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勞工議題最新發展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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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市場概況

資料來源: 國民收入統計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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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市場與經濟周期息息
相關

 金融海嘯後，經濟迅速反
彈，就業人數亦穩步上揚
。2011年年中至2019年年
中，失業率維持於低水平

 經濟在2019年下半年步入
衰退，勞工市場開始受壓
。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
情更令經濟出現有紀錄以
來最嚴重的衰退，勞工市
場因而急劇惡化

 最新數據(2020年11月至
2021年1月)顯示勞工市場
仍顯著受壓，經季節性調
整的失業率升至7.0%



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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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刊登的私營機構職位空缺數目
年份 職位空缺數目

2016 1 347 613
2017 1 419 270
2018 1 468 394
2019 1 288 926
2020 686 297



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4

勞工處提供各種就業服務：

 就業中心

 行業性招聘中心

 電話就業服務中心

 「互動就業服務」網站（https://www.jobs.gov.hk）
及其流動應用程式

 大型招聘會、地區性招聘會



勞工處提供各種就業服務協助不同群組就業：

 中高齡就業計劃

 展翅青見計劃

 就業展才能計劃

 留任津貼

 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聘用通曉少數族
裔語言的就業助理及多元種族就業計劃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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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潛力巨大，不但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
，亦是香港疫情後恢復經濟的重要機遇所在

 計劃為大學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協助香港的青年人獲取工作經驗
，並讓他們更深度接觸內地就業市場，親身體驗內地的最新發展、
事業發展機遇和生活文化等， 擴闊視野，同時為香港培育人才

 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及按照香港
法例和以不低於月薪18,000港元，聘請在2019至2021年獲頒學士
或以上學位的畢業生，長時間派駐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
受在職培訓。為鼓勵企業參與計劃，並彌補企業培訓畢業生的額外
開支，政府會按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業每人每月10,000
港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名額2 000個，當中有約700個專為
創科職位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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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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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數

為落實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數，使其與公眾假期
（除星期日外）日數看齊。我們建議

(a)每兩年增加一天法定假日，使其日數逐步遞增
至17 天，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

(b)新增的五天法定假日為現時並不屬於法定假日
的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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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數

(c) 以上改動透過一次性的立法程序，對《僱傭條
例》作出修訂；

我們建議以一次性形式修訂《僱傭條例》，
而非作出多次修訂，讓劃一法定假日與公眾
假期日數的工作有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d) 有關法定假日的其他條文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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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數

根據粗略估算，在全港所有僱員（不包括政府僱
員及留宿家庭傭工）中，約120萬名或近四成的
僱員，將會受惠於建議。

如賦權法例獲順利通過，我們的目標是在2022
年實施首天新增的法定假日（即佛誕），以期於
2030年完成法定假日日數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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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行政長官於《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取消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長服金）的安排，要點如下：

一. 取消「對沖」
 取消「對沖」將由未來的某個日期起生效，不具追溯力（豁免安
排）。

 遣散費／長服金的計算比率及最高款項維持不變，僱員服務滿一
年可得每月工資的三分之二，最高款額為39萬元。

 應付遣散費／長服金的計算方法如下：

 生效日期前的受僱期：按照生效日期當時的月薪計算

 生效日期後的受僱期：如現時規定，以解僱時的最後一個月工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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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續)
如有個別僱員獲得的權益總和（遣散費／長服金權益連
同其強積金戶口內僱主所作出的強制性供款的累算權
益）較其在現行「對沖」制度下應獲得的為少的特殊情
況，政府將會支付有關的差額。

二. 政府會協助僱主開設歸屬其名下的專項儲蓄戶口，為取
消「對沖」後的潛在遣散費／長服金責任早作儲蓄。

三. 政府提供兩層資助計劃，分擔僱主在取消「對沖」後的
僱傭期所引致的遣散費／長服金。第一層資助為期12
年，第二層資助為期25年。政府在第一層及第二層資
助的財政承擔總額預計達29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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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對沖」後
的年期

政府分擔取消「對沖」安排後的僱傭期
所引致的遣散費／長服金

第一層資助
(佔應付遣散費／
長服金百分比)

第二層資助
(佔扣除第一層資助及
專項儲蓄戶口結餘後的

應付遣散費／長服金餘額的百分比)
1 - 3 50% 50%

4 45% 45%
5 40% 45%
6 35% 45%
7 30% 40%
8 25% 40%
9 20% 40%

10 15% 35%
11 10% 35%
12 5% 35%

13 - 15 - 30%
16 - 18 - 25%
19 - 21 - 20%
22 - 23 - 15%
24 - 25 - 10%

26 - -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續)
第一層及第二層政府資助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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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全力推展取消「對沖」安排的籌備工作，包括 –

(一) 草擬法例

 修訂多條與「對沖」安排相關的條文的法例；及

 制訂成立專項儲蓄戶口的新法例，並訂定其運作安排及細節。

(二) 開發配套措施所需的資訊科技系統

下一步工作
政府會繼續全力推展取消「對沖」安排的籌備工作。政府
計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初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取消「對沖」的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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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法定產假及推行「發還產假薪酬計劃」

延長法定產假4個星期的《2020年僱傭（修訂）
條例》（《修訂條例》）已於2020年12月11日生
效。合資格僱員在《修訂條例》生效當日或之後
分娩，可享有14個星期的法定產假。

參考2019年的統計數字，估計每年約有27 000名
女性僱員會受惠於《修訂條例》。

勞工處已進行廣泛的宣傳及推廣活動，讓僱主、
僱員及市民大眾了解《修訂條例》的主要內容，
從而確保《修訂條例》暢順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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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法定產假及推行「發還產假薪酬計劃」

僱主須根據《僱傭條例》計算（即僱員每日平
均工資的五分之四）及發放產假薪酬予合資格
僱員，並可向政府申領發還全數就《修訂條例》
下須支付並已支付的新增產假薪酬，以每名僱
員80,000元為上限。

勞工處正全力與獲委聘的代辦機構擬定一個全
新的發還產假薪酬計劃，以期在今年上半年盡
快接受僱主提交的發還款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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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家庭傭工
 政府自1970年代初起准許輸入外傭，以補充本地全職留宿家庭傭工不足的情況。

 外傭協助釋放本地人口的勞動潛力，對本港發展有重大貢獻。

 為了維持香港作為一個吸引外傭到來工作的地方，以應付本地家庭的需求，勞
工處透過全面的宣傳和教育活動，及加強規管職業介紹所，以保障外傭及其僱
主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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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至2021年的外傭數目 (截至2021年1月31日)

菲律賓 印尼 印度 其他
(包括泰國、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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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介紹所

18



職業安全

註：括號內的數字顯示死亡人數 ，數字已包括在傷亡數目內。

2020年首三季的傷亡率為年值化意外率，而2020年全年的統計數字將於2021年4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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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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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建造業的致命意外數字一直遠高於其他行業，勞工處一直持續推出
不同的措施，提升各行各業尤其是建造業的職安健表現:

 針對涉及危險工序或安全表現欠佳的工地，進行更深入的突擊巡查

 加強參與工務工程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要求承建商在會議上預報工
地將會進行風險較高的工序，掌握工程的最新風險情況，給予職安健意見
，相應調整更針對性的巡查策略

 檢討職安健法例的罰則，讓法庭可判處具足夠阻嚇性的懲罰

 深化與物業管理單位合作，透過優化的通報機制，在高風險工程開展前至
少5天，向勞工處提供相關的工程資料

 進行優化法定建築工程呈報機制，讓勞工處能對一些為期較短及僱用工人
人數較少，但風險相對較高的建築工程及早作出針對性的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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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設立網上平台，讓僱員可使用流動電
子裝置，舉報不安全工作環境

 以動畫短片形式製作「職安警示」，
傳達意外發生經過及須採取的安全措
施，避免意外發生

 修訂了《物業管理行業—裝修及維修
工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指南，
令業界更了解相關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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