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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日公佈實施最低工資後外判服務的安

排，決定由5月1日起，政府外判工人每周可享1

天有薪假，平均加薪近1成半，但不會有飯鐘錢。

政府的安排使外判工人明顯受惠，也平衡了各方

利益。不過，政府的平衡性安排，並不能解決社

會上面臨的矛盾。要避免落實最低工資給社會帶

來猛烈衝擊，最重要的是包括勞資在內的各界人

士應以寬容持平的心態看待與最低工資有關的福

利、待遇計算，營造寬鬆的社會氣氛推動最低工

資落實，太高的福利要求，過於強硬的態度，只

會阻礙最低工資的順利落實。

休息日和飯鐘應否計算最低工資之中，成為近

日爭議的焦點。政府作為最大的外判服務僱主，

其決定因具示範意義更備受關注。根據現行的勞

工法例規定，凡按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每7天

可享有不少於1天休息日，而飯鐘則無硬性規定。

因此，政府的決定是按照既定法律和尊重合約精

神而定，為私人市場提供了借鏡。

有勞工團體對政府的決定仍表不滿，批評政府

開了壞先例；但另一方面，不少僱主則擔憂政府

的安排增加其經營壓力，僱主不跟隨政府，怕被

標籤為「無良」僱主；跟隨的話，必然人工成本

上漲，部分慘淡經營的中小企更可能不勝負荷被

迫結業。其實，僱主只是最低工資鏈中的一環，

其因最低工資而增加的人工成本能否全數轉嫁到

市場，還要看市場的承受能力。有能力的僱主出

於社會責任的考慮，應給予僱員飯鐘錢。的確有

困難的企業，面對強大的社會壓力如果結業了

事，員工無奈失業，對於勞資雙方而言是兩敗俱

傷。勞工團體保障勞工權益，為勞工爭取最大福

利的要求可以理解，但也要顧及僱主能否承受的

現實。

除了有薪休息日和飯鐘錢外，落實最低工資還

會牽涉到勞保、長期服務金、強積金乃至年終花

紅等福利的計算，日後還可能出現一系列更複雜

的利益爭議。因此，要落實最低工資保障工人利

益，而又避免造成社會矛盾，社會各方要有寬容

理性的心態，不宜對最低工資包含的福利期望過

高，甚至一開始便要釐訂脫離社會承受力的高標

準，必然會引起反彈，導致勞資雙方陷於對立。

最低工資在港是新鮮事物，允許在實踐中發現問

題，並通過各方理性平和的溝通討論，尋求為社

會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

(相關新聞刊A2版)

日本9級大地震發生1個月，日本全國昨日為

大地震的遇難者和失蹤者舉行默哀儀式。面對

史無前例的危機，菅直人政府救災指揮不力，

飽受外界非議。日本要重建災後經濟，未來要

動用天文數字的資金，勢令日本的債務危機更

加嚴重，需要一個強勢政府才能應對。然而，

應變能力不足的民主黨政府剛在地方選舉大

敗，將進一步打擊政府威信，令到日本的復甦

前景更加暗淡。

日本災情仍未見好轉，菅直人政府對於是否

將核電廠封閉更顯得進退失據，白白錯失了解

決危機的黃金時間。現時核輻射的污染範圍已

經不斷擴大，食物鏈有被污染之虞，隨時引發

新一輪的核災難。日本政府的救災表現也受到

詬病，災情已過去一個月，大批災民流離失

所，飢寒交迫，以日本這樣一個先進的國家，

其救災表現確實令人失望。

雖然日本政府表示計劃發行超過10萬億日圓

緊急債券，為災後重建籌資，但日本目前的債

務已達到GDP兩倍以上的高危水平，能否通過發

債籌集這筆龐大資金令人存疑，而且龐大的債

務壓力也將進一步推低日圓及日債價格，隨時

引發「日債危機」，投資者必須有所防範。

日本政府救災乏力，主要根源在於日本政局

的長期不穩，內閣猶如走馬燈的更換。首相在

還未熟悉政府運作之前可能已經倉皇下台，導

致內閣官員難以操作這台龐大的政府機器，於

是在救災過程中不時出現地方政府對中央的指

令置若罔聞、東電連番失誤政府卻無計可施、

甚至連自衛隊也多次違令。顯然，日本政府的

頻繁更替，已嚴重削弱了政府的救災能力，不

論是民主黨或是自民黨上台，也難以改變指揮

不力的局面。

面對救災及復甦的雙重壓力，日本政府理應

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作。然而，日本先是拋出

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報告，令中日關係再生

波折；又在沒有知會周邊國家的情況下，將幾

千噸輻射水排放到公海，對周邊海域造成了嚴

重的污染。日本這些做法相當不智，結果只會

引起周邊國家的反感，妨礙各國在日本重建上

的支持和合作。日本的經濟復甦、災後重建離

不開中國及周邊國家，日本應強化與各國溝

通，加強合作，才是應對災情的正確態度。

(相關新聞刊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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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寬鬆氣氛 落實最低工資 日本救災乏力 復甦前景堪憂

港大畢業生海嘯後首見百萬年薪
2010平均月薪1.7萬升4.3％ 人均獲2.09份聘書不愁出路

非本地研究生留港銳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本港經濟持續

向好，連帶大學畢業生就業市道亦出現「小陽

春」。香港大學昨公布2010年畢業生就業調

查，就業者的平均月薪約1.7萬元，較09年上

升4.3%，每人平均獲得聘書2.09份，反映畢業

生不愁出路，更有「聘書王」獲得8至9份聘

書。有從事地產投資私募基金的畢業生年薪高

達120萬元，較同年畢業的醫生及銀行顧問為

高，這是金融海嘯後首次再有年薪過百萬的

「富貴畢業生」，且非常接近2007

年最高薪者122萬元的「高峰」。

港大近3年本科畢業生就業數據

港大畢業生最高薪5強
排名 職業 年薪

1 地產投資基金 約120萬元

2 網上貿易 約90萬元

3 政府醫院醫生 約72萬元

4 診所牙醫 約72萬元

5 銀行金融顧問 約69萬元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於去年12月至今年3月，訪問
了3,504位2010年的畢業生，以了解其就業情況，當中本
科生佔9成。資料顯示，這屆畢業生就業率達79.2%，另
有19.2%選擇升學，0.3%人待業。

27.5%投商業服務金融 升5點
投入職場者從事的行業仍然以工商業為主，約佔整體6

成，當中從事商業服務及金融機構的佔27.5%，較09年上
升5個百分點。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就業總監陳秉光
表示，選擇金融業的畢業生有明顯上升，主要與本港經
濟復甦有關。其次，有關社會服務及運輸的職位亦有輕
微增長，分別佔20.8%及5.2%。
2010年畢業生的平均月薪達17,336元，較09年16,625元

高出4.3%，最多畢業生的薪酬水平介乎1萬至1.5萬元，佔
整體約5成。至於金融海嘯下，09年曾有1成半畢業生月
薪低於1萬元，有關情況在2010年已大幅減少一半，即只
有不足7%的畢業生少於1萬元的「低薪」水平。

私募基金聘優才 年薪120萬
2009年畢業生受金融海嘯打擊至巨，當年最高年薪者

只有90多萬元。陳秉光透露，去屆最高薪的畢業生年薪
達120萬元，「最高薪酬者的職位與私募基金有關，過往
較少公開資料，更極少聘請畢業生；第二高薪者從事網
上貿易。至於往日極為吃香的銀行顧問則排至第5位，可
見金融海嘯後銀行業的佣金仍未回復高峰水平」。

滿意工作 轉工率微降2點
除了薪酬提升，畢業生的選擇亦較09年為多，去年畢

業生平均獲得2.09份聘書，較09年2.04份為多。陳秉光指
有畢業生的聘書高達8至9份。此外，各人轉工比率亦輕
微下降，去屆曾轉工的畢業生有14.5%，較09年減少2個
百分點，反映有較多畢業生滿意現時的工作。
港大報告又指出，截至今年3月，已有325位準畢業生

獲得聘書，較去年上升13.6%，情況與08年金融海嘯前相
若。陳秉光對今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表示樂觀，但強調
實際情況仍需要視乎當時經濟環境的變化。

■港大公布
2010年畢業
生 就 業 調
查，就業者
的平均月薪
約1.7萬元，
較09年上升
4.3%。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港大2010年
年薪最高的畢
業生任職地產
投資，過往較
為少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陳秉光表示，本港已積極挽留人才，但內地研究機構
發展急速增長，吸引大批人才回流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平均月薪分布詳情 2010 2009 2008

少於10,000元 6.9% 14.6% 4.1%

10,000元至14,999元 49.1% 46.8% 47.4%

15,000元至19,999元 16.3% 11.9% 17.5%

20,000元至24,999元 13.1% 13.7% 15.4%

25,000元至29,999元 4.7% 3.6% 2.9%

多於30,000元 9.9% 9.4% 12.7%

資料來源：港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

各項就業數據 2010 2009 2008

平均月薪(＃) $17,336 $16,625 $18,755

平均月薪(＊) $15,132 $14,282 $15,460

月薪中位數 $13,500 $12,533 $14,583

平均獲聘書數目 2.09 2.04 2

就業情況 79.2% 76.1% 80.1%

繼續進修 19.2% 22.7% 18%

待業 0.3% 0.2% 0.6%

註：＃包括所有科目　＊不包括醫科及牙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為了將香港打造成教育
國際樞紐，港府近年鼓勵高等院校積極取錄非本地生，
但港大2010年畢業的非本地畢業生就業情況顯示，只有5
成非本地研究生願意留守本港繼續工作，較09年減少約
27個百分點。反之，畢業後選擇到內地工作的非本地研
究生則大幅增加近20個百分點。港大學生發展及資源中
心就業總監陳秉光表示，本港科研機構已積極挽留人
才，但近年內地研究院校及機構發展急速增長，吸引大
批人才回流發展。

內地研究機構急發展搶人
根據港大非本地畢業生就業資料顯示，2010年畢業者

選擇留港工作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均下降，分別減少7.1及
26.8百分點。不過，願意到內地工作的非本地畢業生則有

上升，去屆選擇到內地工作的非本地本科生增加7個百分
點，上升至13.5%；至於研究生的升幅更加顯著，由20%
增加至38.8%，另外，亦有非本地研究生選擇到美國及其
他亞洲國家就業，分別有4.7%及3.5%。
對於本港難以吸引非本地生留港發展，陳秉光解釋，

近年內地的研究機構發展迅速，吸引大批人才選擇到內
地發展，「如早前深圳已有一個大型招聘，獲省政府支
持，一次過提供2千個博士生職位；不是本港發展落後，
而是內地發展的確非常急速」。
港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表示，雖然數字反映不少非本

地生不選擇留港發展，但非本地畢業生到內地及海外發
展，有助本港日後與國際上的聯繫，增加本港潛藏實
力，但長遠而言，本港亦需再研究如何吸引研究生留港
發展。

堅持進修博士生 終圓生物科研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主修生殖醫學研究的哲學博士生

林秀華去年畢業，現於一所生物科技研究公司任職研究及發展經
理，是本港少數從事生物科技產品及食物檢測的人員。她回憶，自
己修畢學士課程後遇上本港經濟衰退，部分同學放棄繼續升學，但
決心從事生物科技研究的她則堅持進修之路；現不單能學以致用，
更實現了中學時的理想，令她更確信自己當年下了一個正確的決
定。

迷基因工程 學以致用任食檢
秀華表示，中學時代已對基因工程有濃厚興趣，其後順利入讀港

大生物化學學士課程。大學畢業時，不少同學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
及前景不明，急急投身職場，希望找份安定工作。不過，這卻未有
動搖她從事生物科技研究的理想，「從事有關工作，至少需要完成
碩士，故當時的經濟環境未有影響我的決定」，經過一番努力下，

她順利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
她現時主要的工作是為食物檢測，包括檢驗食物的DNA，如分

析素食內是否含有肉類、雞肉有否受禽流感感染等，並提供國際認
可報告。她表示，現時商業機構薪酬多參考本港院校的薪酬水平，
以她為例，薪酬亦稍高於本港院校聘請博士生約2萬多元的月薪，
她期望院校可作帶頭作用，讓私人企業的僱員亦可「水漲船高」。

內地生入投資公司 月薪6萬
香港發展的勢頭良好，帶動了就業巿場。截至今年3月，港大已

有300多位準畢業生獲聘，就讀金融學學士課程的內地生趙龍是其
中一位。他去年曾參加多次面試，「過五關、斬六將」後，去年8
月獲一所國際投資公司聘請為分析員，月薪高達6萬元，另獲5至6
所投資公司垂青。趙龍表示，其內地高考成績足以入讀北京大學，
但希望來港發展，累積不同經驗，30歲前亦不會考慮回內地發展。

■即將畢業的金融學學士趙龍去年8
月已獲一所國際投資公司聘請為分析
員，月薪高達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林秀華在生物科技研究公司任職研究及發展經理，學
以致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