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勞工議題最新發展 
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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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年中以來，
勞工市場處於近乎全
民就業的狀態 

最新數據顯示勞工市
場仍然維持穩定，失
業率低企 



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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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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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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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obs.gov.hk）及其
流動應用程式 

 高等學歷就業資訊網上平台（http://www.hee.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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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聘用通曉少數族裔
語言的就業助理及與非政府機構協作以個案管理
方式為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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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概況及就業服務 



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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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處理的勞資糾紛及申索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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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與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長服金）的「對沖」安排是本屆政
府首要處理的事項之一。 

行政長官在《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取消「對沖」的優化
安排，要點如下： 
政府會協助僱主開設歸屬其名下的專項儲蓄戶口，預早進行
儲蓄，為日後的潛在遣散費或長服金開支及早準備； 

政府會為僱主提供兩層資助，第一層資助為期12年，第二層
資助期會延長至25年，以協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適應政
策轉變；及 

政府於25年資助期內，第一層及第二層資助的總承擔額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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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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個別僱員獲得的權益總和（遣散費／長服金權益連同僱
主向其強積金戶口所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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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會承擔支付有
關的差額。 

遣散費／長服金的計算比率維持不變，即僱員服務滿一年
可獲得每月工資的三分之二。 

未來路向  
政府已展開落實取消「對沖」的籌備工作，並會致力在

2020年向立法會提交相關賦權法例草案，目標是在    
2022年或之前獲立法會通過，並在賦權法例通過後兩年實
施取消「對沖」的安排。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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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侍產假日數至五天 

《2018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已於2019年1月18日
實施。 

如果男性僱員的子女於2019年1月18日或之後出生，同
時符合法例的其他規定，便可就他的配偶或伴侶每次分
娩享有五天法定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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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延長產假 

政府已完成法定產假檢討，並建議延長法定產假，由現
時10個星期增至14個星期，政府會承擔該項產假薪酬的
額外開支，以報銷形式向僱主發還。 

 

如僱員根據《僱傭條例》有權享有產假薪酬，連同10個
星期的法定產假薪酬，僱主應向僱員先支付額外增加的 
4個星期法定產假薪酬，日後才向政府以報銷形式申領發
還該額外法定產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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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延長產假 

有關的產假薪酬比率維持在僱員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
四，並以每名僱員36,822元為上限（此上限相等於一個
月薪50,000元的僱員在4個星期內可得的五分之四薪酬，
而月薪在50,000元或以內的僱員，佔全港女性僱員人數
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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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延長產假 

 有關檢討亦建議就《僱傭條例》作出以下兩項技術性修訂： 

更新《僱傭條例》流產的定義，讓懷孕24個星期或以上產下
不能存活嬰兒的女性僱員，在符合其他所需條件下有權獲得
產假； 

因懷孕而接受產前檢查的僱員，如能提供相關的文件以證明
其曾接受有關檢查，便有權獲得疾病津貼。 

 勞工處已就有關建議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
員會，並已開展相關賦權法例的草擬工作，目標是在本年年底
前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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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業
率 2.8% 

3.6% 

2011年 
2月-4月 

2019年 
4月-6月 

0.8個  
百分點  

法定最低工資 

總
就
業
人
數 

3 542 300人   + 328 400人   
 (2011年2月-4月) 

= 3 870 700人 
(2019年4-6月) 
 

其中近八成 
(258 800人)是女性 

 

• 最低工資自實施以來，失業率維持在低水平，就業人數增
加，低薪僱員的收入亦持續得到改善。僱主遵行的情況整
體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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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薪
僱
員
的
收
入 2011年 

2月-4月 
2019年 
3月-5月 

 

61.2% 
(扣除通脹後的 

實質升幅為23.2%) 
 

法定最低工資 

僱
主
遵
行
法
例
的
情
況 

2011年 
5月 

2019年 
6月 

進行超過35萬次巡查 

連同舉報個案，共發現211宗懷疑違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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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勞工 
政府設有不同計劃，讓僱主可按實際業務需要申請輸入勞
工，填補勞工市場所缺乏的技能，維持本港的競爭力和發 
展需要 

僱主可按有關職位空缺所需的技術水平及／或教育程度，
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引入專業人士，或透過勞工處的「補充
勞工計劃」申請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的勞工 

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政府會與持份者探討
適度和有規限地增加輸入勞工 
 例如《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可考慮為資助安老服務及康
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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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勞工計劃」 

 截至 2018 年年底，在港工作的輸入勞工共有5 298名 

 主要從事護理員（長者服務）、農場技工及園藝工人 

 

 

過去10年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在港工作的輸入勞工人數 2018年年底在港工作的輸
入勞工 

園藝工人 
(8.1%) 

護理員 
(長者服務) 

(52.3%) 

農場技工 
(13.7%) 

其他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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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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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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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人數推算 

年中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629 300 

328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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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至2019年的外傭數目(截至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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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97 
267,778 

285,681 
299,961 

312,395 320,988 330,650 340,380 
351,513 

369,651 
386,075 393,344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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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政策 
經過多年討論，社會各界仍就任何有關工時的立法建議意見分
歧。在缺乏廣泛共識的情況下，政府決定先着力為11個指定行
業制定工時指引，以盡快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改善僱員的工時
安排 

勞工處現正透過轄下11個行業性三方小組（成員包括勞工處、
僱主及僱員的代表）為這些指定行業*制訂指引，以提供建議的
行業性工時安排、超時工作補償安排及良好的工時管理措施，
供僱主及其僱員參考及採用 

政府會在11份行業性工時指引全面推出三年後，檢討及評估行
業性工時指引的成效，並進一步探討改善工時政策的可行方案 

*即飲食、水泥及混凝土、清潔服務、建造、安老院舍、酒店及旅遊、物流、印刷、物業管
理、零售和戲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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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註：括號內的數字顯示死亡人數 ，數字已包括在意外數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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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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已着手推出一
系列的針對性措施，以提升各行各業，尤其是建造業的職安健表現
，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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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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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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宣傳投訴渠道，鼓勵建造業工人
就不安全工作環境作出舉報 
 

 加強宣傳配戴安全帽並繫緊帽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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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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