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顧慮與代表委員回應
顧慮一：人工持續上漲，投資意願受打擊
■ 全國政協委員梁滿林：企業管理核心是員工，提升基層員

工待遇能夠提升企業生產效率。
■ 全國人大代表易鳳嬌：眾多勞務工生活環境惡劣，社會福

利保障缺失，能獲取的教育、文化資源有限，長遠來看不
利於企業長遠發展和產業升級。

顧慮二：企業困難時期難承擔高額經濟補償
■ 廣東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賀優琳：重新設計保障勞動關

係，讓法律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時也讓部
分勞動者試圖通過各種所謂被動「解除勞動關係」而獲取
額外的經濟補償金做法得以控制。

顧慮三：無限期合同或帶來負面影響
■ 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香港在企業欠薪或破產、員工休假

等方面能夠保障勞動者短期內不受影響，同時給企業留下
很大靈活性。《勞動合同法》給外資企業運作帶來許多影
響，無限期合同的做法把僱主應有的主動權全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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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籲勿壓用工成本
勞動合同法爭議不斷 企業盼修法減薪酬支出

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當下，「工人的基本工資持續
上漲，企業投資意願遭打擊」「勞動合同法反而讓

老百姓更容易失業」等聲音不絕於耳。樓繼偉在兩會期
間再次表示，「現行勞動合同法是以標準工時制為基
礎，對於外向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在沒有訂單
的時期會比較為難。如此，薪酬的過快上漲可能造成企
業成本上升，使企業遷至其他國家，最終減少勞動者就
業機會，損害的還是勞動者的利益」。

基層加薪助生產效率增
有港商則認為，提升基層員工的待遇能提升企業的生
產效率，對企業長遠發展更有利。梁滿林表示，他在深
圳設立的工廠，要求廠長給基層員工的基本薪酬較周邊
其他工廠同比高一至兩成，薪酬上漲以後，企業年度賬
目上成本不增反減。
他指出，相比於企業高管優厚的年薪，基層員工的薪

酬在整個工廠的開支中佔比不大，即使增加兩成，也僅
佔整個人工成本的兩三成。但增加之後，人員隊伍穩
定，員工的積極性得到鼓勵，產出自然更多。其次，福
利高過同行，員工自然幹勁足，企業管理更加規範，產
品質量也就更加有保障。

企業應對工人權益負責
「如果企業抱着『又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的

心態來看待這些規定，那肯定是不成的。」梁滿林說，
有些條款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支出，但這些增加的支出有
些本就是法律規定勞動者應有的權益，這是企業對員工
的責任。
梁滿林續說，人工成本對規模以上企業而言，佔比不

大，但對不少謀求轉型升級的中小企業而言，壓力也不
可小覷。但是，企業和員工之間總能找到一個平衡，畢
竟員工是要養家餬口的。他表示，可以對明顯偏頗的條
款進行修訂和完善，把過於僵化的條款剔除，但是千萬
不要制定規範太細節的條例，否則也會令企業發展空間
受限。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

前在記者會上再次針對

《勞動合同法》發話，

指出工資上漲過早過快

對企業保護不足，最終

可能損害一些勞動者的

利益。一個月兩次炮轟

《勞動合同法》，引起

各界熱議。《勞動合同

法》施行至今已八年，一直爭議不斷。而今面

對不斷增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不少企業包括在

內地的港企對樓繼偉的發言深感共鳴，希望修

訂法律，為企業減負。也有港商認為，《勞動

合同法》加強對員工的保護，其實有利於企業

長遠發展。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

會長、華南城控股執行董事梁滿林表示，當前

企業管理的核心是員工，不能期待一直壓低勞

動力成本求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李望賢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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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專項基金 完善補償制度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

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賀
優琳認為，勞動法律體
系中的經濟補償制度符
合20世紀末當時的經
濟社會背景，但隨着近
年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
常態，經濟補償制度的
生成根據、立法背景、
人力資源市場和就業環
境以及制度環境等各方
面都已經發生變化，經

濟補償反而成為誘發勞資矛盾、影響勞資穩定的「不和
諧」因素。
他指出，經濟補償是在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時發生，

意味着經濟補償將經常發生在企業經營最困難的時期，
企業本身已經營困難、難以為繼，需採取裁員等方式減
少經營成本渡過難關。另一方面，卻仍要支付巨額的補
償費用才能解除與員工的勞動關係，進一步加重負擔，
形成對企業的「擠出效應」。

支付巨額補償 企業或欠薪或倒閉
如東莞市興昂鞋廠高峰期用工過萬，目前因調整經營

戰略轉向研發，計劃裁減1,900名員工，但依法需支付的
經濟補償高達6,000萬元人民幣。實際上，還有一些企業
因難以承擔這筆巨額的經濟補償金，不得不走上慣性欠
薪，甚至倒閉的結局。2013年東莞長安快盈達禮品公司
因經營困難計劃停產，但員工堅決要求全額支付高達
1,700多萬元的經濟補償，企業經營者最後只好強制關停
企業、逃匿返港。
他建議，廣東代表團在今年兩會期間，專門向全國人

大提出《勞動合同法》修訂案，修訂完善關於經濟補償
的相關條款，在不增加政府、社會和員工個人負擔的前
提下，通過引入企業聯合保險制度，重新設計保障勞動
關係，緩解勞資矛盾。包括建議完善失業救濟制度，並
成立專門的勞資協商調解機制，應對大規模經濟裁員等
勞資糾紛，並由政府成立專項基金，幫助有困難的企業
和員工渡過難關等。
此外，他還建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廣東省總工會等職能部門可以聯合就司法審
理中適用經濟補償金制度出台意見通知，適當就經濟補
償金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關係賠償金的審理原則上進行
調整，讓法律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時也
讓部分勞動者試圖通過各種所謂被動「解除勞動關係」
而獲取額外的經濟補償金的做法適當得以控制，為企業
減負，維持穩定的用工關係。

■■賀優琳賀優琳

香港有較為完善的勞
動法律法規。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管理局主席黃友
嘉表示，香港有許多經
驗值得內地借鑒，他建
議，取消無限期合同，
確保勞資雙方的平等地
位，平衡雙方利益。

「整體來說，我覺得香港在保障勞動者基本
權益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黃友嘉表示，香
港在企業欠薪或破產、員工休假等方面能夠保
障勞動者短期內不會受到影響，同時給這些企
業留下相當大的靈活性，讓其能夠應付每天都
在變化的市場。而目前內地的《勞動合同法》
給外資企業帶來比較多的困擾，對企業運作帶
來一定的影響，除了部分內容措辭模糊、經濟
補償方面的規定不完善以外，無期限合同的做
法把僱主應有的主動權全部削弱了。
黃友嘉表示，目前的經濟變化很快，經濟周
期也是越縮越短，企業在應付市場的時候，必
須要在生產計劃等方面有一些靈活性，才能夠
在國際市場上放手競爭。他認為，要修訂《勞
動合同法》，需要全面審視整部法律法規，探
究不利於促進勞資關係的實質因素，特別是那
些會帶來企業方面困擾的問題。其次，在經濟
補償方面的措辭需要更加明確，例如「嚴重違
反」等字眼就不明確，容易造成勞資雙方有不
同理解。

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指出，
在勞動關係實踐中，勞動者認
定經濟補償金是其應得的一項
收益，當企業出現經營調整或
員工個人想離職時，往往以各
種方式「博炒」，要求企業支
付經濟補償，成為企業的一大
負擔。以東莞為例，有「世界
工廠」之稱的東莞，在經濟轉
型、國際經濟低迷的形勢下，
不少企業迎來寒冬，勞資糾紛
頻發。
縱觀近年來東莞市勞動仲裁

案件，經濟補償成為主要訴
求，且往往超出合理金額，每
年以經濟補償為訴求的仲裁案
件高達 8,000 多宗，佔 50%以
上；今年因經濟補償引發的勞
資群體性事件佔比也達33%，
經濟補償已成為引發勞資群體
事件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內地不少企業為不斷上漲的人工開支
叫苦不堪。不過，今年兩會期間不少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認為，當前不少員工，尤其是外來務工
人員的生活及社會福利亟待提升。
梁滿林表示，曾經走訪一些外來務工人員，發

現工人的生活環境非常窘迫。六七個人居住在一
個幾平方米的房間內，賺到的微薄工資，幾乎都
是寄回老家。「給他們一些好的打工、生活環境
是企業家們應該做的。」
不少農民工代表也極力呼籲提升外來務工人員

的福利待遇。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國威電子有限
公司車間副主任易鳳嬌就指出，大部分勞務工生

活環境惡劣，社會福利保障缺失，能獲取的教
育、文化資源極其有限，難以有提升發展的空
間。
易鳳嬌表示，廣東是勞務工大省，眾多勞務工

在城市中工作，又不能在城市中安家，長期奔波
於城鄉之間，無法形成熟練的技術工人階層，不
利於企業長遠發展和產業升級。
此外，她還建議政府部門在就業服務、社會保
險覆蓋率、本地義務教育入學率、保障性住房覆
蓋率、最低生活保障覆蓋率、社會救助覆蓋率，
醫療救助覆蓋率等方面實現實質增長，提升勞務
工的福利保障，讓他們能夠融入城市。

民工生活窘迫 福利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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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港商認為有港商認為，，提升基層員工的待遇能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提升基層員工的待遇能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對企業長遠發對企業長遠發
展更有利展更有利。。圖為東莞某手機廠工人圖為東莞某手機廠工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不少代表和委員認為不少代表和委員認為，，當前尤其是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當前尤其是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
及社會福利亟待提升及社會福利亟待提升。。圖為內地某工廠的工人宿舍圖為內地某工廠的工人宿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友嘉黃友嘉

■■有委員表示有委員表示，《，《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中有些條款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支出中有些條款可能會增加企業的支出，，但這是法律規定勞動者但這是法律規定勞動者
應有的權益應有的權益，，這是企業對員工的責任這是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圖為珠三角某工廠的生產車間圖為珠三角某工廠的生產車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滿林梁滿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