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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2 時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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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日前已通過政府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請，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會聯合會

（下稱「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認為，政府對企業支援程度很高，但欠缺對基層員工的支援。第三期「保

就業」計劃未能推出，讓飽受疫情衝擊的相關行業人士，生活舉步維艱。 文/張童

救失業 度時艱

黃國服務工聯會近三十年，對一線工友的生存狀
況一清二楚。他形容，旅遊、飲食、航運這些

行業的打工仔女，很多已是在「懸崖邊掙扎」。他
舉例，有夫妻都在機場工作，現在減人工、放無薪
假，頭兩個月還未認清處境，只當休息，但一路
捱，到現在已九個月，積蓄漸空，愈趨困窘。而這
絕非個例。住公屋還好，若又要供樓又要供仔女，
薪水驟減下真是欲哭無淚。而有些行業受衝擊更
久，如旅遊業，疫情前已受黑暴衝擊，有的從業員
一年多無工開，刷爆了信用卡，只好借小額貸，泥
足深陷。
黃國建議，應當繼續予特定群體以補助。工聯會

對此身體力行，向社會各界有心人士募集了一千五
百萬用於補助金派發。計劃開啟後，額度一日用
盡：首日，便有近萬人申請援助。然工聯會力量有
限，最終派給五千人每人三千塊補助，只屬杯水車
薪。這還是今年四月的事，四月便已如此，可見香
港的失業問題之嚴重。
工聯會11月又發起了「救失業、度時艱」關愛行
動，組織了三場大型招聘會，分別於港島、九龍、
新界開辦。前來招聘的有些工種本來少人願做，但
這次都大受歡迎。黃國對此感到憂心：失業率一旦
大幅上升，社會容易動盪。

打疫苗 展擔當
黃國期望政府能拿出足夠決心與擔當，果斷處理

疫情。他認為，派錢始終只是紓緩，有效控制疫
情，才是治本之策。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恢復口
岸通暢，重啓經濟，那許多問題自迎刃而解，不
然，疫情屢屢復燃，社會怨氣只有越來越深重。
黃國認為，現在最重要的一仗，是要全面接種疫
苗。假使接種率達到七成，就有全民免疫的希望。
他十分清楚，疫苗未必沒有副作用，更不是百分百
有效，但他強調：兩害相權取其輕。特殊時刻，必
須要行霹靂手段，例如歐美也在加快推進疫苗接種
工作。
黃國指出，危急時刻，就該打破老套規矩、死板

程序，而這場公眾衞生危機，其實與戰爭無異。他
認為政府應拿出具體時間表與路線圖，半年實在太
久，疫苗接種應在三個月內完成。黃國同時期望國
家能在其中給予一定支持，以幫助香港在短時間內
完成疫苗全面接種，繼而重啓經濟。

治根本 解困局
控制疫情是政府現在的當務之急。但長遠來看，

要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長治久安，黃國
認為，三重社會更深層次的矛盾必須解決：房屋、
就業和貧富差距。
安居方能樂業。黃國認為，居住問題必須首先解
決。就如日前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八
個重點任務中亦包含「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
題」，其次是就業。就業與貧窮，其實是一體兩
面。黃國表示，在香港找工作不難，但想找到好工
作，很難。許多工作，工時長、壓力大，然而人工
低還沒前景，更別提現在的起薪點，和若干年前大
學畢業生差不了多少。

撐勞工 爭公義
去年的修例事件，攬炒派正是利用香港的這些深

層次矛盾挑動市民神經，以達政治目的。國安法治
標，但若想治本，必須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平
衡好勞資雙方利益。資方可以通過資本獲利，但勞
方通過雙手奮鬥，也應享有安居樂業的權利，都應
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黃國表示，這正是工聯會所強
調的：撐勞工、爭公義。
為了保障勞工權益，工聯會付出大量心血。黃國

指出，從就業而言，一方面是要改善普通勞工的就

業環境，例如推動政府將外判轉為長工，發揮好社
會領導者角色，繼而再推廣到社福機構及更多企
業。另一方面，則要鼓勵勞工學習新技能，而在工
聯會的推動下，政府已將特別愛增值津貼上限從四
千提高到了五千八，鼓勵工友提升自身能力。黃國
亦身兼工人俱樂部管理委員會主席，轄下職發處也
提供職業培訓，例如新手可在此跟隨師傅學習按
摩，待到學業有成再出外自己開店。
維護勞工權益，代表基層發聲，是工聯會的使命

所在。今年，黃國本也報名參加立法會勞工界別選
舉，並提出「撐勞工、爭公義、護權益、創出路」

的口號。
他表示香港政治中，需要更多來自基層勞工的聲

音。而很多勞工權益，只有從政策層面、從法律層
面，才真正能得到保障的可能。例如失業援助金、
取消強積金對沖及政府為低薪僱員供強積金，都是
近期工聯會的努力方向。
今年由於疫情形勢嚴峻，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
遲一年，黃國表示，疫情是全球所面臨的共同危
機，連兩會、奧運會都推遲，選舉延期舉措可以
理解。但不管怎樣，工聯會都必持續「參政為勞
工」的理念。

謀發展 入灣區
黃國在工聯會工作近三十年，接觸了行行業

業，也承擔了許多不同職責。原先的他是秘書
長，多是組織管理內部事務；現在的他是理事
長，更多是向外發聲。除了在香港這片土地為工
人發聲，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黃國看得更寬、更
遠。如在早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中，怎樣便利港人在內地讀書、工作、退休生
活，也凝聚了他許多的思考。他更欣喜看到，自
己及同事的許多建議逐一落實為政策，真正便利
到港人到內地的發展。譬如，向港人開放社保、
醫保，就成功獲准。而這正是香港不斷融入大灣
區的體現。
此外，工聯會還在廣東省開設了五個咨詢服務

中心，方便港人在大灣區的工作生活。他表示，
這件事之所以能夠成功，離不開中華全國總工
會，還有各省市工會的支持。而雙方亦能優勢互
補，內地有空間和資源優勢，而香港則在內地工
人走向「一帶一路」時，提供幫助。而想形成這
樣的融洽關係，離不開雙方互相信任、互相理
解，是以他身處政協這個平台，也常常將內地的
最新消息、最新情況帶回香港，把最好的政策向
市民介紹，以期能消除誤解、走向共贏。

剛到工聯會時，黃國在研究部工作，全程參與了香港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他回
憶，彼時的香港有時底薪只有七八塊一小時，他認為這很不合理。當工聯會提出訴
求，政府最初寄希望於僱主自行調整，然而失敗，最後只有通過立法解決，把標準定
在了 28 塊，最終逾23萬人受惠。但這場拉鋸戰持續了十多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便已
提出，但直到2011年，方得落實。
為基層工人爭取權益是黃國的使命，他始終在路上。近來，他又在為求請合併勞工

假、公眾假而奔忙。香港的公眾假期有 17 日，而九十多萬藍領工人卻只能拿12日假
期。他認為這不合理，標準應當劃一。這一訴求雖已得到政府初步首肯，但他稱，要
「追數」，唯有等到政府真正落實，方才竟功。
黃國指，香港雖是發達經濟體，但對於打工仔的保障僅是第三世界水平。而單個工

人沒有力量，唯有形成政治影響力，勞工權益才能得到保障。而工聯會每推進一項訴
求，從發現問題到咨詢研究，再到向政府提出、向業界和社會各界求認同與支持，最
後到落實法例，過程十分漫長。而實際上立法都非終點，因為不斷會有新問題出現。
儘管事務繁瑣複雜，但黃國樂在其中，他認為自己深度參與進香港社會當中。這些年
來，看到許多政策從無到有，從有，再到不斷完善，他感到的是深深的欣喜與滿足。

全程參與最低工資標準制定

■工聯會今年初向5000名失業者發放每人3000元「緊急失業慰問金」，黃國理事長在發放現場慰問打
工仔女。

■疫情之下，工聯會多次召開記
者會，向政府提出「保就業、救
失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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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月前聯同工
聯會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吳秋北和鄭耀
棠、全國政協常委
林 淑 儀 舉 行 記 者
會，建議中央政府
在大灣區內籌辦中
華歷史文化展覽。

■黃國一直
關注大灣區
醫療融合問
題，並促成
政府資助內
地港人在港
大深圳醫院
覆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