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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壇促請政府號召企業寧減薪莫裁員 

 

1.穩定民心共渡時艱 

1.1 號召企業寧減薪莫裁員 

本港的經濟表現，例如本地生產總值和出口增長等，相比起鄰近地區，並不算特

別差，但無論是政府和民間機構的調查都顯示，市民對本港前景的信心卻每況愈

下，甚至跌至近年的新低點。原因除了是樓市不振、外圍因素不明朗之外，近期

多間機構，甚至公營部門相繼裁員，也造成重大影響。 

 

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欠缺本身的貨幣和利率政策，企業進行減薪、裁員以提

高競爭力，是經濟周期和經濟轉型中的必然現象。但在目前市面上一片不景氣、

人心惶惶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先穩定市民對前景的信心，避免市民因為陷入恐慌

而進一步削弱消費信心，最後進入惡性循環。 

 

因此，政府應號召全港各大企業響應「共渡時艱」的行動，在未來 12 個月內盡

可能不裁減員工，在有需要時，勞資雙方應共同磋商調整薪酬架構，避免裁減員

工。 

 

1.2 政府與其瘦身不如凍薪 

目前政府和公營部門的經常開支中，員工薪津開支所佔比例高達三分之二。近期

公營部門連翻的裁員行動，壓縮員工編制和薪津開支，避免赤字進一步惡化，亦

無可厚非。 

 

但基於穩定民心的考慮，政府與其裁減公營部門人手，不如盡量暫緩招聘各級公

務員，並與公務員團體磋商，在未來一年適當地調低薪酬。當然，鑑於《基本法》

和其他種種因素的限制，政府不能大幅削減公務員薪酬，但最起碼，政府應考慮

凍結較早前決定的加薪，又或將加薪幅度收窄。 

 

另外，政府亦應該削減，甚至停止發放每年開支多達數十億元的津貼，包括：按

物業市場的變化調整各項房屋津貼的水平；將官員出差或渡假的機票由商務客位

適當調低至其他等級；取消公務員子女海外升學津貼；取消一些不合時宜的津

貼，例如冷氣機費、洗熨津貼等。 

 

 

 

2.加強旅遊業發展 

2.1 增撥文化旅遊建設資源 

除現有促進旅遊業的措施外，政府應將旅遊業與文化結合，發展具文化特色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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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景點，甚至鼓勵不同地區發展具本身文化特色的建設，並趕及在 2008 年前完

備相關配套，吸引外國人經香港到中國參觀奧運盛事，並趁此機會進一步向外宣

傳香港的旅遊業。 

2.2 增發街頭表演牌照 

容許藝術工作者在指定的場地及時間從事街頭表演，這不單可蓬勃本地的文化發

展，同時亦可推動旅遊業，而且有助整個社會紓緩悲觀的氣氛。 

2.3 爭取放寬內地商務旅客來港 

儘管財政司司長較早前已與內地有關部門磋商有關問題，但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

門加緊盡快落實放寬商務旅客來港的程序。 

 

3.加快工務工程以增加就業機會 

政府應該全面檢討現行工程各項審批機制，並制訂機制，確保在有需要時，一些

工程可以循既定的渠道加快進行。另外，政府亦應該密切監察工程的進度，確保

達致預定目標。加快的基建工程之中，應集中在一些具投資價值的項目，除了旅

遊設施外，亦應包括一些與物流業相關的工程，例如鐵路、道路、口岸設施等，

配合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4.協助本地專業人士開拓國內商機 

政府應把握中國入世的機遇，就不同行業開拓內地市場進行研究，採取相應措施

協助本地專業人士在國內開拓商機，包括在內地主要城市開設聯絡辦事處，與當

地政府建立溝通渠道，並為港人提供市場資訊、法規諮詢、醫療及人身安全等服

務。 

 

5.善用資源 

目前多個範疇的社會服務都未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政府應該趁著目前失業率偏

高、物業市道低迷的時候，應善用現有資源，加強這方面的服務，包括： 

轩 增聘教師及教學助理：一方面減輕教師的工作壓力，另方面作為提升人力資

源質素的長遠投資； 

轩 以各種形式，為創業人士提供成本低廉的辦公室或商鋪：例如房署應研究以

各方式，以較低租金向創業人士出租轄下的空置鋪位；政府亦可利用各類措施(例

如減免差餉)鼓勵私人企業以優惠租金出租空置的商用單位予創業人士； 

轩 加快與美化都巿及樓宇安全相關的工程項目：例如清拆舊招牌、斜坡維修、

修整路牌，環境清潔等，並設立「配對基金」，資助舊樓維修。 

6.改善就業輔導 

6.1 一站式就業輔導服務 

新論壇一直倡議，政府應該在設立獨立於綜援計劃的失業援助計劃，由勞工處為

失業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有期限的失業援助津貼、就業輔導、再培訓

轉介及職業介紹等，並跟進有關人士的就業情況。 

6.2 分流處理失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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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將失業援助計劃交由勞工處負責，並將不同類型的失業人士作分流處理，

就著不同類型的失業人士提供不同的輔導及轉介服務，另外亦應該加強前線輔導

人員的培訓。 

6.3 幫助青年認識就業市場 

政府應鼓勵學校(包括中學)加強與企業及商會的合作，例如合辦就業講座和暑期

工作坊等活動，讓教師和學生對就業市場更了解，也令青年人進入社會前有更佳

心理預備。 

 

7. 紓緩自住負資產業主困難，有助社會穩定 

當前香港的房地產最迫切問題，並非那些未擁有物業的市民無法「上車」，而是

有數十萬家庭擁有的物業變成了負資產。由於負資產問題涉及家庭數目龐大，加

上近期失業及減薪問題呈惡化趨勢，令這些家庭百上加斤，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

性。若政府仍然單靠增加有限的貸款名額，而不援助全港數十萬戶負資產家庭，

樓市始終難以穩定下來，最終只會令更多申請置業貸款人士加入負資產行列。 

7.1 提高物業按揭上限 

新論壇建議，金融管理局應放寬銀行物業按揭的七成上限至九成，容許銀行按個

別業主的情況評訂風險，更靈活地決定按揭比例，讓一些有一定經濟能力的自住

負資產業主可獲得較高的按揭比例而將物業轉按至其他較低息率的銀行。 

7.2 設立轉按基金 

政府與其撥出大量資金作置業貸款，不如考慮為自住的負資產人士設立任何形式

的擔保或放寬信貸計劃。政府也應該設立機制，避免政府承擔過大風險。 

 

新論壇認為，既然政府可以為中小企業提供無抵押，高達貸款額七成的信貸保

證，政府亦應考慮成立轉按基金，在這類業主進行物業轉按時，為物業價格與信

貸額的差價提供有一定金額上限的信貸保證，讓這些業主可以自由選擇息率較低

的銀行，紓緩支付利息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