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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工時委員會昨日下午開會，會議期間代表勞方
的6名委員指僱主一方反悔，不承認3月18日的會議
共識，出爾反爾，集體離場抗議。勞方退出討論，反
映標準工時立法分歧依然嚴重，勞資雙方要達成共識
難度不小。標準工時立法不僅牽涉到勞資雙方利益，
更與香港營商環境、社會和諧息息相關。標準工時立
法第二輪諮詢即將展開，勞資雙方都需保持理性，繼
續透過對話收窄分歧，以免前功盡棄，政府更有責任
積極居中斡旋，為勞資雙方就標準工時立法取得共識
創造有利條件。

香港工時長世界聞名，打工仔無償加班司空見慣。
因此，在標準工時立法討論中，作為勞方代表，當然
希望就標準工時立法提出具體方案，給予基層勞工更
大保障。勞方對僱主一方堅持以「合約工時」替代
「標準工時」最為不滿，認為在沒有法定標準工時的
保障下，僱主有機會將長工時寫入合約內，變相將長
工時合法化。資方在昨日的討論中，仍未談及任何制
定標時的具體原則，被勞方視為根本無誠意推動標準
工時立法。

個多月前勞方委員已明言有意「跳船」，稱委員會
再拿不出「有誠意」方案，不排除會突然退出委員
會。如今勞方代表「講到做到」，以強硬姿態以示不
滿。有勞方代表更表示，如果委員會強推有關諮詢，
將動員所有屬會會員杯葛諮詢。標準工時立法欠缺勞
方的參與和支持，諮詢必將毫無意義，不僅達不到通
過立法保障勞工、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反而可能令
勞資關係惡化。

另一方面，僱主一方則認為，設立標準工時無可避

免會增加僱主的經營成本，尤其是「一刀切」立法要
求各行各業實施標準工時，對於以中小企為主的本港
企業來說，無疑會削弱經營靈活性，令中小企難以承
受，更會對本港營商環境造成長遠影響。按標準工時
委員會的數據所指，訂定標準工時會令企業整體薪酬
成本增加1億元至103億元不等，若企業以盈利來應付
額外的成本，本港將有10,000間企業扭盈為虧。如果
僱員總工時不變，企業若以加價來應對成本增幅，會
推高通脹4%。因此，多數僱主仍然對標準工時立法持
觀望態度。

標準工時立法議題亟具爭議性，對勞資雙方切身利
益的影響更大、更直接，要成功制定難度不容低估，
更須建基於社會各界達致共識的基礎，尤其是勞資雙
方的共識。標準工時立法的討論已進行將近3年，按
計劃下月將展開第二輪諮詢，為立法收集民意，有輿
論形容標準工時立法已經進入「直路」。在此關鍵時
刻，如果勞方作為最重要的持份者，因為不滿而退出
討論，甚至杯葛諮詢，有關諮詢將變得毫無意義，標
準工時立法得不到勞方的認同難以成事，本港良好的
勞資關係傳統可能由此發生逆轉。

標準工時立法牽涉面廣、難度大、影響深遠，面對
目前勞資雙方各執一詞、不肯讓步的僵局，政府作為其
中重要一員，應責無旁貸地推動雙方互諒互讓，收窄分
歧。最低工資立法能夠成功，政府的居中調停功不可
沒。標準工時立法比最低工資立法更為複雜，政府需要
更努力地撮合勞資雙方重回談判桌前，以對話磋商協商
討論解決矛盾衝突，避免政治攻訐，為推動落實標準工
時談判營造寬鬆的氣氛。 （相關新聞刊A4版）

標時立法分歧大 政府應積極斡旋
特區政府昨日與商務部簽署了內地與

香港CEPA服務貿易協議。內地進一步
對香港開放服務業市場，兩地基本實
現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為香港服務業進
軍內地市場拓展商機，創造有利條件。
相信隨着兩地投資及服務業合作水平的
不斷提升，香港可憑藉自身優勢，發揮
「超級聯繫人」角色，進一步參與「一
帶一路」戰略並擔當更重大職責，實現
兩地的互利雙贏發展。

這次簽署的CEPA新協議，是建基於
去年特區政府簽署的《廣東協議》基礎
上，內容不僅涵蓋《廣東協議》內有關
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而且進一步拓闊
了市場開放的深度與廣度。新的協議不
僅把大部分在廣東先行先試的開放措施
推展至內地全境實施，減少了負面清單
中的限制性措施，還在跨境服務和文化
及電信領域的正面清單中新增了 28 項
開放措施，簡化了香港服務提供者在投
資合作過程中的合同章程審批程序，為
香港服務業進軍內地提供更便利的營商
環境，基本達到了中央「十二五」規劃
中提及的，實現內地與香港基本服務貿
易自由化的目標。

事實上，從供求關係上分析，龐大的
內地市場對於香港服務業而言，如同一
座寶庫，而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內

地，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一帶，
同樣寄望透過加深與香港服務業的合
作，帶動當地金融等高端服務業發展，
引導經濟向高增值模式轉變，優化地區
經濟結構。故此，香港和內地之間在服
務業合作，有着強烈的深度融合訴求。
透過CEPA協議，兩地完全可構建互惠
互利的雙贏合作關係。然而，即使《廣
東協議》頒佈後，香港企業進入內地仍
面臨「大門開，小門未開」的尷尬，這
就要求新的協議在落實內地市場對香港
服務業實行「國民待遇」的過程中，必
須解決政策落實層面的障礙，真正讓香
港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時不存在「隱形
門檻」。

應該看到，CEPA協議使香港服務業
在內地市場上「佔有先機」。香港業
界可利用這一政策紅利，憑藉自身優
勢，到內地市場上去大展拳腳，更要
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協助世界
各地企業透過香港進入中國內地市
場，打開中國業務的大門，為香港創
造更大的發揮空間。香港社會各界應
該順應時代浪潮，把握內地與香港服
務貿易自由化的難得機遇，實現個人
事業、企業發展乃至香港整體經濟產業
的再升級。

（相關新聞刊A11版）

把握服貿自由化機遇 實現互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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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標時資方「出爾反爾」勞方離場
吳秋北：不依共識不談判 劉展灝：合約工時已「退讓」

竹棚業抗議李卓人圖打爛飯碗

梁冀下月準備第二次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黨立法
會議員李卓人，早前建議政府立法禁止
「飛棚」的懸掛式竹棚運作，一批竹棚工
人昨日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政府總部，
批評李卓人的建議罔顧棚業狀況，扼殺工
人就業權益。發起遊行的香港竹棚業大聯
盟指出，有關建議會影響2,000名註冊搭
棚工人的生計，令建築成本增加20倍，認
為只要做好安全措施，便可避免意外發
生。

禁「飛棚」被批「斬腳趾避沙蟲」
李卓人早前建議政府立法禁止「飛棚」
的懸掛式竹棚運作，改為使用吊船進行外

牆工作，以減低工人從棚架墮下而死亡的
意外。香港竹棚業大聯盟昨日發起遊行，
認為李卓人的建議罔顧棚業狀況，剝削工
人就業權益。

王國興盧偉國率近百工人遊行
約90名搭棚工人戴上安全帽，聯同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
國，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政府總部，他們
帶同橫額，沿途高叫「保就業、保飯碗」的
口號，並將請願信交給發展局代表。
香港竹棚業大聯盟表示，以吊船代替
「飛棚」只是「斬腳趾避沙蟲」，同時令
建築成本增加20倍。聯盟又稱，2,000名

註冊搭棚工人及200間搭棚公司的生意也
受影響，剝削了工人的就業權益。

周聯僑：棚架安全 不應全禁
截至11月中，今年共有18宗致命工業

意外，其中一半是因高處墮下所致，工聯
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昨日指
出，棚架結構沒有問題，只要工人在搭棚
時做好安全措施，便可避免工業意外，故
不應「一刀切」以吊船取代吊棚。
王國興則表示，現正要求與發展局局長

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見面，希望當局正視
問題。他又說，若當局有意立法，需舉行
公聽會諮詢業界意見，不可以閉門造車。 ■香港竹棚業大聯盟昨遊行抗議李卓人建議以吊船代替「飛棚」，剝削工人就業權益。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標準工時委員會勞資談判瀕

臨破裂。昨日會議進行約一小時後，6名勞方委員因不滿資

方「出爾反爾」，違反委員會於今年3月18日對立法規管工

時的共識，即時集體抗議離場。勞方代表吳秋北表示，除非

資方重回共識，否則不會重返談判桌。資方代表劉展灝表

示，數據反映訂立合約工時足以解決大部分問題，希望談判

以數據為依歸。主席梁智鴻表示，會議及諮詢工作仍會繼

續，呼籲勞方重返談判桌，令報告完整列出雙方意見。

6名勞方委員個多月前已明言有意「跳船」。他們昨日在會議
開始約一小時後集體離場抗議。
吳秋北形容會議氣氛非常差劣，
資方「出爾反爾」，推翻3月18
日確立下的共識，當中「循立法
方向管制工時政策」一項，表明
純粹希望以合約規管工時。

指社會難接受合約工時
吳秋北表示，會上反覆研究數

據，資方從未觸及任何制定標時
的原則，「點訂工資線無講過，
工時及『補水』水平亦無講
過。」他認為，若委員會只能做
到合約工時是「失職」，相信社
會亦無法接受，「合約工時只會
令長工時合理化，或會令情況更
惡劣」，故決定離場抗議。
他續說，諮詢必須具備「如何
立法規管工時」的具體方案，只
拋出數據是討論不出成果，若委
員會決定強推諮詢，勞方將「無
法參與」，他亦相信諮詢如缺乏
勞方意見是無代表性。至於未來
會否重返談判桌，則取決於資方
是否重回「318共識」。

資方近日反口違「318共識」
勞方委員、勞聯周小松表示，

主席於每次會議上都有重申「318
共識」，之前資方一直未有提出
不同意見，直至近月才對外提出
相反意見「推翻」當日共識，他
對此感到無法接受。被問到勞方
與資方對「318共識」的理解是

否有所不同時，他指會議有錄
音。
資方則呼籲勞方重返談判桌。

劉展灝表示，議題已討論將近3
年，不希望委員會內缺少任何一
方意見，又認為勞方「強硬是無
意思」，談判應以數據為依歸。
他指出，首次諮詢已經反映，

無論僱主或僱員都認為一份清晰
的合約已可解決大部分問題，加
上顧問報告數字反映立法制訂標
時對香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如果數字對香港有利，我們也
不會反對，但事實不是這樣。」
他又說，同意訂立合約工時已經
是資方「退讓一大步」。

梁智鴻：失望未絕望
昨日餘下的會議在缺乏勞方代

表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主席梁智
鴻會後表示，對勞方退場感到惋
惜，擔心報告最終未如所願。昨
日參與會議的委員同意要盡快進
行第二次諮詢，並將28個方案按
工時分成 3 組以諮詢商會及工
會。
他重申，現階段未有否決任何

規管工時的方式，但原則是「以
數據為依歸」，希望透過諮詢收
集更多意見。他不希望勞方杯葛
諮詢，呼籲勞方重返談判桌。
被問到是否勞資談判破裂，梁

智鴻不認同，形容只是「各表立
場」，他感到失望但不絕望，又
認為包括他自己在內，沒有人需
要為此局面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面對勞方離場
抗議，標準工時委員會的會議及諮詢工作仍然繼
續。主席梁智鴻表示，期望下月開始就第二次諮
詢「做工夫」，包括與顧問公司擬訂諮詢問題。
而最新一個參數組合——即為月入2.5萬元或以下
的打工仔提供保障，每周標準工時44小時，超時
可獲1.5倍「補水」，將涉及約216億元的薪酬成
本增幅，一萬間企業將轉盈為虧。

2.5萬劃界1.5倍「補水」萬間企業盈轉虧

梁智鴻表示，昨日的會議確立要盡快進行第二

次諮詢，計劃將28個方案按工時分成3組諮詢商
會、6個長工時行業的工會及僱主聯合會。會議
上又聽取政府經濟分析師按勞方要求，所研究的
最新一個參數組合數據，發現若以月入2.5萬元
「劃界」，每周工作44 小時，超時可獲1.5 倍
「補水」，將涉及約216億元的薪酬成本增幅。

梁「無信心」如期交報告
假設企業不調節僱員的工時，並分別以盈利抵

消半數或全數的即時薪金開支增幅，壓力測試的
估算顯示所有行業合計的轉盈為虧企業數目分別

為7,000間及一萬間。人力資源方面，涉及僱員
在工時標準以上的勞動力投入約為整體的10%，
相當於30.4萬個全職職位，約為現時整體空缺數
字的3倍至4倍。在經濟溫和增長2%的情景下，
估計推高通脹4個百分點，並可能會導致約3.4萬
個職位流失。
梁智鴻表示，下月會議將討論諮詢文件草擬本

內容，並與顧問公司擬訂諮詢問題，「希望簡單
點，同時要引導僱主僱員說出心聲。」
被問到有否信心如期於明年3月提交報告，梁智
鴻一改以往「有信心」的講法，指希望可如期交報
告，惟目前「遇到很多阻滯」，「如果真是做不到，
會叫政府多給一、兩個月時間」。他強調，最重要
是可以交出一份清晰、具勞資雙方意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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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權
益委員會10多名成員昨日趁標準工時委員
會開會前到場請願，要求委員會考慮工人
健康及社會成本，盡快就標準工時立法。
他們指出，標準工時一天仍未訂立，只會
繼續助長僱主於「零成本」的情況下要求
僱員無償加班，對員工身心及家庭生活均
帶來負面影響。
十多名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成員昨日帶同標

語及橫額到場請願，部分人身穿廚師服。標
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接收請願信。工聯
會權委表示，自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僱主不
斷要求僱員自我增值及無償加班，以增加公
司於市場上的競爭力，抵抗經濟低迷。按政
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去年全港有逾116萬名
工人每月工作44小時或以上，佔全港勞動
人口約30%，情況嚴重。
他們又說，瑞士銀行數月前發表的調查顯

示，香港僱員的工作時數冠絕全球，全年共
有2,606小時，反映長工時問題已十分嚴重，
並對僱員個人及社會產生不良影響。
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彭港祥說：「僱主其

實享用了多年的免費餐，但對所引伸出的
社會問題卻置之不理，不負責任。」他指
出，實施標準工時只是將問題撥亂反正，
節制僱主對工人減人手、加工時的苛刻要
求。

■工聯會權
益委員會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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