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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再次全民派錢一萬元及推出抗疫基金 3.0 

 

政府推出首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對不少行業提供支援。惟早前我們接獲酒

樓東主、體育教練等不少業界人士求助，指支援措施中有疏漏之處，令不

少行業和經營者未能受惠。加上近期疫情加劇，百業蕭條，許多基層打工

仔失業或收入銳減。政府理應儘快推出抗疫基金 3.0，並再度推出派錢措

施。 

 

民主黨早於 7月 29 日，聯同多名酒樓業、洗碗清潔服務業、遊艇及度假

屋預訂行業、派對房間行業、wifi 蛋行業代表召開記者會，講述各業界在

疫情及政府社交距離措施下的經營困境。  

 

而根據業界人士所述，先前的抗疫基金，對餐飲業的資助計劃，因規定申

請人必須為持牌人，令不少非持牌人，但實際經營餐飲業務人士無法申請

資助，更甚者有持牌人利用經營者資料，冒領資助，而負責執行政策的食

物環境衞生署卻束手無策。 

 

體育教練方面，有許多教練反映，雖然他們具有各類型專業資格並持續開

班授徒，甚至有些人在康文署轄下訓練班任教，專業資格得到署方認可，

但由於其並非體育總會註冊下的教練，因此無法申領體育教練的 7,500 元

一次過資助。 

 

至於派對房間行業，屬於政府第一輪強制關閉令影響的行業，他們在第一

輪防疫基金未能受惠，次輪基金亦只獲 4 萬元資助，惟疫情再度惡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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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關閉令重臨，業界卻未得到持續補助，許多經營者面臨結業。此外，

也有一些受疫情影響的後勤行業，如 wifi蛋出租行業及洗碗清潔服務業，

同樣因旅遊、飲食業生意減少而受影響，但就難以申請政府前兩輪防疫抗

疫基金。事實上，現時本港 共有超過 34 萬家企業，符合中小型企業委員

會所界定的「中小企業」定義。這些中小微企佔全港企業總數逾 98%，其

聘用的僱員，佔私營機構僱員整體約 45%。他們在疫情下，無差別地面對

不同程度衝擊，經營困難，某些營運成本高的行業，更面臨結業潮。 

 

 

故此，我們早前致信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提出四大訴求，惟至今仍未獲司長

回覆。而今次內務委員會將討論「政府整體抗疫工作的最新情況和相應措

施」，我們籍此再次重申我們的建議： 

 

一、 全民再派錢 1萬元﹕令全港所有打工仔、自僱人士和家庭均能受

惠。 

二、 推出第三輪抗疫基金﹕前兩輪抗疫基金遺漏多個行業之餘，不少

大型企業卻獲得巨額資助，因此政府應向全港所有有實質營運的中小微企

再次提供資助，以解中小微企燃眉之急；資助金額可按企業僱員劃分不同

層級。 

三、 支援自僱人士﹕向所有能夠供近期工作證明的自僱人士發放 2 萬

元，讓體育教練、的士司機、以至過去被遺漏的其他自僱人士 (例如舞台

工作者) 獲得政府支援。 

四、 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提供為期 6個月，每月 9千元

的臨時失業援助金。 

 

 

此外，隨著特區政府繞過所有既定程序由內地檢測機構進行全民檢測，市

民憂慮特區政府借此將基因資料送中，以至設立「社區健康碼」，作為開

啟監控社會之門。這些都是港人實實在在的憂慮，是對特區政府不信任的

表現，特首林鄭月娥不自我反省特區政府失敗因由，反而向醫護扣上政治

帽子，難怪民望一沉不起。 

 

我們認為，政府要專業地做好防疫工作，應該聽從防疫專家的建議，而不



是借防疫專家過橋，推行各種監控市民和效益不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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