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聯會爭全薪產假立法
麥美娟約見勞工處 促修例保障孕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婦女權益愈來愈受社會

重視，但有政團卻認為香港現行法例遠遠落後鄰近地區，

令婦女未能獲得應有保障。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主任梁

頌恩、副主任余莉華及多名婦委代表，昨日聯同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約見勞工處助理處長陸慧玲，強烈要求政府修訂

現行落後的《僱傭條例》，防止女性僱員因懷孕而受剝削

及歧視，並促請當局立法讓全港女性可享有全薪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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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婦委提出的訴求
■修訂現行《僱傭條例》，產假薪酬增至
「全薪」

■按國際勞工組織《生育保障公約》建議，
延長法定產假周數至14周

■設立「產後工作保障期」至產假後6個
月，以確保產後復工僱員不會被無理解僱

■修訂有關產前檢查規定，產檢「到診紙」
亦可申請有薪假

■落實男士有薪侍產假一年一檢
資料來源：工聯會婦委 製表：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本港人口老化
愈趨嚴重，預計2039年平均兩個人要供養一個老
人。香港大學一項調查發現，本港六成人認為退
休保障不足，但半數未有為未來作退休規劃，更
有四成人預計到退休年紀，銀行儲蓄不足100萬
元。委託的香港人壽保險從業員協會表示，市民
對退休規劃意識不足，加上樓價高企、日常生活
費用捉襟見肘，影響市民規劃退休及投保。

四成料退休儲蓄不足百萬
協會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2015年底至
今年初，以電話形式訪問504名25歲以上，並有
至少3年工作經驗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退休
規劃的意見。調查發現，63%受訪者認為個人退
休保障不足，47%人沒有為未來作出退休規劃。
調查又顯示，44%人預計到退休年紀，銀行儲蓄
不足100萬元，只有23%預計會有100萬至300萬
元；逾六成人表示曾買保險，但四成人預計屆退休
年紀可取回的金額不足100萬元；只有28%人認為
自己的退休規劃足夠，42%人認為不足以應付生
活開支，認為醫療保障或流動資金不足的受訪
者，亦分別有超過三成。

社會壓力挫市民退休計劃
協會會長謝國寶指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愈趨

嚴重，預計政府在長者福利及醫療的支出將大幅
增加，若市民不及早做好退休保障，恐為退休生
活帶來壓力。他認為，市民對退休計劃未作打
算，與香港社會生活水準高有關，「現在香港生
活樣樣都貴，市民應付日常生活已捉襟見肘，錢
銀已經好緊張，如何作出長遠退休規劃？」被問
到是否與樓價高企有關，協會副會長李冠群補
充，樓市是香港市民作規劃退休及投保前「無可
避免」的重要考慮因素，尤以夾心階層為甚，
「如果住公屋，樓市影響相對不大。」
另外，超過六成人表示不會向他人尋求退休規劃

意見，而尋求意見者中，最多人會找親友
(23.3%)，其次才是理財顧問(19.3%)。謝國寶表
示，市民對退休規劃意識不足，可能與政府公眾宣
傳不足有關。協會建議政府加強公眾教育，推動退
休規劃年輕化，再配合切合個人所需的保險理財及
醫療保障，以紓緩社會在長者福利的長遠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政府昨日
宣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接納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及
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
建議，維持公務員入職薪酬不變。公務
員事務局指，大部分資歷組別的現行基
準薪酬均與市場薪酬上四分位值沒有顯
著差距。
局方續指，參考了過去兩次入職薪酬調

查的經驗，薪常會建議繼續採用全面考
慮的做法，涉及的因素包括：維持公務
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
策目標、公務員薪酬的吸引力和穩定性及
廣泛的公眾利益等。薪常會建議所有公
務員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應維持不變，
並在檢視調查結果後亦建議紀律部隊的入
職薪酬不變。

將針對研究資歷組別8
局方表示鑑於資歷組別8的基準薪酬與

巿場薪酬上四分位值有顯著差距，加上
該組別的巿場入職薪酬分散程度持續較
大，並長期錄得低幅度增長，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同意就資歷組別8進行專題
研究，了解其獨有情況和特點，以便為
下一輪調查做好準備。
根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入職薪酬調查須每三年進行一次，而現
時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主要按學歷
要求分為11個資歷組別。一般而言，每
個資歷組別都設有基準薪酬，並透過入
職薪酬調查以確定其水平與私營機構相
類學歷職位是否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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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恩指出，工聯會早於1990年已爭
取全薪產假，現時公務員雖可享

有，但《僱傭條例》仍只列明產假只可
獲得五分之四薪酬，批評政府一直無積
極向僱主推廣。她續說，婦女懷孕是天
職，亦是社會的職能，「政府過去一直
鼓勵市民生育以改善人口老化及出生率
偏低的情況，但相應的政策及配套措施
卻嚴重不足。」

指現法削女僱員權益
她表示，工聯會婦委於去年12月至今，

在街頭及網上收集了近6,000個市民簽名，
足以反映市民對爭取全薪產假的強烈訴
求。婦委昨日行動口號為「產假五分四 點
都唔忿氣」，一行約十人向勞工處遞交市
民簽名，同時表達他們的訴求。

指懷孕不能以病假計
麥美娟會後指出，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內地、印
度、印尼、韓國、巴基斯坦及新加坡等
鄰近地區已實行全薪產假，部分地區的
孕婦更可享有多於十周的產假，認為香

港現行法例剝削了女性僱員的權益。
她又指出，以統計處顯示的香港女性

每月就業中位數1.3萬元計算，「如落實
全薪產假，僱主其實只需就十星期的全
薪產假多支付6,500元。」
麥美娟引述陸慧玲表示，現行產假獲

得五分之四薪酬是與病假及工傷假睇

齊。麥美娟卻認為，懷孕並非患病，不
能與病假及工傷假相提並論，促請當局
盡快將議題列入勞顧會討論議程。
工聯會婦委同時要求將法定產假延長

至14周，並設「產後工作保障期」至產
後6個月，以確保產後復工僱員不會被無
理解僱。

■工聯會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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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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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當局立
法讓全港女
性可享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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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指市民對退休規劃意識不足。 岑志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