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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的《僱傭條例》 (第 57 章 )於 1974 年加入遣散費的保
障，目的是為已為同一僱主連續服務不少於 24 個月的僱員因裁員
而遭解僱或不獲續約時提供補償。  
 
1.2 政府在 1986 年修訂《僱傭條例》，引入長期服務金，對在
長時間為同一僱主工作後，因裁員以外原因而被解僱的僱員提供補

償。僱主須在下述情況向其連續僱用不少於 5 年的僱員支付長期服
務金：有關僱員 (a)並非因裁員或犯嚴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 (b)因
健康理由或 65 歲或以上因年老而辭職；或 (c)在職期間死亡。  
 
1.3 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制度在 2000 年 12 月實施時，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 )容許僱主就其強積金計劃下
所作供款的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下稱 "對沖安排 ")。
在此之前，《僱傭條例》已訂明僱主可利用他們在其僱員退休計劃

中的供款或約滿酬金，用作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1.4 在 2014 年 11 月 18 日的會議上，人力事務委員會要求資料
研究組就選定地方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安排提供資料。本資料摘

要首先重點提述世界銀行在 2012 年發表的一份有關全球 183 個地
方對遣散費安排的全面報告，再討論 5 個亞太經濟體系對遣散費的
具體安排，及海外地方就長期服務金和對沖的安排。  
 
 
2. 世界銀行報告  
 
 
2.1 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 "遣散費很可能是世界上 廣泛被應

用作僱員補償或入息支援  ⎯⎯  遣散費存在於差不多所有國家，跨
越不同收入水平，以強制或自願的方式推行。 "世界銀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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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的 183 個地方中， 152 個地方 (83%)實施強制性遣散費計劃，

18 個地方 (10%)透過全面集體協議 1 實施半強制性遣散費計劃，而

13 個地方 (7%)兩者皆無。  
 
 
領取資格  
 
2.2 遣散費計劃要求僱主須在員工離職時支付有關款項。據世

界銀行的報告所述，部分國家強制規定僱主須支付遣散費予離職的

僱員。但在某些國家，因個別原因離職的員工或有可能不合乎資格

領取遣散費。舉例而言，員工若因為嚴重過失而被解僱，以及自願

離職者，一般均不具領取遣散費的資格。有些國家所訂的強制性遣

散費安排，只適用於因經濟原因而被裁的員工，而不適用於因其他

理由而被解僱的員工。有些國家則只就集體解僱的情況或針對某些

類別的員工 (例如白領 )實施強制性遣散費。  
 
 
權益種類和水平  
 
2.3 世界銀行的研究所涵蓋的地方中，遣散費通常根據服務年

期及離職前的工資而釐定，並通常設有一段歸屬期 (即最少須受僱

的 月 份 以 合 符 領 取 遣 散 費 的 資 格 ) 。 一 般 而 言 ， 離 職 者 每 服 務

一年，便可獲得其平均每月工資的某一比例作為遣散費：例如員工

每服務一年，便可獲得半個月工資作為遣散費 2。有些地方採用較

複雜的公式，根據員工的服務年期及年齡組別而計算遣散費。在這

種計算方式下，年長或服務年期較長的員工，一般可獲得較多遣散

費。  
 
2.4 在某些國家，遣散費款額的多寡可取決於下述因素：員工

離職的原因，例如解僱、裁員、集體裁員及結業、員工是白領還是

藍領、員工是長期僱員還是有固定聘任期的僱員、員工是否受集體

協議保障。在部分國家，員工一般在不涉及失職的情況下，可視乎

離職原因而享有年資保障。某些國家沒有明確訂明遣散費款額的計

算方法，相關款額的釐定和停工的授權，則交由特定的政府機構或

法庭裁決。   

                                           
1 這些地方包括已發展經濟體系如美國及新西蘭，這些國家均無法律條文就遣散費的

安排作出規定，而遣散費的安排通常受到集體性協議條款所約束。  
2 就香港而言，遣散費款額是以僱員的服務年資，乘以其 後一個月工資的三分之二

計算，或是 22,500 港元的三分之二，兩者以款額較少者為準，而遣散費的 高款

額為 39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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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  
 
2.5 一般而言，遣散費由僱主支付。在有個人帳戶的國家 3，員

工亦可能須要供款。某些國家的政府會提供財政資助，尤其是在某

些機構進行大規模轉型而須大量裁員時。  
 
 
3. 選定亞太經濟體系有關遣散費的安排  
 
 
3.1 本資料摘要就 5 個亞太經濟體系的遣散費安排進行了進一
步分析。除日本外，全部經濟體系均就解僱或裁員設有強制性遣散

費制度。  
 
 
南韓  
 
3.2 在南韓，曾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至少一年的僱員，均可按

照在 1961 年引入的強制性遣散費制度 4 享有獲取遣散費的權利。不
論離職原因 5，僱主須完全負擔遣散費資金以支付給在其公司工作

至少一年的離職僱員。遣散費的法定計算方式為每服務滿一年，便

可獲得至少一個月工資。  
 
3.3 在 2005 年 12 月 ， 南 韓 政 府 通 過 《 僱 員 退 休 權 益

保障法》，讓僱主可以把原有的遣散費制度轉為企業退休金

制度 6。兩個制度的分別是：遣散費制度不涉及注資 (儘管僱主應運
用其現行收入以注資 )，須向離職員工發放一筆過款項；企業退休
金制度則由僱主注入資金，並向退休員工發放年金。  
 
  

                                           
3 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觀察所得，某些國家的法例規定公司 (有時是員工本人 )須把遣散
費供款存放於個人儲蓄帳戶。這些存款其後賺取利息，並可以一筆過或按月付款的

方式領取。  
4 根據 World Bank (2012)，南韓的遣散費制度 (常被稱為退休津貼制度 ) 初是根據

1953 年的《勞工標準法》第 28 條引入，旨在對失業人士及退休人士提供入息保
證。該制度 初屬自願性質，並在 1961 年後成為強制性制度。  

5 離職原因可以是裁員、辭職、退休、公司結業、解僱 (包括開除 )，以及僱員在職期
間死亡。  

6 儘管如此，《僱員退休權益保障法》第 4 條第 (3)款訂明： "僱主如擬選擇某一種退休
福利計劃或改變原有計劃，該僱主須取得由過半數員工組成的工會同意，如沒有此

等工會，該僱主則須取得過半數員工的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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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 2014 年 8 月，南韓政府宣布強制所有僱員人數達 300 人
的大企業在 2016 年 1 月前實施企業退休金計劃。有關規定將 遲

在 2022 年 1 月逐步擴展至所有企業。據南韓政府表示，此項強制
性安排旨在 "讓僱員能受惠於較現行遣散費制度更優厚的退休保障
計劃。 "7 
 
 

台灣  
 
3.5 在台灣，被解僱的員工不論服務年期長短均有權獲得遣散

費。在 2005 年 7 月《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後 8 參加勞工退休金計
劃的僱員有權同時領取退休金及遣散費。遣散費是以每服務滿

一年，可獲半個月工資計算，但以相當於 6 個月工資的款額為上
限。然而，對於在《勞工退休金條例》實施前已參加 "舊制退休金
計劃 "的僱員而言，其遣散費款項則以每服務滿一年，可獲一個月
工資計算。此外，在舊制退休金計劃下，僱員離職時可以選擇獲取

僱主在其退休金所作的供款或遣散費。  
 
 

新加坡  
 

3.6 新加坡在 1968 年制定的《僱傭法令》訂明，僱員如為僱主
連續工作至少 24 個月，便有權獲取遣散費 (或在新加坡稱為 "裁員
福利 ")。然而，法例並沒有訂明被裁者可獲取的款額，有關款額則
視乎僱主與僱員的磋商結果而訂定；現時通常的做法是以被裁者每

服務一年可獲介乎兩周至一個月的工資計算。  
 
 

澳洲  
 

3.7 澳洲在 2009 年制定的《公平工作法》訂明，僱員如在擁有
至少 15 名員工的公司連續工作至少 1 年，便可在被解僱時獲得遣
散費。遣散費款額則視乎僱員服務時間而釐定：由連續服務滿一年

至少於兩年可獲得相當於合共 4 周工資，到 多連續服務 9 年至少
於 10 年可獲得合共 16 周工資不等。然而，對於連續服務 10 年或
以上的員工，其遣散費則減至 12 周工資。 9  
                                           
7 請參閱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2014)。  
8 台灣在 2005 年改革勞工退休金制度，並推行一個界定供款計劃作為 "新勞工退休金
制度 "，該計劃旨在解決舊退休金制度在可攜性和資金不足兩方面的問題。  

9 一名僱員為同一僱主服務 7 至 15 年後，視乎其省／領地的相關法例，可獲得長期
服務假 ( long service leave)。若僱員服務滿 10 年後遭解僱，便可就其未放取的長期服
務假收取替代工資。為避免雙重權益，澳洲勞資關係委員會決定減少連續服務

10 年或以上的員工的遣散費至 12 周工資。澳洲勞資關係委員會是處理就業問題的
獨立和全國性審裁處。請參閱 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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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3.8 日本沒有法例強制規定遣散費的安排。不過，據報道在

日本 "接近所有企業 "皆按僱傭合約或工作規則在員工離職時支付遣
散費。 10 根據在 2012 年進行的一項企業調查顯示，有提供遣散費
的企業中， 47%根據勞資雙方的協議，向僱員支付 "6 個月或以下 "
工資作為遣散費，而 41%則支付 "6 個月或以上的工資 "。 11 
 
 
4.  海外地方有關長期服務金的安排  
 
 
4.1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3 年就選定國家進行了一項有關勞工保
障法例的研究，在研究涵蓋的 95 個國家中，只有瑞士和印尼設有
法定長期服務金。  
 
4.2 瑞士並無訂立一般性法定遣散費或裁員費計劃。不過，在

勞資任何一方終止僱傭合約時， 50 歲或以上而為同一僱主服務了
20 年或以上的僱員便可享有長期服務金。長期服務金 高款額為

勞資雙方協議，合共相當於 2 至 8 個月的工資不等。可是，長期服
務金或會因下述情況而被扣減甚至取消： (a)僱員在沒有恰當理據
下終止僱傭合約； (b)僱主以合理理由即時解僱相關僱員；或 (c)支
付這筆長期服務金的款項會令僱主陷於困難。  
 
4.3 在印尼，遣散費款額是以每工作一年便可獲得一個月工資

的比率計算，並以 多 9 個月工資為上限。此外，印尼還設有長期
服務金的安排，計算方式是工作滿 初 3 年，可得獲兩個月工資；
其後每工作滿 3 年，便可額外獲取一個月工資，如此類推。長期服
務金的上限為 10 個月工資，予服務滿 24 年或以上的僱員。  
  

                                           
10 請參閱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15)。  
11 請參閱 Sugeno and Yamakosh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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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外地方有關對沖的安排  
 
 
5.1 國際勞工組織 2013 年的研究中，並無討論其研究所涵蓋的
國家有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與退休福利之間的對沖安排 12。同樣

地，現有的資料亦無發現 5 個選定的亞太經濟體系中有類似的對沖
安排。   

                                           
12 資料研究組已致函國際勞工組織，要求索取有關其成員國是否有遣散費／長期服務
金與退休福利之間的對沖安排的資料。截至本資料摘要發表時，國際勞工組織尚未

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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