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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委員盼修《勞動合同法》護企業
加班設限減靈活性 成本劇增掀倒閉潮

在關於《勞動合同法》的爭議
中，最低工資的漲幅無疑是最受關
注的焦點。在不少企業看來，提升
最低工資無可厚非，但應當與經濟
形勢掛鈎，近年來內地每年最低工
資漲幅高達10%至20%，許多企業
都難以承受。
香港工業總會名譽會長、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主席劉展灝稱，2007
年制訂《勞動合同法》時，他就認
為《勞動合同法》走得太快，預計
未來珠三角企業將因成本的上升導
致規模不斷收縮，減少人手，現在
這個情況已明顯反映出來了。由於
受成本不斷上升、金融危機、歐債

危機等衝擊，訂單大量下滑和競爭
力下降，珠三角的大量港企不斷外
遷，有的甚至倒閉，這對企業、國
家和工人都不利。

加班時長應可協商
他認為，內地每年規定大幅提

高最低工資，漲幅達 10%至
20%，相信沒有哪個企業有這種
承受能力。他建議可以參考每年
全國CPI增長水平，員工工資增
長可以高於CPI水平的2至3個百
分點，業績好的企業可以在此基
礎上適當提高。
劉展灝還指出，《勞動合同法》

規定每個工廠工人加班不超過一定
期限。事實上，許多企業訂單是分
旺季和淡季，以往加班時限的規定
不利企業旺季多加班，淡季不加
班，因此，若要修訂《勞動合同
法》，應允許企業與工人談判、協
商加班時間，在保證員工一天有10
小時休息時間的基礎上，只要工人
願意、身體能夠承受，加班工資也
能接受，就可以加班。

在收入下降，工人薪酬增長的局
面之下，不少企業舉步維艱，而一
旦發生勞資糾紛，勞動仲裁往往更
重勞方利益，很多投資人尤其是勞
動密集型企業的老闆深感自己也是
「弱勢群體」。
陳紅天表示，曾經遇到過幾宗極

端事件，明明是員工造成重大工作
事故，但勞動仲裁人員仍然堅持
「即使有問題也要保護勞方利
益」，這就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勞動
環境。以後看到需要大量人力的投
資項目都會謹慎而為，「這幾年都

沒有投過超過幾百人的項目」。
張煒傑也指出，除了《勞動合同

法》硬性規定的福利內容和最低工
資的上漲之外，企業老闆們還面臨
着工人整體素質下降和敬業精神不
足的難題。「如果『90後』能夠像
他們的父輩一樣努力和敬業，把工
資漲上去理所應當，但事實上卻不
是這樣。『90後』動不動就到勞動
局申訴，讓企業老闆非常被動。」
張煒傑說，目前「90後」工人平均
在一個崗位工作的時間不足半年，
工廠管理難度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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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勞動合同
法》是非常有必

要的。」即將啟程參加
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太平紳士陳紅
天認為，《勞動合同
法》由於過度保護勞動
者利益，忽略了勞資關
係最起碼的公平和平等
關係。

放棄勞動密集型項目
陳紅天以自己的企業為例，祥祺集團在2008年

之前曾投資多個勞動密集型的項目，2008年之後
遭遇多次勞資糾紛，對於聘請員工變得越來越謹
慎，近些年陸續將酒店管理、物業管理、大型旅遊
項目等轉讓出去，原因是「這些都需要聘請大量員
工」。
在深圳投資塑膠五金的全國政協委員、深圳福州
商會會長吳換炎對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台後
成本增加記憶深刻。「22天工作時限讓員工加班受
限制。」他說，「我們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加班是
常態，員工也需要加班多賺工錢，無奈只有改成三

班輪流加班，但企業為此要多付出勞動力成本，大
約佔企業成本5%。」
《勞動合同法》出台不久，全球遭遇經濟危機，

令在東莞投資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港商承受巨大壓
力。從事鞋業生產20年的香港鞋業商會會長、港
之傑鞋業董事長張煒傑表示，目前是他從業以來最
艱難的經濟環境。他回憶，2007年港之傑鞋業分
廠在東莞設立，初期尚未遇到經濟危機，工廠有做
不完的訂單，社保、住房公積金等成本尚未成為工
廠的必須支出。但一年後，新《勞動合同法》出
台，數月後經濟危機從美國開始席捲全球，歐美訂
單數量直線下滑，東莞製造業工廠的噩夢開始發
端。

訂單不升反降利潤縮水
他透露，2007年在東莞辦工廠的時候工資在

900元（人民幣，下同）起點， 2008年馬上漲到
了1,500元。在隨後的7年中，珠三角地區的最低
工資差不多每年以20%的速度上漲。此外社保和
住房公積金也成為必須的支出。目前，珠三角地
區的工人工資平均水平已達3,000元，深圳甚至達
4,000元。工廠的人力成本翻倍增長，但訂單數量
不增反降。許多企業利潤一再縮水，無力支撐，

掀起倒閉潮。
張煒傑認為，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剛出台

時，企業訂單和市場環境尚好，沒有過多反對，
但當中很多條款都是「一刀切」。「工人權益不
是不該維護，而是需要循序漸進。」他強調，希
望政府在調整法律的時候，能夠用適當緩慢的節
奏，不要一下調整太快，找到一個與社會整體經
濟平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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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8年，一

直 爭 議 不

斷。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財政部

部長樓繼偉公開表示，《勞動合同

法》對企業的保護十分不足，降低

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下一步

要進行修改。準備進京參加兩會的

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們紛紛表

示，對修改《勞動合同法》極為關

注。有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勞動

合同法》中一些條例令企業的運作

僵化，成本上升，在當前的經濟壓

力下，不得不放棄一些勞動密集型

的項目。不過，有學者提出，修訂

法律並不一定能解決企業的問題，

反而有可能引發勞資關係惡化，建

議通過降低稅費或其他金融扶持手

段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李望賢、李昌鴻、何花廣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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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報道，政協
第十二屆全國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第十
四次會議2月28日
通過了關於召開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第十二屆全國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的
決定。根據決定，
全國政協十二屆四
次會議於3月3日在
北京召開。
建議會議的主要

議程是：聽取和審
議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工作報
告和政協十二屆三
次會議以來提案工
作情況的報告；列
席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聽取並討論政
府工作報告及其他
有關報告，討論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綱要草案，討論慈
善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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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學法學院副
教授侯玲玲認為，當
前中國經濟形勢嚴
峻，關於修改《勞動
合同法》的聲音才如
此高漲。但是經濟下
滑的情況下，更需要
謹慎對待勞資關係。
她認為，目前仍不適
宜大規模修訂《勞動
合同法》，一方面無
法評估究竟對企業有
多大幫助，另一方面
修法太大還可能引起
勞動者不滿，不利於
勞資和諧，也可能進
一步激化矛盾。
侯玲玲指出，當前

熱議的一些勞資問
題，其根本並非《勞
動合同法》本身的問
題，例如關於員工工
資，應該是工資立法
的問題，只是合同中

會涉及工資條款。同時，導致企業倒閉的原因
有很多，員工方面的成本可能只是其中一個方
面。法律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結果，企業可能覺
得過度保護員工，員工則會覺得保障還不夠。
法律制定和修訂需要高度智慧，需要立法機構
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全面科學調研基礎
上進行。同時，頻繁修改法律會影響法的穩定
性、權威性。

金融扶持助企業渡過難關
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勞資問題更需要謹慎

對待，避免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香港上世紀
60年代經濟下滑時期的勞工立法值得關注。當
時勞資糾紛頻發，往往很小的事情會被發酵成
為社會事件，《僱傭條例》、《勞資關係條
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等法例反而密集
出台，以保護勞動者，降低勞資糾紛。侯玲玲
認為，要幫助企業減負，並非一定要大規模修
訂《勞動合同法》，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給企業
減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比如降低社保繳
費、困難企業稅收減免、金融扶持。同時，通
過建立欠薪墊付保障機制保障經營困難企業員
工工資支付，這項制度也應與《破產法》相配
合，通過破產企業再生計劃，幫助企業渡過難
關，減少失業人員。

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
正式實施之前，經過了 4 年的審
議。關於這部法律的爭議，從制定
之初到全國人大常委會4次審議，
施行8年至今，一直未停息。勞動

法學界、經濟學界以及當時的勞動
和社會保障部等政府部門，認識各
有不同。
陳紅天透露，2008年《勞動合同

法》出台之前，曾有超過500個政協

委員對勞動法提出不同意見。出台之
後，珠三角出現撤資「風潮」，部分
企業解散或遷移到其他國家，山東
30餘家韓資企業「半夜潛逃」，河
南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該法中

關於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
更被視為大鍋飯、鐵飯碗。
2016年1月，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公

開演講中再次批評《勞動合同法》，
認為《勞動合同法》是從西方抄襲過
來，施行該法相當於全面地否決分工
合作的合約安排，或大幅地提升分工
合作的交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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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出台曾引爭議

■侯玲玲認為，越是
經濟困難時期，越要
謹慎對待勞資關係。

本報廣東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陳紅天
認為修改《勞動合同
法》非常有必要。

本報廣東傳真

■由於各方
面成本不斷
上漲，很多
工廠經營艱
難，不得不
縮減人手，
招聘欄前總
是有很多人
尋 找 新 工
作。
資料圖片

■流水線上簡單的手工作業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
加班屬於常態。圖為東莞某電子廠正在工作的女
工。 資料圖片

■■勞動力成本持續升高勞動力成本持續升高，，企業人力成企業人力成
本不斷增長本不斷增長。。圖為珠三角某文具廠圖為珠三角某文具廠，，
工人正在生產線上工作工人正在生產線上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展灝
建議工人
的工資漲
幅應以通
脹水平作
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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