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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僅58%文職員工加薪
當中37%遜通脹「變相減人工」24%極不滿產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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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研究協
會調查顯示，薪酬及上司認同繼續是打工仔
評估工作滿意度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福利
及津貼、工作穩定性及與同事關係。不過，
協會發現，不少僱員認為職場上流機會不足，
同時晉升前景不理想，反映僱員對理想工作
期望與實際出現明顯落差甚至倒退。協會促
請當局積極改善員工待遇及工作環境配套，
締造公司及員工雙贏局面。
為了解本地在職僱員工作的滿意程度，

香港研究協會上月中展開隨機抽樣電話訪
問，在1,074名15歲或以上本地打工仔僱
員中，薪酬(55%)及上司對員工認同(55%)
仍然是評估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其次
是福利及津貼(54%)、工作穩定性(53%)及
與同事關係(52%)。協會認為結果反映優厚
薪酬福利、上司肯定、穩定工作環境及和
諧人事關係，是吸引與挽留人才、鼓勵員
工為機構發展作出貢獻的關鍵因素。
調查又發現僱員最不滿的是晉升機會，

滿意淨值達負16%，反映僱員認為職場上
流機會不足，同時晉升前景亦不理想，加
上僱員重視的三大條件，包括薪酬及上司
認同等，其滿意度均按年錄得跌幅，反映
僱員對理想工作的期望與實際，出現明顯
落差甚至倒退，情況值得關注。

管理層加班勁 近六成無補水
此外，調查又發現，整體受訪僱員每日

平均最少需加班2.2小時，若以1周5天工作計算，
本港僱員普遍每周需加班逾10小時，其中管理及行
政人員（日均2.7小時）與勞動工作者（日均2.3小
時）加班問題最為嚴重，反映超時工作現象存在於
社會不同崗位。協會指出，有58%受訪僱員表示，
機構沒有為其加班作出補償，55%受訪者表示贊成
港府就標準工時立法。
協會表示，調查顯示本港僱員整體工作及分項滿意

度較往年下跌，顯示僱員工作條件及環境未見改善，
促請政府、政團及僱主，藉着五一勞動節，積極就改
善員工待遇及工作環境配套，進行可行性研究，建立
更和諧勞資關係，長遠締造公司及員工雙贏局面。

康齡社助居穗嫗返港安老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及工聯會廣州中心職員在羅湖
口岸協助鄧婆婆過關。

一班來自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的婦女，昨日藉即將來臨的
五一勞動節到政府總部抗議。
她們表示，不少的在職婦女因
產業選擇少，工種狹窄，只能
成為「地位低、工資低、形象
低」的「三低勞工」。她們要
求政府修改勞工法例418的限
制，保障零散就業、增加社區
託兒服務、設立全民退休金制
度，以及設立「照顧者津
貼」，減輕因照顧兒童或年
長、殘疾的家人所產生的經濟
壓力，減輕在職婦女的經濟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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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勞工」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
（康齡社）和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廣州中心）昨日
協助護送一名在廣州生活多年的93歲鄧婆婆，回港入
住護老院舍。據了解，鄧婆婆返回廣州居住近20年，
一直與內地兒子及有殘疾的孫子生活，一家人只靠其兒
子3,000多元退休金過日子，生活非常艱難。迫於無奈
下只好求助廣州中心及康齡社希望能協助回港。

長住20年失身份證明文件
廣州中心接獲求助時，曾派員探訪鄧婆婆，原先考

慮協助鄧婆婆申領香港政府的「廣東計劃」，不過鄧婆
婆遺失身份證明文件，需回港補辦證件，但補辦證件需
多次往返香港，過程又非常繁瑣及不便，另外，鄧婆婆
亦希望能回港入住院舍，故廣州中心及康齡社協助聯絡
好香港護老院舍。康齡社幹事黎廷紹昨日到深圳羅湖口
岸護送鄧婆婆返港入住護老院，並送上最誠摯的問候和
關心。
黎廷紹說，康齡社是一間認可註冊慈善團體，1992

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推廣「老有所依、老有所為、老
有所學」理念，務求令長者有一個豐盛而健康晚年。隨
着越來越多長者返回內地居住，康齡社也希望開拓內地
的服務，讓身處內地的港人長者也能受惠。

另外，根據統計，今年首3個月，廣州中心共護送5
名長者回港，較去年同期13人，人數明顯下降，這主
要是特區政府推出「廣東計劃」後，讓在內地定居長者
也能享受到生果金，這有助改善長者生活，讓他們在內
地安享晚年。

■郭偉強(右)批評，最低工資不是按通脹調整。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
地僱員獲加薪幅度難追通脹，等同
「變相減薪」因而加重生活負擔。
據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今年3月
至4月進行的調查發現，只有58%受
訪者獲加薪，當中37%僅獲加薪4%
或以下。同時，亦有42%受訪者公
司不設立男士侍產假，甚至有24%
受訪者非常不滿意公司產假安排。
總會建議，僱主應向僱員作出「合
理加薪」，港府亦應積極訂立更多
有利僱員的政策及措施。

工聯會屬下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去年10月透過問卷調
查方式，收集會員對今年薪酬加幅期望，並建議僱主加

薪7%至8%，及按公司情況發放獎金。不過，總會在今年3月
至4月間的419份問卷調查中發現，只有58%受訪者錄得加
薪，當中更有37%受訪者獲加薪4%或以下，與3月份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3.9%作比較，在扣除通脹因素後，該批人士實
際上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加薪，甚至出現「減薪」情況。

42%受訪者公司無設侍產假
身兼總會理事的觀塘區議員何啟明表示，有42%受訪者公

司不設立男士侍產假，另有約半受訪者指公司沒有提供家庭照
顧假，甚至有24%受訪者非常不滿意公司的產假安排，反映現
行法例保障不足，公司亦沒有具體措施落實「家庭友善」政
策。
另外總會又指，調查中雖然有約半受訪者贊成港府擴闊稅

基，但仍有三分之二受訪者表示，反對當局將基層市民或低收

入人士納入稅網，從而加重生活負擔。

倡「合理加薪」盼政府出招
副會長王吉顯表示，目前僱員加薪幅度難追通脹，已嚴重影

響生活質素，若港府要擴闊稅基，就必須謹慎考慮香港整體情
況，不能令基層或低收入人士，甚至乎「低收入中產」納入稅
網增加負擔。他續指，面對本港出生率偏低及人口老化日益嚴
重等社會問題，建議僱主向僱員作出「合理加薪」，港府亦應
積極提出相應措施，訂立更多有利僱員政策及措施，包括響應
港府近年提倡的「家庭友善」，協助僱主訂立制度容許僱員可
以達至工作及生活平衡。
此外，總會建議港府將男士侍產假增加到7日，並增加供養
父母免稅額，60歲或以上應增至5萬元，55歲至59歲免稅額
就增至2.5萬元。再者，當局可藉增加「子女教育開支免
稅」，一方面減輕市民的負擔，另方面加強本港人才培訓，及
在擴闊稅基時，以「能者多付」為大原則，不應「一刀切」。

工聯倡低資時薪增至39.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最低工
資委員會正進行六星期的諮詢，檢討最低
工資明年應該如何調整。工聯會昨日建議
將法定最低工資由現時每小時30元增加
至39.7元，預計可有70萬僱員能夠受
惠，約佔整體僱員人數的24%。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雖然建議較現時的
最低工資增近32%，但其實是因為檢討最
低工資所參考的數據一直滯後，加上調整
幅度又遠遠落後於通脹，39.7元只是追回
這幾年來的差距。郭偉強又草擬私人條例
草案，規定政府必須每年檢討一次最低工
資水平。
工聯會計算最低工資水平考慮的項目包
括每人每月不低於綜援的平均收入、1名
在職勞動人口的基本工作及生活開支，以
及1名所屬的受供養非勞動人口的基本生
活開支，以2009年為例，上述三項考慮
的金額分別是4,960元、1,500元和 500
元，按每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時計算，
即建議最低工資為33.4元，較當時政府訂

出的法定最低工資高5.4元；由於這幾年
的綜援金額增加，加上累計通脹達17%，
工聯會因而得出39.7元這個建議。

郭偉強：追回參數通脹差距
由每小時30元一下子增加至39.7元，

增幅近32%，郭偉強解釋是因為過去檢討
最低工資所參考的數據一直滯後，加上調
整幅度又遠遠落後於通脹，39.7元只是追
回這幾年來的差距。他說，最低工資每兩
年才檢討一次，參考的數據只是前一年的
數據，如今年是參考2013年的數據，來
訂立2015年的最低工資水平，結果新的
最低工資實行至2016年時，數據與當時
的市場已相差三年，脫節情況自然相當嚴
重。郭偉強又批評，最低工資不是按通脹
調整，2009年至今，累計通脹達17%，
但最低工資只增7.1%。

草擬草案倡年檢一次
郭偉強表示，為改善參考數據滯後的情

況，已草擬私人條例草案，規定政府必須
每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水平。
有關建議取得法律草擬專員的證明書

後，將提交立法會審議。他呼籲，其他立
法會議員可以多為打工仔設想，支持他的
草案。

■調查發現員工最不滿意職場上流機會不足，同時
晉升前景不理想。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