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1月至10月期間，訪問了
103家企業，共僱用逾14.6萬名員工，涵蓋17個行業。調查
發現，98家有提供薪酬調整數據的企業中，今年也有向員
工加薪，整體加幅為4.2％，較去年的1.9％高出2.3個百分
點。

金融銀行建築業最好景
在所有行業中，以金融服務業的平均加薪幅度最高，達

5.8％，其次為銀行業及建築業，加幅俱為5.2％；與保險

業（4.5％)及公用事業（4.4％)一樣，俱高於平均加幅。若
以僱員數目計算，88.6％僱員獲加薪，比例按年增加15.6
個百分點。此外，年薪逾121萬元的高級僱員平均加薪幅
度有4.9％，但年薪32萬元或以下的僱員加幅卻只有
4.1%。
孔于人指出，今年整體薪酬上調主要是上半年經濟發展

勢頭強勁，以及就業市場暢旺所致，而企業決定薪酬調整
時的5大考慮因素，依次序為公司業績、個人工作表現、
市場薪酬調整狀況、業務單位業績及競爭對手的薪酬調整
狀況。

港企加幅更勝跨國企業
調查發現，本地企業的平均加幅為4.3％，較跨國企業

的4％還要高，與去年相反。孔于人指出，僱員加薪幅度
要視乎公司整體業務，而對大部分跨國企業來說，香港只
是其業務的一部分，由於歐美地區經濟不穩定情況較香港

為高，跨國企業釐定加薪幅度時會更為審慎。
調查亦發現，87家受訪企業將於明年1月至4月期間調整

僱員的基本薪金，當中54家已落實預算調薪幅度，將介乎
1.6％至6.5％，平均加幅為5％，並以金融服務業預算的
6.5%最高，建築業及銀行業分別以5.9％及5.5％分列二、
三位。孔于人相信，企業會按實際經營環境作適度調整，
最終加幅能否達到5％水平是「審慎樂觀」。

葉偉明：未及通脹明加實減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葉偉明指出，不少基層僱員今

年加薪幅度仍不足4％，根本未能應付通脹，尤其是急升
的食品及租金價格。他又指出，港府預期明年通脹約為
5.4％，若如調查般預計明年加薪幅度只有5％，實際上是
減人工，工會對此十分失望。他表示，希望僱主體諒工人
苦況，並在有盈利時一定要與員工分享，且不要以「經濟
不明朗」為藉口，令最終加幅較預期為低。

港企加薪13載最高 明年更佳料5% 
今年4.2％ 專家：美元弱歐債危 對預期「審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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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八號」飛船昨日清晨從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成功發射升空，將與正在軌穩定運行的「天宮

一號」目標飛行器交會對接，實施中國載人航天

首次空間交會對接任務。這次太空交會對接任務

若順利完成，意味 中國向建立自己的載人太空

站邁出關鍵的一步，並為開展更大規模的航天活

動提供了可能性。在全球經濟衰退，歐美俄太空

探索活動萎縮的情況下，中國憑藉雄厚的經濟實

力，積極推進航天活動，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作

出貢獻。中國更應充分利用航天科技帶動經濟轉

型，全面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

「神舟八號」和「天宮一號」在太空交會對接

備受關注，因為這是眾多航天技術中風險最

大、難度最高的一項。如能突破這項技術瓶

頸，顯示中國具備了建設空間站的基本技術和

能力，往後不僅能把宇航員送進空間站，還可

以用於貨物補給和空間站建造，還為將來實踐

更遠的航天活動比如登月、訪問火星提供了技

術條件，可以令實現方案優化、提高效率、降

低風險和難度。

近年，受金融海嘯、債務危機的困擾，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經濟疲不能興，投入航天事業的

資金不斷縮減，探索太空的活動也大受影響。

美國已停止使用太空穿梭機，俄羅斯的國際太

空站按計劃也將於2020年退役。與此同時，中

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航天事業按部就班前

行。此次太空對接，其中所有技術和產品基本

是由中國自己獨立研發，成果較之美俄更高

效、經濟，顯示中國已形成了獨立成熟的航空

航天工業體系、技術體系和創新體系，與世界

航天強國相比毫不遜色。

從2008年神七發射首次向外媒開放，到今年

神八升空邀請歐空局、德國宇航中心官員前來

觀摩，乃至跟隨神八升空的中德聯合科學實驗

項目，中國在航天工程領域積極開展國際合

作，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相信未來的中國太

空站會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研究和開發太空的重

要平台，為人類科技進步作出貢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個國家的經濟能

夠保持長久穩定的增長，科技的支撐是關鍵要

素。從美國以往大力開發航天技術，推出「阿波

羅」等計劃的經驗可看到，航天技術是一項龐大

的綜合工程，當中涉及電子學、材料學、生命科

學、動力學等多個領域的創新，把這些技術轉化

為民用，將對發展經濟具有莫大好處。中國同樣

應以航天科技帶動相關產業更新換代，將高科技

盡快運用於生產、生活中，加速中國成為世界科

技強國的進程。 (相關新聞刊A4版)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發現，本港僱員今年

平均加薪4.2％，預計明年加薪幅度為5％，較

通脹為低。事實上，近年來本港加薪幅度已與

通脹脫 ，企業主要考慮的是經營狀況。明年

加薪幅度取決於屆時經濟狀況。由於外圍經濟

大環境動盪在所難免，本港企業未必能夠以今

年經濟環境預測明年加薪幅度。儘管如此，有

條件的企業還是要充分考慮員工遭受通脹之苦

現實，決定是否加薪或加薪幅度時多體諒員工

苦衷，這也能刺激員工積極性，提升企業效

率。

過往，本港企業決定是否加薪或加薪幅度

時，在一定程度上都與通脹掛 。因為過往高

通脹意味 經濟暢旺。回想上個世紀80年代後

期到90年代初期，香港曾經歷過兩位數的通

脹，但那時是高通脹伴隨 高速經濟增長，每

年員工的工資都會獲得很高的通脹補償調節，

高就業率確保幾乎人人都可以應付高企的通脹

率。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香港陷入

長達68個月的漫長通縮期，私營企業相繼凍

薪、減薪和裁員，失業率高企在7%以上水平。

但近年來加薪已與通脹或通縮脫 ，原因是

高通脹經濟未必高增長。例如，匯豐日前將今

年香港經濟增長預測調低半個百分點至5%，明

年預測更調低至4.5%。又預測香港今年全年通

脹率是5.4%，而明年將會進一步升至6.2%。而

本港僱員今年平均加薪只有4.2％，預計本港僱

員明年加薪幅度為5％。但由於明年外圍經濟

大環境更不確定，本港企業難免受到衝擊，僱

員加薪恐怕未必如此樂觀。

近年來本港通脹高企，美元貶值是重要原

因。因港幣跟美元掛 ，一方面港幣在跟隨美

元貶值，另一方面，香港又不得不面對人民幣

升值帶來的壓力。因為本港大多數食品自內地

輸入，人民幣升值自然引起香港物價上漲，這

種通脹已與香港經濟增長還是衰退無關，也改

變了過往本港加薪幅度與通脹掛 的情況。　

現在尤須注意的是，高通脹尤其是食品價格

上漲，基層員工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開支，

已經佔據了收入的絕大部分，使得他們的生活

雪上加霜。由於最低工資實施，本港基層員工

今年已普遍加薪，許多中小企業已感受到工資

成本上升的壓力，因此明年許多基層員工可能

要面對無薪可加的窘境。對此，有條件的中小

企業應多體諒員工，在加薪方面作出承擔。而

政府一方面要將保持經濟增長作為首要任務，

另一方面將幫助基層作為明年的施政重點之

一。 (相關新聞刊A3版)

中國太空站建立邁出關鍵一步 加薪取決經濟狀況而非通脹

電器技工跑贏大市加7％

2011年非固定花紅金額
（按行業計算）

行業 月薪

整體 1.43

金融服務 4.09

船務／貨櫃碼頭 2.50

酒店 2.47

銀行 1.92

保險 1.87

零售 1.59

貿易 1.51

物業發展／管理 1.40

製造 1.35

工程 1.31

公用事業 1.24

建築 1.08

非政府機構 0.39

其他 0.97

資料來源：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打工
仔加薪幅度創13年來新高，來年更有
望加薪5%，可望稍展笑顏，電器行業
工人就更加是「跑贏大市」，港九電
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昨宣布，工人
明年1月將可獲加薪約7％，以應付通
脹高企帶來的沉重生活負擔。
工會上月初向1,000名工人就有關薪

酬調整進行問卷調查，工會收集問卷
後再開會訂出薪酬調整方案，日薪制
工人每工工資由860元加至920元，或
按現有薪金水平上調7％，或每工增
加60元，而月薪制工人則一律加薪
7%，加薪方案將於明年1月實施。工

會指出，現時通脹嚴重、食品價格上
升不少，今年2月雖曾加薪約5％，但
不少工人都抱怨加薪「太克制」，加
幅未能追上通脹，故今次加薪約7%，
讓加薪幅度「跑贏」通脹，紓緩工人
經濟壓力。
雖然加薪幅度高，但電器行業卻面

對缺乏「新血」的問題，工會副理事
長朱育青表示，現時約10萬名工人從
事電器行業，但不足10％為35歲或以
下人士，且年輕工人多在工作數年後
便轉行，他指出現時工會只能確保工
人收入穩定，以挽留人才，並到各院
校說服學生入行，引入「新血」。

市民不敢奢望：通脹蠶食如無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調查顯示企業

預計明年平均加薪5％，有「打工仔」表示，
有得加人工已很開心，又認為加薪半成只可
剛追得上通脹，「通脹很厲害，應該可以加
多一點，加薪5％是最基本。」亦有巿民表
示，最重要是不要減薪，不敢有太大奢望。
有巿民更稱，巿面樣樣都加價，加薪幅度不
高即等於沒有加，或者可以說是「因加得
減」。
有受惠最低工資的巿民表示，不期望有大

幅度加薪。

餐飲聯會：食材貴料加薪不超3％
餐飲聯業協會主席黃家和表示，租金及食

材價格不斷上升，預期明年加薪幅度有限，
「相信平均加薪不會逾3％，尤其是一些中小
企，而在過去的大半年，食材價格升幅非常
之高，令到很多食肆即使加價，其加幅都難
對沖到食材價格的上升。」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即

使出口疲弱，仍然要加薪至少5％才可挽留管
理、會計及資訊科技等員工，「所謂人望高
處，有機會都會跳槽，若這個時候加薪幅度
不夠力度去留住他們，員工流失了，再聘請
所付出的可能更大。」
另外，銀行業僱員協會表示，近期巿況轉

差，相信銀行業明年的薪酬調整會轉趨審
慎，後勤員工更加可能要面對裁員的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勞動市場

持續暢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2011年薪

酬趨勢調查顯示，本港打工仔今年獲平均加薪

4.2％，較去年上升2.3個百分點，更是1998年

以來的新高，本地企業的加幅更高於跨國企

業。調查又發現，打工仔來年平均加薪幅度可

望增至5％。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薪酬調查委員

會主席孔于人指出，僱員來年的實際加薪幅度

受美元疲弱及歐洲債務危機影響，但是否可達

預期的5％，他認為是「審慎樂

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在環球經濟氣候不明朗及最低
工資效應下，企業多採取審慎
的人才策略，為僱員加薪時多
根據公司業績及個人表現為依
歸，並逐漸以非固定花紅取代
原有固定花紅制度。香港人力
資源管理學會的調查發現，
96.1%受訪企業今年設有非固定
花紅制度，員工平均獲發相等
於1.43個月基本薪金，非固定花
紅較去年的1.21個月為高，其中
金融服務業的平均花紅金額更
相等僱員4.09個月薪金。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訪問

了103家企業，當中46.6％受訪
企業今年設有固定花紅制度，
合計36.5％僱員納入固定花紅制
度，獲發的金額平均為1個月基
本薪金。但調查顯示，設有固
定花紅制度的企業比例由2002
年的80.8％一直下降至今年的
46.6％。
今年僱員獲發放的非固定花

紅，金額平均為僱員1.43個月基
本薪金，較去年的1.21個月及前
年的1.09個月為高。然而，今年
卻有96.1％受訪企業設有非固定
花紅制度；84.8％僱員獲發非固
定花紅，平均獲發金額相等於
1.43個月薪金，較去年的79.6％
及1.21個月為高。

與績效掛 漸成市場趨勢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薪酬調查委員會主席

孔于人指出，採用非固定花紅制度的公司及
涵蓋的僱員數目持續上升，反映該制度在過
去10年已逐漸成為市場趨勢。他說：「在不
明朗的經濟環境下，以績效掛 的獎勵制
度，讓僱主根據僱員表現及公司業績予以獎
勵，可享更大靈活性。」他又補充，目前本
港僱員流失率約為4%，比例不低，呼籲僱主
除提供吸引的薪酬制度，亦應提供足夠培訓
機會以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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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整體平均
基本薪金調整
（1997-2011年）
年份 全年基本薪金

調整（%）

1997 7.4

1998 5.4

1999 0.3

2000 0.8

2001 2.6

2002 -0.1

2003 -0.2

2004 0.3

2005 1.7

2006 2.4

2007 2.8

2008 3.9

2009 0.6

2010 1.9

2011 4.2

資料來源：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11年基本薪金
調整—按行業計
行業 調整

百分比（%）

整體 4.2

金融服務 5.8

銀行 5.2

建築 5.2

保險 4.5

公用事業 4.4

貿易 4.1

非政府機構 4.0

零售 3.9

船務／貨櫃碼頭 3.8

製造 3.5

酒店 3.5

工程 3.5

物業發展／管理 3.5

其他 4.4

資料來源：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孔于人指出，僱員來年的實際
加薪幅度受美元疲弱及歐洲債務
危機的影響；是否可達預期的
5%，他認為是「審慎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的2011年薪
酬趨勢調查顯示，打工仔來年平均加薪
幅度可望增至5％。 資料圖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