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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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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  
陳美卿女士  
 
 
陳女士：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多謝妳二月二十一日來信，邀請當局就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

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同日會議上通過有關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

段檢討的動議作出回應。  
 
 當局對委員會所通過動議的回應載於附件 A。總括來說，公
務員事務局認為部門已依循經採納的檢討機制進行第三階段檢

討。由於部門管理層在檢討過程中已廣泛及深入地諮詢員工，並

承諾會就檢討結果繼續與員工溝通，我們認為應按計劃於二零零

五年四月一日落實第三階段檢討的決定。事實上，為了讓部門有

更充足時間向員工解釋有關決定，當局已押後實施檢討結果的日

期。再者，由於第一階段檢討的結果已由二零零三年年中起落實

執行，第三階段檢討的決定亦應盡快落實執行，不容拖延。  
 
 當局亦藉此機會對多個員工組織就 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 段

檢討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書面意

見作出回應。詳情載於附件 B。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陳惠儀代行 )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 A 

當局對於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就文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段檢討所通過的動議的回應  
 
 
目的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討論了立法會 CB(1)900 /04 -05 (03 )號文件：文
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的最新進展。經討論後，委員會就工作

相關津貼第三階段檢討通過以下動議：  
 

“本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押後實施削減 1  321 個職位半額辛
勞津貼及停止發放 503 個職位的全額辛勞津貼，並敦促政府
重新就發放辛勞津貼詳細諮詢公務員團體的意見。 ”  

 
2 .  本文件載述當局對於委員會所通過的動議的回應。  
 
工作相關津貼制度  
 
3 .  工作相關津貼是發放給公務員的額外報酬，作為公務員執行

某些職務的補償，而這些職務並非有關人員所屬職系或職級的一

般工作，而且是釐定有關職系或職級的薪級表時未有計及的 1。

工作相關津貼並非附帶福利，必須有充分的運作理據，並符合一

套規管原則，才可發放。文職人員工作相關津貼的現行規管原則

載於附錄 A。文職人員的工作相關津貼分為四大類，即額外職務
津貼、辛勞津貼、輪班工作津貼，以及颱風當值津貼和黑色暴雨

警告當值津貼。附錄 B 有這四類津貼的說明。  
 
4 .  審計署署長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 日發表的第三十三號報

告書中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包括促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考慮實施

計劃，定期在政策層面上檢討發放個別津貼的理據，若某項津貼

不再有充份的理據支持，便應立即採取行動，停止發放該項津貼。

政府帳目委員會在回應審計署署長第三十三號報告書時，認為當

                                                 
1 公 務 員 職 級 的 薪 級 表 是 按 有 關 職 位 的 學 歷 ／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要 求 ， 以 及 任
何 特 別 的 工 作 因 素 而 釐 定 。 一 般 而 言 ， 有 關 職 級 的 薪 級 表 應 已 反 映 所 有

的 工 作 相 關 因 素 。 但 是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由 於 有 關 職 級 的 員 工 並 非 須 普

遍 擔 當 某 項 職 務 ， 如 將 有 關 職 務 在 該 職 級 的 薪 級 表 中 反 映 ， 便 不 合 符 經

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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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應設立機制，定期檢討各項公務員津貼的發放理據。此外，當

局應在考慮審計署署長的關注、衡工量值的考慮因素、對公共開

支的問責性、私營機構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普遍做法，以及員工反

應後，及早廢除不合時宜或在現今環境下不再合適的津貼。  
 
5 .  當局近年就工作相關津貼事宜所做的工作，包括改善制度，

及全面檢討各項津貼的發放情形，這是積極回應了審計署署長以

及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對這事宜表達的關注。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在改善工作相關津貼制度方面

的諮詢角色  
 
6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乃一諮詢組

織，其主要職能是就非首長級公務員（紀律人員除外）的薪酬、

服 務 條件 及 薪俸 結 構 的 原 則 和 措 施， 向 行 政 長 官提 供 意 見 及 建

議。薪常會的意見及建議應否予以接納及應如何落實獲接納的建

議，一概由當局決定。  
 
7 .  薪常會應當局要求，就文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的制度進行檢

討，並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向行政長官提交薪常會關於工作相關津

貼檢討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 2。  
 
8. 其後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 一年及二零零二年進行兩輪諮

詢，徵詢中央評議會職方及部門管理層對於薪常會的建議及公務

員事務局就未來路向擬訂的具體建議的意見。此外，立法會公務

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亦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及十月

二十三日討論這事宜（詳情載於立法會第 CB( 1)1444 /01 -02 (03 )及
C B ( 1 ) 6 6 / 0 2 - 0 3 ( 0 3 )號文件）。  
 
9 .  當局經考慮職方代表、部門管理層和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

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決定在作出若

干修訂後，落實薪常會關於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的第三十八號報告

書所載的建議。獲當局採納的建議包括修訂工作相關津貼的部分

規管原則、重整工作相關津貼的分類、修改津貼額的釐定機制，

以及設立一個新的檢討和監察機制。當局就薪常會有關工作相關

                                                 
2 與 此 同 時 ， 紀 律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亦 就 向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發

放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制 度 完 成 檢 討 ， 並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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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檢討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所作的決定已知會薪常會。  
 
全面檢討文職職系的個別工作相關津貼  
 
10 .  當局根據新訂的檢討機制和經修訂的工作相關津貼規管原
則，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展開全面檢討文職職系個別工作相關津

貼的工作。部門首長須與有關決策局及職系首長（如適用的話）

商討，並經考慮最新的職責說明、經修訂的工作相關津貼規管原

則，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後，檢討其轄下的津貼是否應繼續還是停

止發放。如部門首長認為某項工作相關津貼具充分發放理據，便

應同時檢討其津貼額是否恰當，並就下一次的檢討時間表作出建

議。有關部門亦有責任在諮詢其員工及考慮職方的意見後，才把

建議經由其決策局及職系首長 (如適用的話 )提交公務員事務局審
批。在審核部門提交的檢討建議時，公務員事務局會確保有關津

貼符合經修訂的工作相關津貼規管原則，以及不同部門所採用標

準的一致性。  
 
11 .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文職職系工 作相關津貼檢討分別於
二零零三年五月及十一月完成。檢討的詳細結果分別載於立法會

第 C B ( 1 ) 1 9 0 9 / 0 2 - 0 3 ( 0 4 )號文件及第 C B ( 1 ) 7 6 8 / 0 3 - 0 4 ( 0 1 )號文件。
第三階段檢討是工作相關津貼全面檢討的最後一個階段，檢討涵

蓋向衞生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人員及任職醫院管理局 (醫
管局 )的公務員發放的辛勞津貼。檢討期間，先有嚴重急性呼吸系
統綜合症事件，其後當局引入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改善公眾健康及

衞生，並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一旦再度爆發作好準備，當

局考慮到衞生署、食環署和醫管局面對的特殊情況，決定把在這

些部門發放的辛勞津貼的檢討兩度延遲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

日完成。在進行第三階段檢討時，當局一直依循第一階段及第二

階段檢討所採用的方針。  
 
12 .  我們要指出，跟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檢討一樣，進行第三階
段檢討時，部門已透過既定的諮詢渠道廣泛諮詢員工。衞生署、

食環署和醫管局在擬訂第三階段的檢討建議供公務員事務局考慮

時，已全面考慮諮詢期間收集到的意見。隨後，公務員事務局在

審核衞生署、食環署和醫管局提交的檢討建議時，亦已仔細考慮

所有相關因素，包括部門在諮詢期間收集到的員工意見。二零零

五年二月初公布檢討結果後，有關部門／機構已即時作出安排，

向有關的員工組織及受影響的員工解釋檢討結果及背後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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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部門／機構在第三階段檢討諮詢員工的安排，見下文第 13
至 19 段。  
 
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段檢討的諮詢員工的安排  
 
(a )  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諮詢員工的安排  
 
13 .  衞生署在檢討向署內人員發放的各項工作相關津貼時，非常
重視徵詢員工的意見。這些諮詢工作透過部門協商委員會及第一

標準薪級及技工職系協商委員會這些既定渠道進行。由二零零二

年十二月（即個別工作相關津貼的檢討工作展開時）至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即第三階段檢討的期限）期間，衞生署曾 12 度去信或
會見其部門協商委員會及第一標準薪級及技工職系協商委員會的

職方，聽取他們就署內發放的工作相關津貼（包括部門管理層建

議停止向某些指定職位發放工作相關津貼），及告知他們工作相關

津貼檢討的最新進展。  
 
14 .  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初完成檢討後，衞生署立即與第一標準薪
級及技工職系協商委員會（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四日和二十三日）

和部門協商委員會（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的職方會面，向他

們解釋檢討結果，並聽取他們的意見。此外，衞生署於二零零五

年二月十四日發信予所有受影響的員工，告知他們有關的檢討結

果，前線督導人員亦舉辦了 69 次簡報會，向其屬下員工解釋檢討
的結果。部門管理層會繼續向受影響員工解釋檢討結果及背後的

理據。  
 
15 .  至於任職醫管局的公務員，衞生署透過衞生署（醫院員工）
部門協商委員會及衞生署（醫院員工）支援服務組別協商委員會

諮詢員工。自工作相關津貼檢討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展開以來，

衞生署曾 16 度去信或會見兩個委員會的職方，就檢討工作徵詢其
意見，並告知他們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的最新進展。  
 
16 .  至於向普通科門診診所員工發放的辛勞津貼，衞生署在普通
科門診診所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從衞生署轉交醫管局前，已七度透

過 衞 生署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和 第 一 標準 薪 級 及 技 工 職 系 協商 委 員

會，就停止發放津貼的建議諮詢有關員工。普通科門診診所轉交

醫管局後，衞生署亦曾八度透過衞生署（醫院員工）部門協商委

員會及衞生署（醫院員工）支援服務組別協商委員會諮詢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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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檢討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初完成後，衞生署於二零零五年

二月十四日舉行會議，向衞生署（醫院員工）支援服務組別協商

委員會的職方解釋檢討結果。除了兩個協商委員會的職方外，所

有在普通科門診診所工作的受影響員工亦獲發信通知檢討結果。

此外，醫管局的聯網主管亦已向其屬下受影響的員工解釋檢討結

果。二零零五年三月二日，醫院員工部再次分別與衞生署（醫院

員 工 ）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及 一 員 工 組織 的 代表 就 檢 討 結 果進 行 討

論。衞生署與醫管局管理層會繼續通力合作，向受影響員工解釋

檢討結果及背後的理據。  
 
( b )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諮詢員工的安排  
 
17 .  食環署於二零零三年二月開始透過部門協商委員會既定的
渠道，就部門管理層對於向執行清潔、清洗排水渠／污水渠等工

作的員工發放辛勞津貼的檢討建議諮詢員工。根據食環署原來的

建議， 3 .2%的職位將繼續領取全數辛勞津貼， 61 .2%領取半額津
貼，而 3 5 . 6 %將不再獲發放津貼。自二零零三年二月起，食環署
曾 與 部 門 協 商 委 員 會 的 職 方 以 及 個 別 員 工 組 織 舉 行 了 12 次 會
議，聽取他們對部門管理層提出的檢討建議的意見。經考慮員工

代表的意見及個別職位因應二零零三年起實施的一系列改善公眾

健康與公共衞生的措施的最新運作要求，食環署在二零零四年九

月大幅修改其檢討建議，並再次就其建議諮詢員工。  
 
18 .  公務員事務局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包括食環署員工的意
見）後，大致上接納食環署的修訂建議，並徵得有關部門及決策

局同意，對其建議作出若干修改。扼要來說，由二零零五年四月

一日起， 74 .7%的職位將繼續領取全數的辛勞津貼， 21 .5%領取半
額津貼， 3 .8%將不再獲發放津貼。  
 
19 .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完成檢討後，食環署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
四日向部門協商委員會及 16 個員工組織簡介檢討結果，並於同月
二十三日再次與部門協商委員會進行討論。該署已於二零零五年

二月十四日發信予所有受影響員工，告知檢討結果，並於二月十

八日安排了四場簡介會，向受影響員工解釋檢討結果。其後部門

管理層再次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日與員工組織代表會面，聽取他

們對檢討結果的關注。此外，部門為受影響員工再舉行五場簡介

會，繼續保持與員工溝通，向其詳細解釋落實檢討結果的細節安

排。   



 6

 
實施第三階段工作相關津貼的檢討結果  
 
20 .  從上文可見，部門管理層在擬訂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段檢討
的建議過程中，部門管理層與員工已有充分的溝通。公務員事務

局在研究部門／決策局所提交的檢討建議時，已考慮到所有相關

因素，包括部門在諮詢期間收集到的員工意見，局方並確保部門

在應用工作相關津貼的規管原則方面保持一致性。二零零五年二

月公布檢討結果後，部門／機構管理層已作出適當安排，向有關

的員工組織及受影響的員工解釋檢討結果及背後的理據。  
 
21 .  公務員事務局認為部門已依循 經採納的檢討機制進行第三
階段檢討。由於部門管理層在檢討過程中已廣泛及深入地諮詢員

工，並承諾會繼續與員工就檢討結果溝通，我們認為應按計劃於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落實第三階段的檢討結果。事實上，為讓部

門有更充足的時間向員工解釋檢討結果，公務員事務局已押後了

實施檢討結果的日期。再者，由於第一階段的檢討結果已於二零

零三年中起落實執行，第三階段的檢討決定應予儘快落實執行，

不容拖延。如員工認為個別職位基於其特殊情況，在經修訂的工

作相關津貼規管原則下仍然符合資格獲發放辛勞津貼，可向部門

管理層反映，部門管理層會就每宗個案的情況作考慮。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三月  
 

 

 

 

 

 

 

 

 



 

 

附錄 A 
 

 

文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的規管原則  

 

 

( a )  領取工作相關津貼的資格應以總薪級表第 33 點為截分點（即總

薪級表第 33 點或以下才可領取津貼）。政務及專業職系人員應

無資格領取工作相關津貼。  

 
( b )  除非管理層因應工作的需要和運作效率，而需要員工執行該額外

或特殊職務，並認為時間和次數均屬恰當，否則不應發放工作相

關津貼。  

 
( c )  除非有關職系或職級的薪級結構令致其薪級表未能反映全部固

有職務，否則不應為有關職系或職級的固有職務發放工作相關津

貼。  

 
( d )  不應因採用新科技或改善操作方法所導致職務上的更改，發放工

作相關津貼。  

 
( e )  僅獲得或擁有一門技能或一項資歷者，不應獲發放工作相關津

貼。如一位公務員受命使用額外技能或資歷執行職務，而此等情

況又經常發生，方可考慮發放津貼。  

 
( f )  倘各職員須定時花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時間，執行獲發給津貼的額

外職務，則應檢討該有關職位，以決定可否將其另編職系、修改

有關職位的職責說明、安排職員輪流處理這些職務、或繼續發給

津貼等，以定出何者較適合及合乎實際需要。  
 
( g )  倘調整職員薪級表的成本效益未如理想，而將該等職位另編職系

或安排職員輪流擔任這些職務等辦法均未合乎實際，則有理由繼

續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給有關職員。  

 
( h )  除經個別考慮，認為每項津貼均符合領取有關津貼的原則及準則

外，不可發給多項津貼。  

 



 

 

附錄 B 

文職職系工作相關津貼分類  

 

( I )  額外職務津貼：  

 作為執行員工的工作職務說明以外工作的補償。而

在執行該等額外職責時，必須使用或承擔其他相同

職系或職級的員工一般來說都無須使用的額外工

作技巧，或承擔新的責任。  

( I I )  辛勞津貼：  

 作為在某些工作環境下執行某些職務的補償。涉及

的工作環境必須是可 能引致員工遭受到其他相同

職系或職級的員工一般來說不會遭受到的身體損

傷或殘障。  

( I I I )  輪班工作津貼：   

 作為須輪班工作的補償，而同職系或同職級的人員

一般來說都無須輪班工作。  

( IV)  颱風當值津貼和黑色暴雨警告當值津貼：   

 作為在特定的天氣情況下（即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工作的補償。  

 



附件 B 
 

 

當局對於員工組織向立法會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書面意見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當局對於員工組織 1 就工作相關津貼第三階段檢

討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書面意見的

回應。  
 
有關“一半工作時間”的規定  
 
2 .  政府的一貫原則，是除非有關的厭惡性職務佔去員工相當比

例的日常工作時間，否則不應發放辛勞津貼。公務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就關於工作相關津

貼的第十五號報告書中建議︰“除非額外職務或非慣常職務佔用

公務員相當多時間，否則不應發放與工作有關連津貼給他們”。

這建議其後獲當局採納。薪常會在一九九二年一月發表的第二十

八號報告書中，重申保留“相當多時間”這項原則。  
 
3 .  一九九三年公務員事務局把審批新的辛勞津貼的 權力下放

至部門管理層，在此之前，公務員事務局在審批辛勞津貼的申請

時 ， 一直 沿 用 有 關 厭惡 性 職 務 必 須佔 去 員 工 不 少於 一 半 工 作 時

間，才可獲發放津貼這項準則。局方於一九九三年授權部門首長

審批辛勞津貼時，責成部門首長確保津貼符合工作相關津貼所有

的規管原則，包括“有關職務須佔用一位職員相當多時間”這項

原則。  
 
4 .  薪常會在二零零零年 六月關於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的第三十

八號報告書提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刪去“相當多時間”這項原

則，原因是各個部門在引用這個原則時很難保持一致，而且薪常

會認為有需要讓部門能靈活地運用工作相關津貼來作為對員工的

一種激勵，以便提供快捷及高效率的公共服務。公務員事務局認

為，在考慮應否發放工作相關津貼時，執行有關職務的次數或所

佔時間仍然是應予考慮的因素。此外，根據我們就薪常會的建議

諮詢中央評議會職方及部門管理層所收集到的意見，如果刪除這

項原則，則究竟某一項簡單的非經常性額外職務應否獲發放工作

                                                 
1 這 些員 工組 織包 括： 第一 標準 薪級 公務 員評 議會 職方 、食 物環 境生 署
管 工職 系工 會、 政府 僱員 團結 工會 、政 府人 員協 會、 政府 第一 標準 薪 級

員工總會、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食物環境生署管理及執法人員協會、

香港食物環境生管理級職員工會，以及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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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津貼，可能會不夠清晰及惹起爭論。有見及此，公務員事務

局決定不應刪除 “相當多時間 ”這項原則，而應將之修訂，使發放
原則既重工作的需要和運作效率，又同時顧及執行有關額外職

務的時間和次數。經修訂的原則如下：  
 

“除非管理層因應工作的需要和運作效率，而需要員工執行

該額外或特殊職務，並認為時間和次數均屬恰當，否則不應

發放工作相關津貼。”  
 
我們已知會薪常會當局的上述修訂。  
 
5 .  按薪常會建議在經修訂的工作相關津貼檢討機制下，所有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包 括 辛 勞 津 貼 )的 發 放 ， 必 須 經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批
准，而公務員事務局在審批時，應確保各部門採取統一標準。上

述建議獲當局採納。就辛勞津貼而言，作為一般指引和考慮到審

計署署長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早前對於公共開支問責性所表達的關

注，公務員事務局認為在工作需要和運作模式許可的情況下，員

工執行有關的厭惡性或危險性職務須佔其不少於一半的日常工作

時間，才可獲發放津貼，是合理的做法。我們在工作相關津貼檢

討的三個階段中審批不同部門的辛勞津貼時，採納同一準則。公

務員事務局會交由部門管理層根據最新的職責說明，評估有關員

工執行的厭惡性或危險性職務會否佔其不少於一半的日常工作時

間。舉例來說，在第三階段檢討中，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建議若某職位須全職執行獲發工作相關津貼的職務 (例如移除屍
體 )，則不論員工每月執行有關職務實際佔用多少時間，該職位都
可領取辛勞津貼。部門認為有關職位執行厭惡性或危險性職務的

實際時間會因應運作需要按月而異，而往往亦並非管理層或有關

人員所能控制。公務員事務局同意部門的意見，因而接納了部門

的建議。  
 
“直接處理厭惡性物品”與“身處厭惡性環境”的區別  
 
6 .  工作相關津貼必須具充分的運作理據才可發放。食環署認為

其轄下可獲發辛勞津貼的職務中，所涉及的辛勞程度有明顯的差

異，主要視乎有關人員是否須直接處理厭惡性物品而定。食環署

認為，若員工有相當多的日常工作時間（即不少於百分之五十的

日常工作時間）須直接處理厭惡性物品（例如撿拾垃圾、清掃地

段、防治蟲鼠、移除屍體、檢拾遺骸等），可獲發放全數津貼。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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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毋須直接處理厭惡性物品，但有相當多的日常工作時間（即

不少於百分之五十的日常工作時間）須身處厭惡性的環境（例如

監督清潔服務、監督防治蟲鼠工作、管理街市等），則獲發放半額

津貼。公務員事務局同意食環署的建議，因為不同的津貼額反映

了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員所面對的不同辛勞程度。我們認為這項建

議符合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當局在考慮應否發放津貼時，應考慮

對公共開支的問責性等各項因素的建議。  
 
停止發放工作相關津貼，讓員工輪流分擔厭惡性職務  
 
7 .  工作相關津貼的其中一項規管原則是：倘各職員須定時花超

過百分之五十的時間，執行獲發給津貼的額外職務，則應檢討該

有關職位，以決定可否將其另編職系、修改有關職位的職責說明、

安排職員輪流處理這些職務，或繼續發給津貼等，以定出何者較

適合及合乎實際需要。因此，部門管理層有責任考慮各種不同方

案中，讓員工輪流分擔厭惡性職務是否可行及切合運作需要。部

門管理層會確保以合理及公平的方式分派職務，並須確保公共服

務的提供不會受到影響。如運作上可行的話，我們也認為讓員工

輪流分擔厭惡性職務，對有關員工是較為公平的做法。  
 
履行職務時所涉及的危險因素  
 
8 .  在進行第三階段檢討時，部門管理層已把履行職務時所涉及

的危險因素考慮在內。辛勞津貼的目的是補償員工因工作環境關

係，可能遭受到相同職系或職級的其他員工一般來說不會遭受到

的身體損傷或殘障。部門管理層在檢討個別津貼時，須評估有關

的運作要求 (例如需要執行執法職務以及可能面對情緒激動的市
民、執行職務時可能面對危及健康的風險等 )是否符合上述的指定
情況，以及符合工作相關津貼的所有規管原則，始行決定是否有

充足的理據發放辛勞津貼。  
 
9 .  我們需要澄清，並非因為某職位需執行執法職務便自動符合

資格領取辛勞津貼。舉例來說，管工職系的薪級表中已將執法職

務考慮在內及予以反映，因此，不存在就同一職務另外發放工作

相關津貼的問題。我們亦要指出，當局非常重視加強員工的職業

安全，並會透過一連串的預防措施，盡量減少員工感染職業病或

在當值時受傷的機會，例如發出適當指引、教育員工和安排培訓、

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例如面罩及手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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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辛勞津貼納入有關職系的底薪的建議  
 
10 .  某些職系 (如管工、一級工人、二級工人 )屬共通職系。共通
職系的公務員即使在不同部門負責不同的工作，仍按職系的同一

薪級表支薪。工作相關津貼是為了補償員工執行在本身職級的薪

級表中未有計及的特殊職務。在考慮應否把辛勞津貼納入有關共

通職系的底薪時，我們不能只顧及一個部門的情況，須考慮的因

素還包括︰屬同一職系但任職不同部門、不同工作崗位的員工是

否須普遍擔任可獲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的額外／特殊職務，以及永

久調整該職系的薪級表是否較發放工作相關津貼更為恰當，後者

的優點在於能因應運作環境及運作要求不時的改變而作出改動，

因而較具彈性。這些事項有待透過職系架構檢討作出適當處理。  
 
11 .  當局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在二零零五年進行薪酬水平調查，
以確定公務員的薪酬是否與私人機構的薪酬大致相若。我們會待

完成薪酬水平調查，並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後，始

行考慮任何有關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例如把辛勞津貼納入

管工、一級和二級工人這些共通職系的底薪的建議。  
 
辛勞津貼與總薪級表脫  
 
12 .  就執行厭惡性職務發放的辛勞津貼的津貼額，過去是參照總
薪級表第 1 點的某個百分比而釐定 (即總薪級表第 1 點的 7 . 6 % )，
該薪點一直是總薪級表的最低薪點，直至二零零零年的入職薪酬

檢討後，為當局引入的總薪級表第 0 點取代。薪常會考慮到當局
可能會更頻密進行入職薪酬檢討，以致總薪級表的最低薪點變得

頗為不穩定，因此，在其第三十八號關於工作相關津貼檢討的報

告書中提出建議，把工作相關津貼的津貼額與總薪級表的任何薪

點脫，改為以固定金額發放。此外，建議工作相關津貼的津貼

額應按公務員低層薪金級別 (即總薪級表第 1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 )
每年的薪酬調整幅度調整。我們在諮詢中央評議會職方及部門管

理層時，並沒有就薪常會這項建議收到任何反對的意見，因此，

當局採納了該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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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釐定和 調整工作相關津貼津貼額的新安排不會對辛勞津貼
的津貼額有任何實質的影響。我們將會參照每年公務員的薪酬調

整幅度調整津貼額，我們並無計劃按照其他方法更改津貼的金額。 
 
減少或停止發放辛勞津貼是否針對初級人員和是否有損員工士氣  
 
14 .  一般而言，只有從事前線工作的員工才可 領取工作相關津
貼 。 我 們 完 全肯 定 前線 員 工 為 社 會提 供 各種 主 要公 共 服務 的 貢

獻。不過，工作相關津貼必須具充分的運作理據，而且符合工作

相關津貼的規管原則，才可發放。若發放津貼的原來理據不再存

在或變得不重要，有關部門有責任立即停止發放有關的工作相關

津貼。進行是次全面檢討的三個階段檢討時，當局均按上述目標

進行，並依循同一套的規管原則。事實上，審計署署長及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均曾促請當局設立機制，定期檢討發放給公務員

的各項津貼 (包括工作相關津貼 )的理據，並須及早廢除那些不合
時宜或在現今環境下不再合適的津貼。如情況有所轉變，致令有

充足的理據向某些職位發放工作相關津貼 (包括辛勞津貼 )，則有
關部門在取得其決策局的支持後，可向公務員事務局提出申請。  
 
減少或停止發放辛勞津貼是否符合《基本法》  
 
15 .  按一貫的安排，如果原先發放工作相關津貼的運作理據不再
存在或變得不重要，則須調低有關的工作相關津貼的津貼額或取

消該津貼額，不論一九九七年之前或之後，當局均採用上述既定

的政策及做法。例如，我們在一九八二年引入一項向操作文字處

理機的打字員發放的額外職務津貼，理據是操作文字處理機所要

求的技巧較電動打字機為高。這項津貼已自一九九二年起停止發

放，原因是文字處理機已成為辦公室的一般設備，並有助執行工

作。根據律政司的意見，停止發放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已發

放 的 任 何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或 調低 這 些 津 貼 的 津 貼 額 ， 符 合《 基 本

法》。我們因此認為毋需因應某些員工組織的要求，將工作相關津

貼第三階段檢討的結果延遲至待終審法院就公務員立法減薪的上

訴作出裁決後，才予以實施。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