金款項

確認書」，並發給會員公司，協助工友確認
已收到全部薪金，含工資、獎金、津貼等。
商會呼籲所有會員公司要求其分判商全面使
用有關確認書，並根據個別及具體情況自行
修訂內容，同時向工友廣泛宣傳，讓工友清
晰認知自身權益，獲合理保障。

倡設扣分制升工地安全水平
對近月工業意外接連發生，商會表示，
大判經已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安全，以及關
顧工人的工作情況，部分個案源於工人沒
有遵從安全指引，商會倡議設立扣分制，
以提升安全水平。
商會代表又直言，不少工人的年紀過大，
影響工作效率，但不認同長期依賴外勞，建
議通過科技應用以分擔部分工作。

香港今年出現多宗建造業欠薪事件。據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統計，至今有約2,000名地盤工人被僱主拖欠薪金及工

程費，涉款超過3億元。代表大判的香港建造商會代表昨日向傳媒表示，現時政府對工務工程的中標總承建商（俗

稱大判）已有一套嚴格的規管機制，包括必須提供按時支薪的紀錄，還有雙保險的討薪途徑。大判未能結算工程費

的情況只屬個別例子，真正需要申請破欠基金的人數不多，出現拖糧很可能是大判已支付薪金給分判商（即二判、

三判），不過，對方因自身資金不足，才沒有發工資給工人。商會呼籲大判要求分判商填寫具法律效力的「收妥全

數薪金款項確認書」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凌瀚）香港正致
力向打造全球創科樞紐中心方向發展，積
極推動各領域電子化進程，然而科技罪
案，尤其針對電子支付和數據隱私的犯罪
亦呈上升趨勢。多位政府官員、警方網安
科人員及民間網安組織負責人均表示，網
絡詐騙手段日新月異，市民要加強防護意
識，發現有可疑的網絡訊息就一定要舉
報。全社會也要加強宣傳，以提升公眾的
網絡安全意識。
中港網絡安全協會昨日舉行創會一周年

慶典。協會創會主席葉青陽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網絡「釣魚」技術升
級和市民及企業防範意識不足，是科技罪案頻發
的主要原因。希望通過協會連接內地及港澳的網
絡安全專家，整合社會各界資源，配合特區政府
鞏固網絡安全屏障，並加強宣傳及科普力度，提
升全社會網絡安全防範意識和能力。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主任任景信表示，自2022

年12月引進辦成立以來，至今年11月已分三批引
進67間重點企業，其中超過36%專注於人工智能
（AI）與數據科學領域，尤其有兩間是專門從事
網絡安全前沿技術研究的業界「大咖」。他相信
這些企業能夠激勵更活躍的技術交流，在數據安
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識別等方面提升香港的
實力，構建更加堅固的數據安全防護體系。
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罪科）

總警司林焯豪表示，面對日新月異的詐騙手段，

市民要保持「零信任」態度，小心求證真確性，
再進行下一步網絡活動。
他呼籲企業和個人都應做好基本的防範措施，
例如密碼保護、設置系統防毒軟件防火牆等，並
推薦網罪科推出的防騙視伏App。用戶亦可在程式
內舉報可疑訊息，經分析後將加入資料庫，實現
全城防護。目前該程式使用人次已超過100萬。
數字政策辦公室助理數字政策專員陳慧中說，
數字辦一直與香港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網罪
科及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等緊密合作，
向社會各界提供支援，包括向業界和市民發布網
絡安全事故訊息及保安建議、為中小企網站提供
免費檢驗服務、設立網絡安全員工培訓平台、舉
辦研討會及舉行資訊保安講座等，旨在提升企業
和群眾應對網絡攻擊的能力和意識。

警民合作提升社會網安意識

●中港網絡安全協會創會一周年慶典於昨日舉行，賓主合
影。 主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僖）內地衣食住行以至政
府服務已全面數碼化。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與梁
子穎團隊於今年7月底至8
月底進行網上問卷調查，
發現90.95%受訪者曾在近
六個月到訪內地，96.75%
有使用過內地的應用程
式，22.32%受訪者不適應

內地數碼化生活，愈經常北上的受訪者愈習慣數碼化生活，愈多
使用內地電子支付，愈少使用現金。工聯會建議特區政府加速公
共服務電子化改革，以及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資訊平台等，促進全
灣區居民各方面互聯互通共融。
是次調查共訪問了829名港人，受訪者使用得最多的內地應用
程式，依次分別為微信（67.19%）、電子支付（62.85%）、地圖
導航（45.48%）、網絡購物（40.53%）、消閒飲食（31.72%）、
社交視頻（小紅書、抖音等）（30.88%）。72.81%受訪者曾於內
地使用電子支付，最多人於內地使用「內地電子支付」佔
42.57%，其次是「香港電子支付」佔30.24%，使用現金的僅佔
24.27%。
調查發現，愈年輕的受訪者，愈容易適應內地全面數碼化生活
模式。其中，全部「15歲至19歲」及「25歲至29歲」的受訪者表示
適應內地全面數碼化生活模式。反觀「7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超
過四成（41.28%）表示不適應內地全面數碼化生活模式。
團隊進一步分析受訪者到訪內地的次數與2021年至2023年間領
取電子消費券的支付平台，發現超過六成近六個月內曾到訪內地4
次或以上的受訪者，2021 年至 2023 年間使用AlipayHK或We-
Chat Pay HK領取電子消費券。相反，沒有到訪過內地的受訪
者，超過八成使用八達通領取電子消費券。
超過六成（64.09%）在近半年到訪內地10次或以上的受訪者，在內
地使用電子支付，37.83%在近半年到訪內地1次至3次的受訪者於內
地用現金。可見愈常往返內地的受訪者，較容易融入內地的生活模
式，愈習慣電子支付。

工聯倡數據互聯互通提速
工聯會建議加快「數字灣區」建設，特區政府作為牽頭者更能
將數碼應用擴散。因此，特區政府必須先以政府公共服務作為起
步點，將公共服務全面電子化，使市民習慣使用電子服務，再推
出更多政策及措施，增強市民的數碼應用能力。香港的數碼發展
仍與內地保持一段距離，因此，黃國與梁子穎建議特區政府加快
腳步發展數碼經濟，三地政府需要研究未來灣區數碼融合，盡快
進行數據上的互聯互通。
工聯會又認為，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資訊並不統一，沒有固定

平台統一發放有關大灣區各城市的資訊，市民所接收的大灣區各
城市資訊較分散。因此，三地政府可以考慮建立固定的大灣區資
訊平台，統一大灣區三地的資訊，例如身份認證、社保、婚育、
教育、醫療、創業、養老、交通等公共服務數據，方便市民即時
查閱有關資訊，更能及早了解或適應跨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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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一項調查發現，港人愈常到內地，就
愈習慣內地數碼化生活。

●香港建造商會今年10月起向業界推出「收妥全數
薪金款項確認書」，杜絕出現「大細糧」，避免勞資糾
紛。 香港建造商會供圖

●香港建造商會表示，仍有工人被拖糧，很可能是二判、三判因自身資金不
足，才沒有向工人發薪金。圖為工人烈日下在地盤工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