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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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料經濟重啟勞工市場有望改善
失業率升至5.4%或見頂

疫限再放寬 業界寄厚望

李家超會議員聆聽意見
冀架構重組6月中完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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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第二階段放寬社
交距離措施昨起實施，其中餐飲處所堂食時間將延長
至午夜12時；宴會活動人數上限提升至120人，每
人數上限則維持最多8人；酒吧、酒館亦可重開並營
業至凌晨2時，每最多4人，顧客人數為處所容納
量上限的 75%；卡拉 OK 場所亦由周四凌晨起可重
開。各處所業界均期望上述措施可令生意額進一步恢
復。

業者市民開心酒吧重開
在中環蘭桂坊，不少酒吧昨天下午即進行清潔，準

備復業，傍晚起人流逐漸增多。有警員、控煙酒辦人
員在附近一帶巡邏。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媚表示，業界對復業充滿期
待，但在防疫規定下，預計生意額只能回復到疫情
前的五至六成，未必能彌補到經營成本，期望政府
能夠進一步放寬至 12 人一，以及容許營業至凌晨
5 時。她又指，酒吧業經歷長時間停業，已經流失
逾半人手，蘭桂坊不少外籍員工甚至已離港或轉
行。

有市民對酒吧重開感到高興，期待再次看到蘭桂坊

變得熱鬧；亦有人希望今次重開能夠持續下去。有酒
吧店員表示，首晚訂座率已達七八成，亦有預留座位
供顧客即場入座，由於不少市民已經很久沒有到酒吧
聚會，今次反應比預期熱烈，酒吧會準備超過一倍人
手、食材等；而放寬措施首晚，肯定會特別嚴格注意
衛生、勤加清潔桌椅，以防爆發疫情。

香港酒吧業協會理事陳慶表示，現階段放寬措施，
酒吧可營業至凌晨2時，對酒吧業界生意幫助很大。
他指，疫情下市民生活模式已經改變，不少人習慣
「早出早歸」，未必一下子會到酒吧光顧至太夜，預

計待疫情減退，生意額才有望進一步恢復。

健身室生意恢復七八成
現時巿民在健身中心做運動時毋須再戴口罩，但健

身中心要符合換氣量要求。香港健身Guide主席邱益
忠表示，相信要到6月份後，才有約一成的健身中心
能符合換氣量要求，因很多業界暫未願意投資更新相
關系統，更期望政府可提供一半補貼，讓業界渡過難
關。他又指，自從健身中心上月復業後，業界生意額
回復至高峰期時約七至八成，但要符合換氣量要求，
相關設施要投資數萬元，業界未必可以即時支付，同

時亦擔心如果出現第六波疫情，業
界又要停業，故呼籲當局即使有健
身中心出現感染個案，亦不要一刀
切要整個業界停業。

本身是健身教練的張先生指，戴
口罩健身自然會感到辛苦，部分健
身項目就會減少做，但始終對疫情
感到擔心，遂常常選擇去要戴口罩
的健身中心，或在室外較空曠的地
方運動。到健身中心做運動的何小
姐亦說，戴口罩健身覺得辛苦，
會不時喘氣，她對疫情不太擔心，
認為放寬措施是合適。

派對房加推清潔措施防感染
此外，卡拉OK即日起亦重開。市民劉先生表示可

約朋友到卡拉OK感到興奮和開心，因這一波疫情已
持續了幾個月，要經常留在家。他指，到卡拉OK仍
要戴口罩，會讓人感到有點不方便，亦感到局促；惟
他又指很多市民之前已感染，外國一些地方亦已經不
用戴口罩，認為本港相關措施放寬步伐還是太慢。

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然表示，當政府公布可
以重開的消息後，業界已收到很多市民查詢，他希望
業界可以在 3 個月內，追到疫情前約五至六成生意
額。他稱，為了生意重開業界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
括員工接種疫苗及場地清潔等，須符合當局要求。他
續指，業界都很擔心派對房間會再出現感染群組，同
時為了挽回市民信心，不少派對場地都有採取額外措
施，如聘請專業消毒公司進行清潔等。

本港 2 月至 4 月失業率升至
5.4%，失業人口突破20萬。

中新社

李澤鉅：長和系現金足負債低
揀項目首要考慮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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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酒吧、酒館昨日重開，中環蘭桂坊迎來眾多客人。 中通社

失業人口突破20萬
昨日，政府統計處公布2022年2月至4月

臨時數字，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2022年
1月至3月的5.0%，上升至2月至4月的5.4%。就業不
足率由今年1月至3月的3.1%上升至2022年2月至4月
的3.8%。失業人數（不經季節性調整）由1月至3月
的188500人，上升至2月至4月的206100人，增加約
17600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由117000人上升至
142000人，增加約25000人。

與今年1月至3月比較，2月至4月期間幾乎所有主
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
率均見上升。失業率方面，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合計的失業率升至10%，上升1.1個百分點。其中，餐
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上升1.9個百分點至12.9%，
零售業的失業率上升0.6個百分點至8.3%。此外，樓
房裝飾、修葺及保養行業的失業率，亦錄得相對明顯
的升幅。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零售、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運輸業、教育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
樂活動業。

要失業率快降須跨境遊復蘇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指，勞工市場雖在2月

至4月進一步惡化，然而情況在期內較後時間有所回
穩。展望未來，他表示，本地疫情減退和社交距離措
施逐步放寬，加上新一輪消費券計劃，應會為與消費
相關行業的業務帶來支持，從而幫助這些行業的就
業，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應有所改善。他續說，港府
推出的其他紓緩措施，包括 「2022保就業」計劃，亦
有助改善經濟氣氛、支援企業和保障員工就業，當局
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情況。他又呼籲，社會各界齊心
合力，支持港府進一步穩定本地疫情。

大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溫嘉煒表示，本港最新失業率
達至5.4%，高於該行預期的4.9%，回升至去年6月以
來高位。其中，最受疫情影響的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
失業率，較上一次公布的數據上升1.1%至10%。他強
調，港府自4月下旬放寬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加上電
子消費券的發放，相信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的就業情
況會改善，整體失業率或於現水平附近見頂。若整體

經濟狀況回穩及疫情不再大幅反彈，估計失業率下半
年較後時間可望回落至4%或以下，能否加快下降則視
乎跨境旅遊復蘇情況。

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最新
失業率上升0.4%屬預期內，因2月至4月是本港疫情
最嚴重時期，經濟活動受限。隨近期疫情緩和，社
交距離措施持續放寬，原先受影響的經營場所恢復正
常營業，情況便會改善。

民建聯籲發放失業援助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顏汶羽

呼籲，港府應加推額外失業支援措施以應對失業率攀
升。他強調，雖然港府因應疫情緩和逐步放寬社交距
離措施，但零售、旅遊、酒店等行業仍復蘇乏力，失
業情況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改善，當局有必要加推失業
支援措施。他續說，期望當局能盡快完成審批 「臨時

失業支援」計劃，加快發放資助金予失業人士，並幫
助開工不足的僱員。

顏汶羽指，民建聯建議港府設立為期6個月的 「失
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每月發放6000元補助；研究
設立長遠的 「失業援助制度」；增設 「臨時開工不足
支援」計劃，向每月總工時介乎0至72小時的開工不
足人士提供一次性的財政支援；延長放寬 「在職家庭
津貼」工時非單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1年。

大和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師賴志文稱，歐美經濟表現
亦欠佳，美國聯儲局收緊貨幣政策步伐加快，加上內
地經濟表現未如市場預期理想，香港經濟和就業市場
會受到拖累。他又表示，早前稍為復蘇的行業如飲
食、零售及服務業，近期再度出現裁員潮或失業潮，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他續說，即使社交距離措施放
寬，惟本港仍未通關，通脹壓力上升，現階段難言失
業率何時回落。

政府統計處昨公布經季節性
調整的最新失業率：由1月至
3 月的 5%升至 2 月至 4 月的

5.4%，創10個月新高，失業人數增至20.6萬人；就
業不足率則由3.1%升至3.8%。勞工市場惡化，許多
打工仔手停口停，罪魁禍首顯然是第五波疫情。但
上述數據其實都是滯後的。隨疫情高峰期已過，
經濟復蘇勢頭漸漸明朗了。只要特區政府堅持落實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的抗疫策略，加上消費

券、保就業措施產生成效，相信本地經濟可以逐步
復常，失業率有望下跌。

由於第五波疫情在年初突然來襲，原本正在復蘇
的經濟再次陷入寒冬，導致百業蕭條。從數據上分
析，2月至4月期間，幾乎所有主要行業的表現皆未

盡如人意，例如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合計失業率升
至10%，餐飲服務活動業失業率升至12.9%，零售業
失業率亦升至8.3%。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
於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運輸業、教育業以及
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

令人寬慰的是，未來數月勞工市場有望得到改
善，這是建基於抗疫工作取得顯著成效的判斷。事
實上，當局4月21日實行第一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後，食肆和電影院等表列處所陸續恢復經營，有
助鼓勵僱主招聘更多人手，讓 「錢包清零」 的打工
仔重投勞動市場。而隨當局昨天起實行第二階段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再加上新一輪消費券和2022保
就業計劃的帶動，經濟氣氛有望進一步改善，為消
費和就業注入新動力。相信只要社會各界繼續齊心

協力，支持政府進一步穩控疫情，我們可以穩步邁
向全面復常。

在就業形勢有望改善的同時，社會上始終存有一
種擔憂，就是疫情反彈或會令經濟復蘇勢頭戛然而
止。這種擔憂不無道理，畢竟殷鑑不遠。存有這種
擔憂，也有利於我們始終對新冠病毒保持警惕，嚴
加防範。不過，雖然有這種擔憂，但是我們對經濟
復蘇前景的信心也越來越強，因為現時香港比之前
有更大 「底氣」 應對疫情，例如在疫苗接種方面，
第五波疫情爆發初期，有240萬人從未接種，現在
只剩下大約58 萬人未曾接種；年初僅約5%人打齊
三針，現時比例已升至約48%。疫苗接種普及，預
防重症的屏障便可牢牢築起，讓政府有條件進一步
放寬、甚至完全取消社交距離措施。特區政府的其

他抗疫措施亦到位，包括因應各區污水狀況進行突
擊圍封強檢，迅速找出感染者，防止進一步擴散；
廣泛派發快速檢測包，讓市民盡快確認是否染疫；
醫療系統內，中西藥供應充足，確保重症患者獲得
適切治療；六個方艙醫院處於備用狀態，即使將來
出現第六波疫情，香港亦不會重蹈隔離設施不足的
覆轍。

現在還看不到新冠病毒消失的象，疫情反彈風
險不能排除，因此我們必須作最壞打算，不應盲目
樂觀。不過，只要大家做足準備，有效防範疫情反
彈，我們完全有理由對經濟前景保持審慎樂觀。希
望大家繼續戴口罩、用好快速檢測包、接種加強
劑，確保社會復常的步伐不被打亂。若能如此，失
業率下降絕非遙不可及。

防範疫情反彈 促進就業改善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
報道：第五波疫情之下，本港
失業率持續惡化。2月至 4月
份，這一數字已升至5.4%，見
去年6月以來高位；失業人口
突破20萬，達 20.61萬人。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強調，
隨本地疫情緩和和經濟活動
恢復，較後時間勞工市場料有
所改善。市場預期，整體失業
率或於現水平附近見頂，假如
本港疫情不再大幅反彈及市場
沒有出現重大不利因素，下半
年失業率將會低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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