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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見近一年新低 勞工市場改善
港失業率四連降至5.5%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
報道：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
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即 2021
年 4月至6月的臨時數字)，本
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
2021年 3月至5月的6.0%下跌
至2021年4月至6月的5.5%，
亦是近一年來的新低。就業不
足率由 2021 年 3 月至 5 月的
2.8%，下跌至2021年 4月至6
月的2.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表示，展望未來，勞工
市場應會隨經濟繼續復蘇而
進一步改善，消費券計劃亦將
有助於復蘇；而要創造穩固基
礎，以便經濟活動全面復蘇，
並使勞工市場持續恢復，社會
各界必須積極參與政府新冠疫
苗接種計劃。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一國兩制」要繼續成功，
香港無論在經濟或民生方面都要有所作為，尤其是在房
屋問題上，要真正 「開天闢地」製造土地，需要全社會
動員。她又強調，香港前景非常之好，訂立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令香港在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上有保
障，加上國家 「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無
限機遇，就已是信心的保證， 「對香港有歸屬感和願意
在港打拼的人，目前是最好的時刻」。

製造土地需全社會動員
林鄭月娥表示，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提出本港房屋、醫療、就業等各方面的問
題，每屆特區政府均應以此為鑒，很努力地去改善。
她相信 「管治者」不單指特區政府，亦包括立法人
士、社會大眾和各個界別人士。她續說，尤其是在房
屋問題上，要真正 「開天闢地」，製造土地需要全社
會動員。她以近日涉及綠化地和古洞北一帶收地工作
為例解釋道，地區上因個人利益受衝擊而出現反對聲
音在香港社會仍存在，所有不同層次的管治者都應該
盡最大的努力。

在回應香港近期出現所謂 「移民潮」時，林鄭月娥

指出，香港在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所謂
移民的趨勢，特區政府只會堅守香港市民在基本法下
享有的出入境自由。

「如果你真的要我向已經移民、正在移民又或打算
移民的香港市民說一些話，我會告訴他們，香港的前
景是非常之好。」林鄭月娥表示，經過中央的兩大舉
措，訂立香港國安法令香港有國家安全的保障，完善
選舉制度令香港的政治安全得到保障。香港在中央支
持之下，特別是在國家 「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
區有無限的機遇，前景非常之好。

續推各項計劃融入國家發展
當日，林鄭月娥在環渤海企業家聯盟揭牌儀式及環

渤海區域經濟發展暨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高峰論壇上
發表視頻致辭指，過去兩年，香港雖然經歷風浪，但
在國家支持、中央作為後盾下，香港抵禦住社會動蕩
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打擊。香港已連續多個星期沒有出
現本地個案，期待不久的將來，內地和香港之間人員
往來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循序漸進地恢復，讓
香港能夠繼續推進各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計劃，為
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她說，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香港與環渤海經濟

圈戰略定位可協調互補。香港與東南亞等國家聯繫較
為緊密，而環渤海則與東北亞國家交往頻繁，香港與
環渤海的企業可利用彼此地緣優勢，開拓更多新市場
和商機。

林鄭強調，國家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有關香港的
內容，顯示國家在多個重要範疇繼續大力支持香港發
展。香港將全力配合粵港澳大灣區以及國家整體發
展。環渤海的企業家可充分利用香港機遇和優勢助力
產業升級，推動產業發展。

林建岳：企業普遍對港營商具信心
此外，貿發局昨晚發出新聞稿指留意到近日有關香

港營商環境討論，強調在本港經營的企業普遍對香港
營商環境具信心。

「從我接觸到本港商界包括在港經營的國際企業得
知，他們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非常感興趣，並認為香港
是進入大灣區的最佳切入點。」貿發局主席林建岳指，
「香港作為國際商業樞紐，其基礎優勢仍然保持不變，

包括便利的營商環境、匯聚國際專才，並奉行自由經
濟，同時具備廉潔的社會以及資金、貨物、人才、資訊
自由流通的優點。我們深信國際投資者及商界對香港作
為全球雙向投資和貿易平台的角色仍然充滿信心。」

本港勞工市場概況
項目

最新整體失業率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
務業）失業率

餐飲服務活動業失業率

就業不足率

總就業人數

失業人數

變幅

-0.5%

-0.9%

-1.3%

-0.3%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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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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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0.0%

2.5%

3640100

213100

林鄭：目前是在港打拼最好時刻

與2021年3月至5月比較，2021年4月至6月期間，
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整)均見
下跌。其中，建造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零售、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均
有相對明顯的跌幅（見表）；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
主要見於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以及零售、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

失業者減少2萬多人
根據統計，本港總就業人數由2021年3月至5月的

3630400人，上升至2021年4月至6月的3640100人，
增加約9700人。同期總勞動人口則由3863700人下跌
至3853100人，減少約10600人。失業人數(不經季節
性調整)由 2021 年 3 月至 5 月的 233300 人下跌至 2021
年 4 月至 6 月的 213100 人，減少約 20200 人。同期的
就業不足人數亦由107400人下跌至96000人，減少約

11400人。
羅致光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隨本地疫情穩

定和外圍環境改善，本港經濟繼續復蘇，勞工市場進
一步改善。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2021年4月至6
月較2021年3月至5月下跌0.5個百分點至5.5%，連續
第4個移動3個月期間錄得下跌。就業不足率亦進一
步下跌0.3個百分點至2.5%。同時，總就業人數連續
第 4 個移動 3 個月期間上升，增加 9700 人至 3640100
人。失業人數進一步減少20200人至213100人。

僱員再培訓惠及4萬人
羅致光續指，僱員再培訓局於 2019 年 10 月推出

「特別‧愛增值」計劃，為受經濟影響的學員提供培
訓和津貼。僱員再培訓局已先後完成3期計劃及提供
40000個培訓名額。第4期計劃已於2021年7月推出，
為期半年至今年底，讓額外20000名學員受惠。

大型招聘會方面，勞工處與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
於2021年7月20日及21日在麥花臣場館合辦 「共覓
新機遇招聘會」，約有40個僱主參與，提供大量來自
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與此同時，勞工處會繼續接收
及發布來自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資料。勞工處在2021
年4月至6月平均每月錄得82377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
缺，較 3 月至 5 月的平均數字上升 0.6%，按年上升
50.6%。求職人士可使用勞工處的網上平台獲取這些
空缺資訊。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表示，儘管整體失業率近月有所
回落，但受到疫情重創的旅遊業及其連帶的行業，仍
然未見曙光，而疫情對於經濟帶來的衝擊及後遺症，
恐未能在短時間內消除，可能要到2024年，情況才會
改善，故此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即時發放緊急失業/停
工現金津貼及創造更多職位，以解失業人士燃眉之
急。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
經季節性調整的最新失業
率降至5.5%。

林鄭月娥表示，對香港有歸屬感和願意在港打拼的
人，目前是最好的時刻。 政府新聞處

隨疫情受控，經濟社會運
作逐漸復常，本港失業率進一
步回落，最新 4 至 6 月的數字

為 5.5%，較前減少 0.5 個百分點，是疫情以來降幅
最大的一次。與年初高位7.2%比較，失業率已累降
1.7個百分點，但與疫情前的3%左右，依然有相當
距離。下階段，當局須研究如何更多支援長期失業
者，包括復蘇不全面下的失業重災區；此外，要從
根本入手，透過加快疫苗接種，早日實現群體免
疫，推動香港盡快走出疫情。

香港疫情自3月下旬明顯回順，每日新增確診大
概維持在個位數與十餘宗之間，故有條件放寬社交
距離限制措施，由食肆、酒吧，到戲院、主題公園
的經營限制均獲放寬。過去三個月的失業情況改

善，主要便見諸相關服務業，以零售、住宿及膳食
服務業為例，失業率便從高峰時的 11.3%，下降至
最新的8.5%，而藝術、娛樂及康樂行業的數字，亦
由最差12.9%降到10.8%。

然而，目前失業情況難以言好，以上述兩大行業
為例，以疫情前分別約5%和2%的失業率相比，最
新數字無疑仍十分之高。何況，全球疫情遠未過
去，口岸管理措施未能解除，以服務旅客為主的航
空業、旅行社等，還繼續停留在手停口停階段。畢
竟，現時整體經濟及就業市場的復蘇極不全面、不
平均，幾家歡樂幾家愁。消費券下月將派發，肯定
有利刺激內需消費，繼而提振市道重新暢旺起來。
於此基礎上，政府還可研究更進一步的針對性措
施，瞄準疫下重災區，支援長期失業的市民及長期

停擺的行業，持續完善撐企業、保就業的工作。
歸根究底，一日香港未能走出疫困，經濟社會運

作都無法復常；治本之法，乃是繼續推進疫苗接
種，當香港實現群體免疫，就有條件進一步甚至全
面放寬所有抗疫限制措施。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
自各界推出疫苗獎賞計劃，每天接種率都有上升，
最新已突破40%。她形容是令人欣慰的比率，並指
如果情況持續，相信可於9月底達至70%甚至更高
一些。望係咁望，但要留意，國際經驗反映，當接
種率升至一定高度，要 「攻破最後堡壘」 達至80%
則舉步維艱。故此，日前法國已研究引入強制打
針，背後考量正是確保達致群體免疫。視乎各地經
驗，一旦香港在願打則打的基礎上，接種率未能實
現群體免疫的話，當局還應研究更進一步的谷針措

施，而且強制打針的選項亦始終不能抹殺。
70%接種率既是群體免疫的指標，林鄭早前透露

若然達標，就更具條件跟內地及澳門討論通關。兩
地開關對經濟、就業的提振作用不言而喻，對解救
復蘇不對稱及疫下重災區更是 「救命招」 。事實
上，當香港做到群體免疫，莫講與內地通關，更可
考慮完全解除入境限制——當然，屆時仍要視乎外
圍疫情，包括有否新變種病毒及疫苗有效性而定。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倘無群體免疫，任何開關措施
都難啟，市民亦不可能回復昔日的出行模式。

目前香港抗疫形勢向好，打針進度亦有改善，惟
一些行業及從業員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谷
針莫停，還要加強，唯全港同心合力，各行各業才
能挺過疫境。

更多支援失業重災區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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