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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工時出爐 月入萬一受惠
擬立例2021年實施 規定超時需補水

工時政策
立法建議與實施安排

■以月薪不超過1.1萬元界定為「工
資較低的基層僱員」，立法規定僱
主須與該類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
約，訂明工時條款及超時補償安排

■以立法方式訂明「工資較低的基層
僱員」，其超時工作可獲補償不可
少於協議工資率或相應的補假作補
償

■擬定及編制包括安老及零售等11
個行業性指引，制訂工時標準、
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及良好的工
時管理措施，供僱主參考及採用

■不涵蓋《僱傭條例》及《最低工資
條例》所不適用的人士

■預計2020年底或2021年初實施

■在建議實施後兩年檢討成效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統
計處日前發表最新堅尼系數，去年住戶每
月收入的堅尼系數達 0.539，是 45年新
高，惟除稅及福利轉移後的數值則為
0.473，較2011年的低0.002，為1996年有
該數值以來首次錄得跌幅。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表示，特區政府過去5年扶貧
力度相當大，單是用於貧窮與其他社會福
利的經常開支已增加了71%，政府同時有
一些政策性的介入，鼓勵基層市民能夠通
過就業自力更生。
梁振英在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表示，他

數年前參選特首時，已表明關注香港的貧
窮問題，及將貧窮問題列為本屆特區政府
四大施政範疇之一。為此，當局過去5年
大幅增加了社會福利開支，在經濟政策方
面亦很重視基層市民有比較多就業機會的
產業發展，譬如旅遊業等。

基層環境不宜單看堅尼
他續說，特區政府的理念是要盡量幫助

基層、低收入與貧窮人士，故堅尼系數是
一個量度方式，但同時也要看其他數據，
如數據顯示，目前基層市民的就業情況與
就業收入比較好，包括因失業而領取綜援

的個案數字跌至20年來的新低。從最新的
職業收入數據可看到，全港最低收入的十
分之一在職人士，過去 5 年收入增加
46.6%，最高收入的十分之一在職人士亦
增加23.6%，反映了基層就業人士受惠於
整個經濟環境。

允盡力完成取消對沖建議
就有關強積金對沖安排，梁振英指，今年

施政報告已就取消對沖有詳盡建議，而過去
數星期，當局與勞資雙方代表不斷商討有關
問題，並就此與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保持
緊密溝通，「這個問題是複雜的，並積壓了
相當長時間。在任期結束前，我會盡最大努
力完成這方面的工作。」

特首：扶貧5年社福開支增71%

政府建議立法規定
須為月薪不超過1.1萬
元的基層僱員簽訂書

面僱傭合約，列明工時及超時補償的安
排。然而，不少基層勞工表示失望，認
為欠缺標準工時，無助解決長工時問
題。有人力資源顧問認為，政府原意並
非為限制工時，而是為僱員爭取加班補
償，相信合約列明補償安排，能減省無
謂的加班。
現年71歲的王伯伯任職保安員，月入
約萬元，每天工作12小時，是經典的長
工時一族，他贊成超時補償不少於協議
工資比率的建議。王伯伯指出，不少基
層僱員沒有議價能力，只好跟從僱主要
求加班，卻不獲補償，故政府規定超時
工作須「補水」是好事。

雖然他受惠於新建議，但卻指政府以
合約工時取代標準工時立法，無助解決
基層僱員長工時的情況，「我們這樣還
不叫超時工作？每天工作12小時，公務
員才工作8小時。」
月入1.2萬元、擔任校工的余女士則

不在保障範圍。她對新建議感失望，因
現時許多基層工種月入也高於1.1萬元
的水平，認為工資線訂得太低。她每星
期需加班1至2小時，能獲補假，但眼見
不少外判工的同事從未獲補償。她希望
政府能檢討保障的工資線，並制訂標準
工時，免卻基層加班的局面。

人力顧問：要僱主接受也合理
然而，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

周綺萍認為，政府提出以月薪1.1萬元
制訂工資線是合理，「新的事物要僱主
容易接受，這個水平也算合理。」
她表示，新建議能保障基層僱員有償
加班，因加班須「補水」或令部分僱主
減輕無謂加班的情況。
對於有意見憂慮新建議促使僱主加

薪，避過書面合約的工時規管，周綺萍
指出，部分貼近工資線的工作，例如基
層零售業需經常加班，若加班費用較高
昂，不排除僱主以提高基本薪金，避開
立法規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基層怨無標時：線太低 易鑽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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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保安員每天工作12小時，是經典
的長工時一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研究多年的標準工時終有定案，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通過標準工時委員會提交的報

告，建議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須與月薪1.1萬元或以下的基層僱員簽

訂書面僱傭合約，列明工時及超時工作的補償安排條款，料2020年

底或2021年初實施，61萬名基層打工仔受惠。勞工及福利局表

示，標準工時議題在社會上仍有相當大分歧，不希望原地踏步，建

議措施確實使一部分僱員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標準工時
討論多時，政府終提出以合約規管工時與超
時補水的建議。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及勞顧會
勞方委員發表聲明，強烈不滿政府拒絕正面
回應勞工界訴求，並指斥政府既無盡責拉近
社會共識，也沒有開設條件和推動方案，令
標時立法頓成泡影，呼籲現任和下任行政長
官，為廣泛僱員帶來佳音，落實標時立法。
勞工界3名立法會議員與6名勞顧會僱員

代表昨日發表聲明，指勞工界一直爭取政府
落實標準工時立法，解決香港僱員工時長的
問題。聲明指出，標準工時立法是過去數年
本港社會的重大民生焦點，勞工界一直期望
政府與行政長官梁振英能迎難而上，兌現政
綱，奈何最終事與願違。

「遺憾工時政策嚴重走樣」
聲明指出，「毫無疑問，行政長官和政

府讓勞工界感到失望和遺憾。現屆政府在
任期進入倒數三星期，竟然全盤拒絕回應
勞工界訴求，決定推行嚴重走樣的工時政
策」，並指標準工時委員會所作的工時建
議報告，與立法落實標準工時的目標大相
逕庭。
聲明強調，《勞工界標準工時立法諮詢報

告》已清楚指出，勞工界廣泛認為合約工時
不是亦不能取代標準工時，為合約工時立法
是偷換概念，政府今次提出建議沒有訂立工
時標準、沒有訂立超時工作補償標準、擬議
的行業指引亦沒有約束力，形同虛設，只會
使僱員繼續面對不對等的勞動關係，繼續承
受長工時。
工聯會亦強調，不能接受以合約工時替代
標準工時的做法，並指勞工處已有「合約」
的做法，也有慣性的勞資承諾，也是合約，
弱勢基層勞工沒有討價能力。

梁智鴻盼勞工界先接受
任期已完結的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

回應指出，行政會議接納委員會的方案，是
回應勞工界的一些訴求，有關方案未必是終
極方案，呼籲勞工界以求大同存小異的態
度，先接受方案。

資方歡迎先推合約工時
標準工時委員會資方委員郭振華則表示，

歡迎政府先推行合約工時政策，並指不能一
刀切以標準工時處理不同行業及工種，「合
約工時就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法，現時較多工
時長的僱員無簽訂合約，有合約工時仍較無
合約好。」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政府的建議可以

接受，又認為以1.1萬元作為界線，是合適
的起步點，相信商界可以負擔。

勞工界不滿無回應訴求

行會通過報告建議，立法規管僱主須
與月薪不超過1.1萬元的基層僱員

訂定僱傭合約，當中要列明工時及工作
補償的安排，超時工作所獲的補償不能
少於協議工資率或相應的補假。
現時全港約有20萬名沒有簽訂書面僱
傭合約的僱員，另有40.8萬名有簽訂書
面僱傭合約、但沒有訂明每周工時或超
時工作的補償方法的僱員。

擬為11行業訂工時指引
如以同一工資界線計算，現時有55萬
名合約無列明如何計算超時工資補償，
或補償少於基本工資的僱員，單計「補
水」差額已涉及每年5.24億元開支。
政府並建議為包括安老及零售在內的
11個行業，制訂工時指引，配合不同行
業需要。勞工處將透過11個行業性三方
小組，編訂行業的工時標準及超時工作
的補償方法等指引內容，供僱主參考及
採用。
當局委任勞顧會作平台，讓勞資雙方
代表討論立法建議內容及實施安排，計
劃於明年下半年提交修訂《僱傭條例》
予立法會審議，料2020年底或2021年
初實施。

當局指界線顧及企業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表示，1.1萬

元的界線是根據2016年統計處有關收入
按年調查中第二十個百分位數制定，將
工資線訂於1.1萬元是基於增加僱員權
益保障，亦顧及企業的承受力與本港經
濟穩妥發展，「我們平衡對社企及社會
的影響，作為立法的標準工時是首次，
有穩健的起步較為穩妥。」
根據2016年統計處有關收入按年調

查，全部行業的每月工資中位數均高於
1.1萬元，當中非技術工人、飲食、物業
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及雜項活動分類
的中位數貼近1.1萬元水平。
被問到立法保障範圍訂於月薪1.1萬

元或以下是否過低，蕭偉強指規管合約
工時是一個起步點，「要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推展工時政策，建議亦保障相當數
量的僱員。」
不過，新建議未有就最高的合約工時

立法，外界擔憂僱主或會制訂不合理的
合約，亦未必遵從指引。蕭偉強表示，
行業性指引根據照顧行業的特殊需要，
相信實施書面合約有助監察不合理安
排，提高工時條款的透明度，將來若有
不合理的工時條款，該些僱主招聘時亦
會有困難。
對於不少僱員期望制定標準工時，勞

福局指建議實施合約工時兩年後檢討成
效及影響，屆時會審視是否需要立法制
定標準工時及其內容安排。

■■梁振英梁振英 中通社中通社

■■勞工及福利局稱勞工及福利局稱，，建議為月薪建議為月薪11..11萬元或以下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萬元或以下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詳詳
細列明工時及超時補償的安排細列明工時及超時補償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攝

■■政府建議為政府建議為1111個行業制訂工時指個行業制訂工時指
引引，，配合不同行業需要配合不同行業需要。。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