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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香港文匯記者莫雪芝 攝

保障員工權益的最低工資條例昨日生效，一直推動條例落

實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感受良多，他以「平衡木運動

員」形容自己的角色，在保障基層勞工之餘，還要平衡各方利益。條例實施

前夕，社會上正反聲音不絕，張建宗說，「一直以開放態度接受批評，有錯

則改之，否則一笑置之」。他一直本 「以民為本」，以香港利益為最大依歸

的宗旨，不會計較個人榮辱。

張建宗加入政府部門多年，主要掌管勞工政策，由十多年前當勞工處處長

開始，一直推動「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已承受各方批評，他直言自己EQ

（情商）高，能將壓力變成動力，面對各種挑戰。

張建宗表示，在實施最低工資後，條例保障員工的生活，改善在職貧窮問

題，有助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他最難忘懷低薪工人在獲悉加薪時的燦爛

笑臉。落實條例全靠勞資雙方互諒互讓，他希望各界繼續群策群力，推動最

低工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爭議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於「五
一」勞動節實施，近30萬名低薪打工仔時薪不得低於28元。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強調，不會允許僱傭雙方私下協議低於28元的時
薪，僱主一旦被揭發違法，會視作欠薪刑事罪處理。他又承認，實
施最低工資難免要付出代價，或有少數員工被裁，但預料影響輕
微，在最差情況下，失業率最多會被推高0.4個百分點，勞工處已
設立專門熱線協助被裁僱員，本月也會舉行兩場大型招聘會。

禁私下協議 違者遭刑控
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形容，由昨日開始生效的最低工

資法例「生得逢時」，指目前香港經濟向好，僱主招聘意慾強，以
清潔工種為例，3月的失業率維持在2.4%至2.6%低水平，是推行最
低工資最佳的時機，保障基層勞工不受剝削。
他強調，僱主不得以低於28元的時薪聘用員工、嚴禁單方面擅自

更改僱傭合約，亦不得削減員工原有福利，僱傭雙方私下協議支取
低於28元的時薪，僱主會被刑事檢控，刑責與欠薪看齊，最高罰款
35萬元，入獄3年。

少數人被裁 勞處代搵工
同時，勞工處會加強巡查，而首次巡查於昨日法例生效日即時進

行（見另稿）。張建宗說，當局在法例實施初期以教育為主，協助
僱傭雙方了解法例，但若發現有人蓄意違反最低工資，會毫不考慮
予以檢控。
張建宗承認，部分僱主已把最低工資帶來的成本升幅轉嫁消費

者，故相信要透過裁員減省開支的企業不多，預料最低工資對失業
率的影響溫和，最壞情況下，失業率會被推高0.4百分點，而且相
信短期內不會發生。
他續說，實施最低工資必定要付出代價，相信有少數員工被裁，

而勞工處會盡力協助被裁員工重投勞動市場。

工聯會昨日上午發起「五一勞動節」遊
行，大批市民及工會成員在大角咀楓樹

街球場集合，現場率先上演諷刺工人被壓榨
的話劇，又高唱《愛拚才會贏》等勉勵打工
仔的歌曲，並在吳秋北與4名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黃國健、王國興、潘佩璆及葉偉明帶領
下，浩浩蕩蕩出發，沿長沙灣道、彌敦道遊
行至油麻地眾坊街，期間不斷高呼「加班要
補水」、「工資未加通脹加，勞苦大眾辛苦加」
及「反剝削，捍衛勞動尊嚴」等口號。

吳秋北促打工仔團結爭權益
遊行期間，吳秋北全程挑起擔桿及兩個寫

有「通脹」及「物價」的布袋，葉偉明則扮
演清潔工人，以表達基層工人之苦。吳秋北
表示，希望藉 遊行讓打工仔團結一致，抗
拒剝削。他要求當局嚴厲執行最低工資條
例，充分落實法例精神，對於任何借故短
付、剋扣工人應有的薪酬福利，工會一定會

抗爭到底，並強烈要求盡快檢討現時滯後的
最低工資水平，令打工仔解除通脹之苦。

有保安條例生效前食「無情雞」
現年60歲的鍾伯，在一間工業大廈擔任保

安員，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6天，月薪
6,000元，最低工資生效後月薪加至逾8,000
元，其大廈所有保安員均「順利過渡」。他
說：「當了逾20年保安員，這次才真正感受
到加人工的滋味。」他表示，雖然只能成功
向公司爭取有薪飯鐘，並無有薪休息日，但
已十分開心。
工聯會由年初至今，共接獲約10宗被裁個

案，不乏最低工資下的犧牲品。現年50多歲
的李女士原本在單幢式商住大廈擔任夜間保
安員，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6天，月薪
僅約5,000元，滿心以為最低工資實施後，加
薪有望。豈料，前日、最低工資生效前夕，
她收工後，突被公司請吃「無情雞」。她無奈

地說：「通脹高企，百物騰貴，希望盡快找
到新工作。」她懷疑資方將以最低工資水平
另聘年輕僱員。

失20元飯票 人工明加實減
現年64歲的印刷技工馬先生每周工作6天，

每天工作8小時，月薪5,400元，另每天獲發20
元飯票，可在公司飯堂使用。根據計算，馬
先生的最低工資應為5,824元，公司遂將他的
工資加至5,900元，卻取消每天20元的飯票，
每月實際收入反較從前減少20元，令他十分
不滿。他說：「公司在沒有諮詢下要我們簽
署新合約，為保飯碗，唯有接受，因為不肯
簽的工人會被裁減。」
吳秋北表示，目前有不少僱員均無償加

班，承受沉重的工作壓力，要求當局訂立標
準工時，並積極完善退休保障制度，以及增
加5天「法定假期」，使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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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首個法定最低工資在「五一勞動節」正式實

施，基層打工仔即時受惠。工聯會、職工盟及街工等昨日舉行遊行。其中工聯會逾

4,000人宣示勞工界爭取多年的成果，同時表達對「打工仔」工資被通脹蠶食的不

滿。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左圖) 指出，最低工資於勞動節實施，是一個工人值得慶

祝的日子，但當局必須監察實行情況並嚴厲執法；而工會將繼續爭取訂立「標準工

時」、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及修訂「法定假期」，確保員工尊嚴。有參加遊行的市民對大

幅加薪顯得十分雀躍，但亦有人在最低工資實施前夕飯碗不保（相關新聞刊A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為配合最低
工資實施，港府提供補貼予政府外判商，為
基層員工加薪至時薪28元以上，及提供有薪
休息日，但有關補貼未涵蓋中層管工。清潔
工月薪因此由5,500至5,800元，跳升至最少
6,944元，隨時反超中層管工的6,500元至7,000
元。清潔大聯盟要求港府擴大補貼，讓管工
同樣享有有薪休息日，杜絕「肥下瘦上」的

怪現象，否則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

清潔聯促政府補貼中層
清潔大聯盟成員劉先生本身是中層管工，

他表示目前清潔業的中層管工時薪介乎32至
35元，高於最低工資水平，但不受惠於政府
的補貼，故沒有有薪休息日，月薪介乎6,500
元至7,000元，比基層清潔工的6,944元最低工

資為低。劉先生批評，這安排十分不公平，
曾就此向外判商查詢，但外判商解釋政府只
向基層工人提供補貼。他指，管工和基層工
人均簽同一份標準合約，待遇應該一視同
仁。他要求政府補貼管工的有薪休息日，令
管工月薪升至8,000元以上，否則不排除提出
司法覆核。
另一位外判管工趙先生指出，雖然現時未

有管工流失，但如私營市場薪酬因最低工資
上升，政府外判管工的待遇又未有改善，將
會有更多管工流至私營市場。

張
建
宗
料
失
業
率
僅
微
升

EQ高無懼批評 兼聽正反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鄭佩琪）最低工

資條例昨天起正式實施，

勞工處昨、今兩天派出40

位勞工督察，前往飲食、

零售、保安及清潔服務業

等受條例影響的企業巡

查，向僱主和僱員解釋法

例的規定，以及派發法定

最低工資的單張，供勞資

雙方參考。處方預計兩天

可巡查200間企業。

基層清潔工薪水 反超中層管工

局長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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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伯伯當了逾20
年保安員，這次才
真 正 感 受 到 加 人
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李女士原在單幢
式商住大廈擔任夜
間保安，前日突被
公司請吃「無情
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工聯會昨發起遊行，吸引
逾4,000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政祁 攝

工聯4000人遊行 促當局嚴厲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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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字第22345 今日出紙3 7張半 售6元

氣溫：24-28℃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間中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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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三月三十 初四立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政祁 攝

「五一」黃金周展開，內地豪客湧

港到各大名店、商場掃名牌。有

女豪客準備豪花80萬元買巨鑽，

也有旅客準備10張信用卡來港

「血拚」。 詳刊A2

要
聞

內地豪客湧港
商場大掃名牌

三亞免稅店5月1日迎來了海南正

式實施「離島免稅」的第一個工

作日，當日進店人數達到18,000

人，客流持續火爆。

詳刊A5

要
聞

三亞免稅店
湧入萬八客人

著名政治家二階俊博在回答本報

獨家訪問時表示：日本人民的頑

強意志和陷入危機時刻的團結力

量，能夠讓日本從廢墟上重新站

立起來。 詳刊A6

要
聞

二階俊博堅信
日本能重新站立

胡錦濤和溫家寶分別強調，中央

重視解決中低收入民眾住房問

題，正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

度，而保障性住房建設要講規

模、質量及配套。 詳刊A7

中
國

胡溫視察
關注保障房建設

北約加強空襲利比亞首都的黎波

里，前晚轟炸利比亞領導人卡扎

菲一個住宅，炸死卡扎菲的幼子

賽義夫．阿拉伯和3名孫兒。

詳刊A11

國
際

北約空襲利國
殺卡扎菲4子孫

「草蜢」成員蔡一傑昨晨駕車途經

薄扶林沙宣道時失事，僅受輕

傷，惟事後未能通過警方的呼氣

酒精測試被捕，帶署扣查5小時

後獲保釋。 詳刊A16

港
聞
「草蜢」蔡一傑
涉醉駕被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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