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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紀疫症下，特區政府推出「保就業」計劃，按僱員人數向僱主提供

工資補貼養住一班打工仔。第一期計劃至今已批出近450億元工資補

貼、承諾受薪僱員總人數達194萬人，第二期計劃今天截止申請。

不過，該計劃派發的補貼，極有可能大多數均落入僱主口袋而

非僱員手中。

香港文匯報梳理不同行業僱員的遭遇，歸納出無良僱

主以四類蠱惑招壓榨員工，包括分配補貼時「肥上

瘦下」；迫放無薪假及未來年假，多出的工資補

貼則據為己有；拖欠津貼。有旅行社更利用

「防疫抗疫基金」機制「賣」受僱證明圖

利。工會建議為計劃加入員工「實名

制」，確保資助額有效分配給原

有的員工，以及向失業人士提

供援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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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
任鄧家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透露，一間擁有逾900名員工
的上市美容公司透過一間子公司申請

「保就業」計劃，3個月合共獲批近
2,300萬元工資補貼，即每月平均要將733

萬元用於人工開支上，每名員工應可獲8,400
元。
但上月初，工會接獲個別員工投訴指，公司參與

「保就業」計劃期間，其月入遠低於公司向政府申
報的每名員工平均獲8,400元。
鄧家彪解釋，美容從業員的底薪向來偏低，僅
3,000至6,000元，以一名年資逾10年的僱員計算，
連同獎金疫情前的月入約2萬至3萬元，於五六月未
爆第三波疫情前，從業員收入也接近這水平。
7月15日起，美容業受疫情
影響而停業，但該月
上半個月仍有工

開，故估計該月員工底薪連獎金普遍達1萬元，惟
最終公司只發放約6,000元薪金，不少人被拖欠約
4,000元獎金。有員工不滿並向資方了解，只獲簡單
交代說：「下個月補返。」
鄧家彪說：「一名年資逾10年的員工，7月收入
竟然連8,000幾蚊都無，年資較淺的員工就更慘了，
隨時不符最低工資水平。投訴的員工指出，4月份美
容業也曾短暫停業，當時未推出『保就業』，但竟
與7月有『保就業』時的收入相若。」

「保就業」無限申領前後同僱員
他指出，「保就業」最大的漏洞在於計劃只限制

資方在申領補貼期間，僱員人數不得少於申報的
「承諾僱員」人數，沒有限制申領前後的僱員屬同
一批人，故企業即使炒人再低薪請人「補數」，或
不炒人卻要求員工減薪或放無薪假，只要僱員人數
不減就「無問題」。同時，計劃也沒有監管資方如

何分配政府發放的工資補貼。
鄧家彪質疑，該美容集團利
用計劃的漏洞剝削員
工，他翻查年報發
現該公司單是主

席年薪已逾900萬元，並歸納出兩種可能性：一是
資方「肥上瘦下」，將「保就業」獲得的工資補貼
優先出糧予高層，基層員工就只有「雞碎咁多」；
第二個可能性是資方「搬數」以符合計劃的要求。
他解釋：「為何資方將7月大部分獎金留待下一

個月出？係咪因為美容院喺8月份要到28號才重
開，員工得幾日有工開，該月人工支出太低，公司
就將7月份部分薪金開支計入8月份，以滿足『保就
業』計劃下規定公司每月要花逾700萬元作薪金開
支的申請條件？但拖糧到第二個月發放，本身已屬
於違法欠薪。」

鄧家彪促實名制補漏洞
鄧家彪曾就有關個案向勞工處及「保就業」計劃

秘書處投訴，對方只是公式化地回應指會特別留意
美容及飲食等多無薪假的行業，除確保資方符合申
領補貼的條件外，亦會留意津貼金是否極不平均地
分配給員工等，若有發現或會影響其申請第二期
「保就業」計劃。
鄧家彪促請特區政府就「保就業」計劃作出更多

主動調查及嚴格執法，同時更詳細公布企業如何使
用補貼金，並要求第二期計劃加入員工「實名
制」，確保資助額有效分配給原有的員工。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指出，不少工友現

時確是「飯碗」得保，但每月薪金僅得數千元卻又
不符資格申領失業綜援，生活艱苦。

高層優先出糧 員工得雞碎咁多

疫情令航空業大受打擊，
無薪假情況極之普遍。香港
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

席李永富表示，未有疫情前，地勤與飛機維修普
遍每月底薪約9,000元，連同安全獎及輪班津貼

等，每月薪金約12,000至13,000元。但由
於疫情令航班數目激減，機場員工的工
作量亦大減，因此員工也只能被迫放取
無薪假，基本上每月放取長達兩星期
的無薪假，等於出半糧。

他指出，員工原以為企業領
取「保就業」計劃的津貼
後，收入可相應增加，
但事與願違，「資方6
月申請『保就業』計
劃，該月的上班日
數和薪金，最終跟
5月份無申請時，
員工該兩個月連
同津貼都係得約
6,000元收入，反
映『保就業』計
劃對改善他們的收
入 絲 毫 沒 有 幫
助。」
李永富指出，「保

就業」計劃下，只要
企業總工資支出不少於
補貼資助總金額便無違

規，故僱員長期放無薪假也
「無王管」，「因為只要有多

幾個高薪一族，拉勻條數（總工資
支出）不少於補貼資助總額，都視為

『無問題』，但家航空業可能有近3萬名地
勤、飛機維修及清潔員工每月薪金減半，管理層
就繼續高薪厚職。」

基層領半糧
收入無幫補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
指出，除了被迫放無
薪假外，有打工仔更

被要求放取自己今年未放的大假，甚至預放明
年、後年及大後年的大假，公司一旦結業，大
假便付諸東流。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
雄更指，僱主為諗「縮數」可謂各出奇謀，例
如倘若員工所住大廈成「疫廈」，必須放取無
薪假自我隔離14天。

陸頌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理應
不太受疫情影響的保安清潔業員工也難以倖
免。現時「防疫抗疫基金」會向政府及香港房
委會服務承辦商聘用的合資格清潔及保安人
員，發放3至9月份合共7個月、每月1,000元
津貼。陸頌雄表示，接獲部分工人反映，至今
只獲僱主發放1,000元，餘下津貼則一直被拖
欠，部分人則因離職而不獲發放，陸頌雄質疑
該筆津貼被僱主中飽私囊。

工聯會要求政府應即時發放「失業現金津
貼」，金額需與「保就業」計劃的工資補貼看
齊，即僱員原有工資的一半、上限9,000元，
為期6個月。工會估計若按照7月份公布的24
萬失業人士推算，開支將不超過130億元。工
聯會同時要求政府向飲食、旅遊、零售、酒
店、交通運輸、建造及民航業等受疫情影響的
重災行業合共約140萬名開工不足的僱員，發
放1萬元津貼，估計支出約140億元。

新冠肺炎疫情令旅遊業陷
於停擺狀態，從業員生計大
受影響。香港旅遊業工聯會

秘書長林志挺指出，由於旅行社無生意，絕
大部分從業員都被公司要求先清自己的大
假，然後再放無薪假，不少從業員目前每
周僅上班一天，返到公司也是「齋坐」，
每月領取三四千元薪金，「只得2,000元
都聽過。」
他指出，6月以後有關情況也無改善

過，「『保就業』計劃是補貼員工一半工
資，但現時不少人領取的工資連疫情前的
一半都無，不知老闆們將補貼的工資如何
分配了。」
至於領隊導遊方面，原本可以申請「防疫抗

疫基金」下的旅行代理商及從業員支援計劃，每
月獲發5,000元、為期6個月的津貼，但必須要有旅

行社蓋章，證明其主業為導遊或領隊。林志挺指出，據
悉一間接待內地客、並派香港領隊帶團到日本的香港旅行

社，拒絕為數十名領隊蓋章並承認其僱傭關係，令他們未能領取資
助。
該旅行社辯稱，其生意業務在內地，且領隊獲得的小費也是由日本
當地的旅行社支付，領隊與旅行社無關係云云。林志挺表示，有關個
案正在跟進中。
他指出，不少求助人反映旅行社要求與導遊及領隊「瓜分」補助金
才願意蓋印，「例如每月5,000元要『上繳』1,000元，不合規矩？當
然不會白紙黑字寫明，只是『你情我願』！如果不答應，隨時一蚊都
攞唔到，或者以後被旅行社列入『黑名單』無得帶團，因此只能敢怒
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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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員工被
迫放無薪假，每
月收入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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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受疫
情影響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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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行 業 停
擺，不少員工被拖
欠工資，甚至被要
求上繳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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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防疫抗
疫基金」會向合資格清
潔及保安人員，發放3至
9月份合共7個月、每月
1,000元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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