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香港貿易發展
局（貿發局）昨日起一連兩日舉行第14屆香港國際
美酒展特別展，以 「酌商機」為題，匯聚100家不
同國家和地區的參展商，只開放給業內人士參與，
大會收到600多名買家，包括30名內地和海外人士預
約登記，並為買家和展商安排多場商貿配對會議，
幫助業界捕捉更多商機。貿發局副總裁張淑芬表
示，今屆美酒展是自2008年舉辦以來，首次於1月份

舉行，成為2023年首項酒業盛會，於新年伊始為買
賣雙方帶來貿易商機，開展新一年的業務。

貿發局助業界捕捉商機
買家陳小姐幫朋友餐廳買酒，期待恢復試酒的美

酒展已三年，她認為美酒展有不少反應，政府都有
支持，但對比以往的規模較小、互動不足，而現時
坐下試酒會比較衛生，期望未來有更多參展商讓更
多人品酒。

劉小姐是經參展商邀請前來品酒，她稱三年疫情
以來都未能品酒，即使想買亦不敢下單，擔心味道
與預期有落差，故期望能與朋友聚會與展商傾談，
提升品酒知識。她續透露，有意農曆新年後再回鄉
與親友團聚，打算花費五千至六千元購買一兩箱紅
酒與朋友分享。

餐飲顧問梁先生覺得今年較特別，會直接獲招待
和介紹不同美酒，有家庭式的感覺。雖然今屆美酒
展規模較小，但只要合乎心意便可，現時已有六至
七款白酒或紅酒可能符合西餐廳客戶要求。

展商冀逐步復蘇帶動銷量

本地參展商郭先生指，疫下有參與美食博覽和購
物節，但未容許試飲試食，而酒和食品不能單靠包
裝，須透過親身講解令客戶了解酒的感覺。雖然兩
地已開始首階段 「通關」，但只是最近一周才宣
布，內地消費者或潛在客戶未必能在行程上配合觀
展。他認為如果能向供應商介紹新貨品和品牌是非
常好，至於酒和餐飲息息相關，後者逐步復蘇可帶
動酒的銷量，故以謹慎方式入貨，持觀望態度，期
望今屆美酒展可增加一至兩成生意額。

高陞國際貿易的李先生表示，已做了多年中國白
酒，今次美酒展主要推廣雜酒，隨內地和香港
「通關」，相信中國白酒的市場會向好，現時希望

進行更多介紹，讓更多人認識品牌，期望 「通關」
後參與美酒展，向客戶推廣品牌，特別是於香港購
買對內地旅客有信心保證，期望可帶來七位數金額
的商機。

此外，大會現場設有多場活動，包括香港酒類行
業協會主辦的 「香港酒業展望 2023」講座、Wine
& Spirits酒誌呈獻的 「仙島酒莊」中國的優質葡萄園
帶來山東煙台的美酒及第四屆 「香港清酒小姐就任
儀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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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昨日根據鐵路條例，批准進行東涌線延線
項目，預計今年動工，並於2029年竣工。政府發言
人說，東涌線延線項目落成後，相比路面交通工
具，經鐵路由東涌西站及東涌東站前往尖沙咀或中
環所需的時間，預計可分別減少約12及21分鐘。

往尖沙咀可縮約12分鐘車程
東涌線延線項目主要分為 「東涌東段」及 「東涌

西段」兩部分。其中 「東涌東段」將於現有欣澳站
及東涌站之間的東涌東填海區建造東涌東站，並涉
及對現有東涌線約1.2公里長的路軌進行改道。東涌

東站為地面車站，設有高架車站大堂。至於 「東涌
西段」則將從現有東涌站的鐵路隧道向西延伸約1.3
公里，於逸東以西建造東涌西站。東涌西站為地
底車站，將成為東涌線新終點站。

政府發言人說，東涌西和東涌東一帶的東涌新市
鎮擴展區是重要的中長期土地供應來源之一，以滿
足房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需要。東涌線延線將提
供直接出入該區的鐵路服務，以支持人口和就業機
會持續增長。發言人說，港鐵公司會繼續與受影響
的地區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在推動東涌線延線項
目時，將成立社區聯絡小組，成員受影響的團體，
如業主委員會、管理公司及地區組織等。港鐵公司

亦須遵守環境許可證上所載列的條件，將對環境造
成的滋擾減低至可接受水平。

為東涌未來發展奠基礎
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東涌線延線項目

將配合位於東涌東新填海區及東涌西的新市鎮發
展，進一步加強北大嶼山內外交通聯繫，支持區內
居住及就業人口長遠持續增長。港鐵公司就項目的
推展與社區保持緊密聯繫；團隊會繼續與持份者交
流意見，於工程期間按相關法例的要求，減低工程
對社區可能帶來的影響，同時致力讓項目盡快開
通，服務市民。

法定最低工資已凍結四年
孫玉菡說： 「政府認為委員會已進行全面及持平

的討論，適當履行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法定職
能，建議也已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
流失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同時顧及維持香
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政府接納委員會的建議，
並相信新水平有利於香港的整體利益和發展。」

王沛詩表示，據統計處於2021年數據顯示，時薪低
於40元的人有73300人，上調最低工資令最少73300
人直接受惠，但其他較高工資的工友，在漣漪效應下
亦會加薪，所以受惠人數將有更多，主要涉及清潔、
物管，服務、護理、銷售、快遞等基層工友。

綜合計算加幅跑贏通脹
署理政府經濟顧問侯家俊稱，2011 年 5 月首次公

布最低工資時至2021年11月累計通脹升幅為34%，
當時的最低工資由 28 元，加至今次的 40 元，升幅

達 43%；若以綜
合物價指數計，
當 年 的 28 元 等
同今天的 37.6 元
至 38 元 ， 所 以
以不同方式計算
是次上調的最低
工資，也是跑贏通脹。

他續指，假設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按年增長4%，
調升最低工資將引致的額外薪酬開支為4.7億元，佔
總薪酬開支0.05%，估計失業率升幅會少於0.05%，
對通脹率的影響亦不足0.05%；假設上半年經濟按年
收縮3.5%，額外薪酬開支會增至9.1億元，佔總薪酬
開支0.11%，基層失業人數會增加約2500人，失業率
升幅為0.07%，對通脹率的影響約為0.05%。

若一年一檢須優化機制
目前最低工資是兩年一檢，今次是政府相隔四年

後調整最低工資水平，2021年由於本港經濟受疫情
打擊，當局決定凍結水平，勞工界一直要求每年一
檢。王沛詩回應指，處理最低工資工作需時，如果
要做到一年一檢，流程要更緊湊，希望累積智慧及
經驗，本港可盡量關顧較弱勢的一群，委員會會盡
量尋求一個優化機制，如果有消息會向外公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稱，今次調升是 「遲到
好過無到」，40元只能滿足底線，追回過去四年通
脹。他又批評兩年一次檢討是 「堅離地」，要求一
年一檢，長遠要全面檢討機制，令最低工資發揮更
大成效，達至縮窄貧富差距。

操控外傭戶口洗錢
警拘18名外籍人士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對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提出建議。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會後表示，今年是香
港邁向疫後復常再出發的一年，聯盟圍繞恢復經濟與
重振民生，提出共100項建議，涵蓋12個政策範疇。
在紓解民困方面，經民聯建議繼續推出一萬元 「消費
券計劃」，以刺激消費提振內需。

促加強支援失業就業不足者
經民聯建議成立恒常的 「失業援助金」和 「失業轉

型支援基金」，強化對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的支援；
為減輕基層生活和住屋負擔，建議為所有住宅用戶提
供新一輪電費補貼，並加碼至每戶2000元，向在職家
庭津貼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人士 「出雙糧」；擴大兩
元票價優惠至就讀全日制的學生；增加安老宿位供應；
檢討港鐵 「分享利潤機制」並善用港鐵給政府的股息用
作回饋市民；降低或豁免五條新界隧道收費等。

在推動全面 「通關」、重振旅遊方面，經民聯建議
逐步有序恢復與內地全面 「通關」，持續增加港人進
入內地及內地來港的人數，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重新
批出團隊旅遊簽注，恢復內地旅行團來港；重設20億
元盛事基金，設立專責小組重建盛事之都聲譽；制訂
新《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為旅遊業界提供持續支
援；推動文化旅遊，加強灣區城市藝術文化合作。

建議撤「辣招」減首置印花稅
此外，經民聯又建議分步驟有序撤回住宅 「辣

招」，減免年輕港人首置印花稅、推出 「強積金首次
置業計劃」、取消買家印花稅、免除符合資格的外來
人才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從價印花稅、取消額外印花
稅、優化新住宅從價印花稅，換樓人士可以在兩年內
「先免後補」等。
開發北部都會區方面，建議盡快修例降低轉售祖堂

地門檻，劃一收地補償制度中的賠償金額，全數按照
發展用途的標準作賠償；全速進行土地技術研究，發
展綠化地帶和濕地緩衝區；加快發展相關棕地及推展
元朗和洪水橋興建多層工廈。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工業總會(工
總)昨日就2023年至24年度財政預算案向特區政府提
交意見書，包括建議政府全力推動經濟復常、促進創
科及再工業化、強化香港工業人才庫、鞏固香港經濟
獨特優勢、促進工商界達致碳中和、深化跨領域統籌
與合作等。

工總建議的多個重點，首先是倡議政府推出新基金
及逆周期措施、支援企業和就業、刺激經濟復蘇，同
時可以推出寬減稅項和電費補貼的短期紓困措施，以
減輕企業負擔。其次，期望政府能夠以製造業作為轉
化創新科技成果的主要載體，促進 「再工業化」，同
時期望政府能盡快公布北部都會區的產業用地分布和
發展模式，吸引優勢企業和製造業部署投資落戶。

為留人才實施更具體措施
在招攬人才方面，工總期望政府繼續投放資源於生

涯規劃及就業導向，培育新一代工業及創科人才；香港
亦要推出更多措施吸引海外人才，例如預留更多 「人才
公寓」、吸引外地學生來港就學就業等。 至於鞏固香
港經濟獨特優勢方面，香港應定位為亞洲工業總部和營
運中心，加強 「總部經濟」思維，提供便利營商環境及
檢視稅務政策，吸引企業設立香港地區總部。

工總主席查毅超表示，2023年將會是香港擺脫疫情
陰霾，邁向新里程的一年，期望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短期內助力香港經濟盡快重拾活力，同時要具備長
遠的目光，重點推動創科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充分
發揮香港獨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深化
大灣區互聯互通，加強與東南亞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
貿合作關係，長遠提升香港競爭力，讓香港經濟能再
創高峰。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於去年9
月外訪東盟，加強雙方的民間交流，其中新加坡香港
商會代表團近日回訪香港。民建聯副主席暨工商專業
委員會主席周浩鼎昨日表示，是次代表團希望探討新
加坡企業來港上市的機遇。他們同樣是希望利用香港
的平台，既能夠做到集資融資的需要，又能協助他們
的企業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更加凸顯香港在 「一國
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周浩鼎表示，會上向代表團概述新上市規則18C，
特專科技公司(Specialist Technology Companies)上市的
安排，由於公眾諮詢已於去年年底完成，促請特區政
府盡快於今年內落實此安排，可以進一步吸引東盟的
企業來港上市。

籲加快活化創業板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勇表示，這次新加坡

香港商會代表團訪港，正是民建聯上次訪問東盟的重要
成果。相信隨香港和內地全面對外開放，各界也會更
頻繁往來香港及內地，期待未來有更多的交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俊碩表示，會上交流可見大家對
於香港充滿信心，就上市的安排，也會敦促特區政府
也加快活化創業板，進一步吸引中小企來港上市。

【香港商
報訊】記者
李 銘 欣 報
道：本港新

冠疫情回落至低於一萬宗水平，昨日新增9379宗確
診，包括227宗輸入個案，多75宗死亡個案。政府
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
估計，本港已有約 500 萬人曾受感染，免疫屏障非
常高，建議取消確診者的隔離令，新冠患者的病
情如已退燒及身體情況許可，可戴上口罩繼續上
班，又認為粵港免檢疫 「通關」對本港疫情影響
不大。

昨增9379宗確診
13間安老及四間殘疾人士院舍共19名院友和1名

員工確診。774間學校共1505名學生及244名教職員
確診。Omicron BA.4及BA.5個案，佔整體個案的比
例輕微回落至49.12%。衛生防護中心發現多三宗本
地個案，帶 BF.7 病毒株，累計增至 30 宗；XBB 及

BQ.1.1本地個案則分別多兩宗及一宗，累計分別有
175宗及199宗。

孔繁毅昨日於電台節目表示，香港免疫屏障非常
高，若本地確診人數未有大增，數周後可改用快速
測試取代核酸，甚至完全取消檢測要求，強調香港
抗病毒藥物足夠， 「通關」對香港疫情影響不大。

長者宜打第四針
同時，近日新冠死亡率未見回落，接種三針後的

死亡率亦有上升。孔繁毅指出三針後仍受感染的死
者，一般距離接種第三針已超過半年，當中不少為
年過80歲的長者，部分人有長期病患者，建議長者
應接種復星二價疫苗。

他引述研究指，目前香港供應的兩款疫苗在預防
重症及死亡方面效果相近，但科興滅活疫苗產生的
中和抗體，以及針對Omicron變種病毒株的效果，不
及復星疫苗。他認為長遠而言，新冠疫苗與流感針
一樣，須每年接種，尤其是長者等高危人士，並建
議打最新款針對最新變種病毒的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一個由非華裔
人士操控的洗黑錢集團，在前年起以約 1000 元至
2500元報酬利誘來港工作印傭，開設銀行戶口後出
售，利用收集得來的逾30個傀儡戶口清洗超過3500萬
元犯罪得益，當中涉及25宗騙案。警方財富情報及調
查科展開代號 「義網」行動，拘捕18名外籍男女。

警方財富情報及調查科黃錦榮督察昨日表示，在
2022年5月展開情報主導行動，成功鎖定一個由非華
裔人士操控的洗黑錢集團，發現該集團透過操控外
籍家庭傭工在香港開立的銀行戶口，清洗不同網上
詐騙案的犯罪得益，直至前日到全港多處住所拘捕
共18人，包括一名尼日利亞籍男子、一名孟加拉籍
男子和16名印尼籍女子（29至49歲），當中五人是
骨幹成員，13 個傀儡戶口持有人，集團在 2021 年 5
月至2022年10月期間，涉嫌利用最少33個戶口清洗
超過3500萬元，其中1100萬元已證實與25宗網上情
緣、兩宗電郵和兩宗投資騙案有關。

最低工資時薪加6.7%至40元
5·1生效 最少7.3萬打工仔直接受惠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法定最低
工資凍結已有四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
日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將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由現行每小時37.5元調升至40元，增幅
為2.5元或6.7%，將於本周五刊憲，下周三提交
立法會，如獲通過將於5月1日勞動節實施。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稱，委員會的建議已在
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目標之
間取得適當平衡。此外，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
王沛詩稱，調升已跑贏通脹，將有逾七萬人直
接受惠，漣漪效應下會帶動其他較高工資的基
層工友加薪。

東涌延線料年內動工

國際美酒展開鑼試酒環節復歸

港已建免疫屏障 專家促停隔離令

民建聯見星商會代表
盼招企業來港上市

經民聯會見陳茂波
倡再派萬元消費券

工總建議推新基金
支援企業刺激經濟

王沛詩(右)表示，最低工資調升已跑贏通脹，將有逾七萬人直接受惠。 記者 李銘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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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酒展一連兩天在會展舉行。 記者 蔡啟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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