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年 7 月 31 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  
 

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進展  
 

 
引言  
 
 本文件向委員簡報標準工時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

工作進展及其工作計劃。  
 
 
背景  
 
2. 行政長官於 2013 年 4 月成立標準工時委員會，委任梁智

鴻醫生出任委員會主席。委員會成員包括 23 位來自勞工界、工

商界、學術界、社會各界和政府的人士。委員當中，12 位是現

任勞工顧問委員會（下稱「勞顧會」）的委員，他們是以勞顧會

委員身分成為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其餘 11 位委員，分別各一位

來自勞工界及工商界，以及分別各三位來自學術界、社會各界

及政府。  
 
3. 委員會的任期為三年，職責包括：(i)跟進政府的標準工時

政策研究，並按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研究得出的主要課題； (ii)
促進公眾對標準工時及其他有關議題的認識，包括僱員超時工

作的情況及安排；讓市民知情地參與有關議題的討論；和收集

相關人士的意見；以及 (iii)向行政長官匯報及就處理本港工時情

況提供意見，包括應否考慮制定法定標準工時制度或其他方

案。委員會已分別在 2013 年 5 月 7 日及 2013 年 7 月 24 日舉行

首次及第二次會議，充分討論委員會的工作方向，並通過其工

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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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向及時間表  
 
4. 標準工時是極之複雜和具高度爭議性的課題，對勞工市

場、人力需求、僱傭關係、工作文化、營商環境、經濟發展以

及企業競爭力等不同方面皆影響廣泛及深遠；不同行業的僱主

和僱員及整體社會對這個議題亦意見紛紜。為推進社會各界就

各工時議題進行深入、知情及客觀的討論 1，共同探討及找出切

合本港需要的方案，委員會同意從四個範疇進行相關工作，包

括：  (a) 加深社會認識； (b)收集相關資料，包括收集工時統計

數據，以及進一步研究其他地方的工時制度； (c)根據「一籃子

考慮因素」進行以數據為依歸的討論；以及 (d)推動公眾參與及

促進社會各界就不同方案建立共識。下文第 5 至 17 段闡述這四

項工作範疇的內容，而相關的詳情及時間表載列於附件。  
 
(a) 加深社會認識  
 
5. 加深社會各界對工時制度基本概念的認識（例如：標準工

時與最高工時的分别、工時制度的不同目的等），以及工時規

管對僱員工資水平及工時、勞工市場的靈活性、整體經濟競爭

力等可能帶來的影響，有助推動知情及客觀的討論。委員會同

意進行以下的公眾教育及推廣活動：   
 

(i) 專題網頁  — 委員會透過開設網頁，發放有關工時

制度的主要資訊，例如：工時制度的設計、工時政

策可能帶來的影響，以及有關委員會工作的資料（如

新聞稿、委員會討論要點等）。網頁內會加設問答

遊戲，以提高巿民認識工時議題的興趣。  
 

(ii) 電視推廣節目  — 委員會會聘請電視台製作及播放

一系列推廣節目，加深公眾對工時議題的認識。製

作的節目並會安排在簡報會、諮詢會及其他渠道播

放，讓巿民掌握工時制度的梗概。  
 

                                                 
1 政府早前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指出，社會應作深入及客觀討論的課題包

括： (i)本港工時政策的目的為何； ( i i)政策如何影響勞工市場靈活性與香港

競爭力； ( i i i )兼職和零散化就業可能因工時政策而增加； ( iv)對商界整體（特

別是中小企）遵行法定標準工時的承擔能力； (v)工時制度應適用於全部行

業，或是只適用於某些工時特長的行業或工種；及 (vi)立法是否最佳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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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巡迴展覽  — 委員會會在人流多的地點（如港鐵車

站、商場或社區中心等）舉辦巡迴展覽，以展板簡

介《報告》的主要內容，以推廣工時制度的訊息。  
 

(iv) 小冊子  — 委員會會利用不同途徑，例如：民政事

務處諮詢服務中心、公共圖書館及勞工處辦事處

等，廣泛派發標準工時政策研究的小冊子，方便巿

民取得有關資訊。  
 
(b) 收集相關資料  
 
6. 由於工時議題的複雜及爭議性，委員會認同採納以數據為

依歸的基礎進行客觀及持平的討論。有關工時統計數據，委員

會會參考政府統計處（下稱「統計處」）定期進行的「收入及

工時按年統計調查」及委託研究顧問進行專題工時統計調查（下

稱「專題工時調查」），以收集更詳盡的工時模式統計數據。

可參考及考慮收集的數據及資料包括：   
 

(i)  合約工時：僱員每天合約工時及其工資水平、所屬

職業及行業特徵等；  
 

(ii) 有償超時工作情況：以薪金或補假作償的超時工作

時數、補償安排、超時工資率、有關僱員的工資水

平、所屬職業及行業特徵等；  
 

(iii) 無償超時工作情況：無償超時工作的時數、相關工

作由僱員抑或僱主安排、超時工作的補償是否已納

入僱員的薪酬待遇或聘用條款、有關僱員的工資水

平、所屬職業及行業特徵等；  
 

(iv) 其他有關工時安排的情況：包括合約工時和超時工

作模式（固定或浮動、季節性因素）、超時工作原

因、候召時間／候命時間／用膳時間和休息時段的

安排及工資計算方法等；  

 
(v)  對目前工時安排的意見：包括是否願意超時工作、

對總工作時數／合約工時和超時工作補償／休息時

間等的意見、有關僱員的工資水平／所屬職業及行

業特徵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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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對工時政策的意見：工時政策應以何作目的、標準

工時及╱或最高工時對工時及工資水平可能帶來的

影響、工作會否零散化、僱主應對工時政策可能採

取的措施等。  
 
7. 委員會將委託研究顧問進行專題工時調查，並成立「工時

研究小組」擬定調查的範圍、樣本設計及問卷具體內容以供委

員會大會考慮，相關政府部門（包括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統計處及勞工處）會提供技術支援。專題工時調查預計可於 2013
年內完成聘請研究顧問的招標工作，最快於 2014 年第三季提供

初步數據予「工時研究小組」討論。  
 
8. 在準備早前的標準工時研究報告過程中，勞工處對 12 個

選定的經濟體系 2實施工時制度的經驗作出研究。搜集更多相關

的外地經驗可能有助委員會更全面考慮適合本港的工時制度方

案。  
 
9. 委員會秘書處會繼續透過互聯網及相關刊物等途徑進行

研究及更新選定的經濟體系的工時資料。除此以外，委員會或

考慮選擇一些適合的經濟體系，實地考察其制訂和實施工時制

度的經驗、執行情況、最新發展，以及與相關機構及組織交流

意見。  
 
(c) 根據「一籃子考慮因素」進行以數據為依歸的討論  
 
10. 由於工時政策涉及一系列複雜議題，並會在就業、經濟及

社會等不同層面帶來深遠影響，除進行專題工時調查外，委員

會同意擬定「一籃子考慮因素」，以分析工時政策對各行各業

的僱員、僱主，以至整體經濟情況、勞工市場、營商環境、長

遠經濟可持續發展及競爭力等不同範疇的影響。  
 
11. 初步來說，有關的分析目標在根據客觀數據量度及評估按

不同工時政策目的而建議的方案所帶來的可能影響，例如：在

微觀層面，主要的考慮因素包括實施不同工時政策方案後僱員

                                                 
2 這 12 個經濟體系包括新加坡、大韓民國、日本、內地、澳門、台灣、澳洲、

歐洲聯盟（指整個歐洲聯盟，當中以英國和比利時為主要參考對象）、美國

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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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和收入的變化，以至可能出現的失業風險。在企業層面，

討論會着重於不同行業對工時政策的承受能力，以及規管工時

後對企業營運模式的影響。在宏觀經濟層面，可考慮的因素包

括工時政策對香港長遠勞工供求和經濟發展，以至競爭力等的

影響。在社會層面，社會和諧、勞資關係、家庭生活、生活質

素、職業安全和健康等因素雖然未必可就工時制度提供直接的

量化分析，但仍可被考慮納入「一籃子考慮因素」之列，以求

更全面並有系統地分析不同工時政策的利弊。  
 
12. 委員會會透過「工時研究小組」，擬定「一籃子考慮因素」

的涵蓋範圍及內容。同時，委員會將邀請統計處和經濟分析及

方便營商處就委員會初步擬定的工時政策方案進行影響評估，

並納入「一籃子考慮因素」中相關數據一併分析。「工時研究

小組」亦會討論影響評估的範圍、方法以及需採用的參數。  
 
(d) 推動公眾參與和建立社會共識  
 
13. 由於工時政策涉及廣泛層面，不同行業的僱主及僱員對應

否推行法定標準工時有很大分歧，委員會會推動公眾積極參與

相關討論，從而建立共識，找出未來路向。  
 
14. 委員會計劃進行兩階段的公眾參與和諮詢：即首輪諮詢在

沒有具體意見下收集公眾對工時政策的意見；次輪諮詢則會就

不同方案進行公眾諮詢。  
 
15. 配合加深社會認識的措施進度，委員會計劃在 2014 年第

一至第二季期間在行業、職業或地區層面進行首輪公眾諮詢。

同時，委員會將透過諮詢會，講解及討論工時政策的主要範疇，

包括 (i)政策目的、 (ii)制度設計、 (iii)豁免安排、 (iv)彈性安排和

(v)行政措施等，以探討及擬定可進一步考慮的不同方案。  
 
16. 在聽取公眾和相關組織對工時政策的意見，以及參考最新

工時數據後，委員會會考慮是否需要編制諮詢文件，歸納已收

到的公眾意見、相關的工時數據以及不同方案，作為委員會進

一步探討及在 2015 年首季進行第二輪公眾諮詢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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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協助籌辦公眾諮詢及整理收集的資料，委員會會聘請顧

問公司，聯同學術機構提供所需支援。委員會亦會成立「工時

諮詢小組」，擬定公眾諮詢的形式及相關安排供委員會考慮。  
 
 
未來路向  
 
18. 委員會正按其職責範圍及工作計劃，開展及推動有關工

作。委員會轄下的「工時諮詢小組」和「工時研究小組」將積

極展開工作，定時向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展，亦會盡力爭取在 2014
年底就上述工作，向委員會提交小組的報告。在參考詳盡的工

時統計數據、有關的「一籃子考慮因素」、不同工時政策方案的

影響評估分析、兩輪諮詢所收集的意見，以及海外經驗後，委

員會會就適合本港情況和未來發展的工時政策提出建議方向以

便草擬報告，並經委員會討論後向政府提交獲委員會通過的報

告。  
 
 
備悉文件  
 
1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勞工及褔利局  
勞工處  
2013 年 7 月  



 

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工作時間表 

 

 委員會工作  加深社會認識  收集相關資料   「一籃子  

考慮因素」  

公眾參與和  
建立社會共識  

2013 年  
第二季  
 

 成立標準工時委員

會（4 月 9 日）。  
 成立標準工時委員

會秘書處。  
 物色標準工時委員

會的會議室及辦公

室。  
 於首次標準工時委

員會會議訂定內務

操作安排，並就未來

工作方向交換意見

（5 月 7 日）。  
 擬訂標準工時委員

會的工作計劃。  
 

    

2013 年  
第三季  
 

 討論及通過工作計

劃。  
 討論成立工作小組。

 討論首輪公眾諮詢

的形式及內容。  
 討論及落實工時統

計調查的內容及數

 籌備公眾教育及

推廣活動包括︰

專題網頁、製作電

視推廣節目、舉辦

巡迴展覽及派發

小冊子。  

 成立「工時研究小

組」 （「 研究小

組」），就工時統

計調查的內容及

數據收集方法提

供意見。  
 籌備首輪考察。  

 「研究小組」就訂

定工時制度方案

時可考慮的「一籃

子考慮因素」提出

初步建議。  
 
 

 成立「工時諮詢小

組」 （「 諮詢小

組」），擬定首輪

諮詢的形式及內

容。  
 「諮詢小組」就聘

請顧問公司協助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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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工作  加深社會認識  收集相關資料   「一籃子  

考慮因素」  

公眾參與和  
建立社會共識  

據收集方法。  
 

 透過互聯網及相

關刊物等途徑進

行研究，更新有關

經濟體系的工時

資料。  
 

進行公眾諮詢提

供意見。  
 

2013 年  
第四季  
 
 

 落實首輪公眾諮詢

的形式及內容。  
 

 推出標準工時委

員會網頁。  
 製作電視節目以

提升公眾對工時

議題的認識。  
 開展巡迴展覽。  
 廣泛派發標準工

時政策研究的小

冊子。  
 

 就聘請研究顧問

進行專題工時統

計調查的招標工

作。  
 首輪海外考察（待

定）。  
 

 「研究小組」落實

「一籃子考慮因

素」的涵蓋範圍。

 
 

 就聘請顧問公司

協助籌辦首輪公

眾諮詢進行招標。 
 

2014 年  
 

 討論如在本港實施

工時制度時應採用

的「政策目的」、「制

度設計」、「豁免安

排」、「彈性安排」

及「行政措施」等。

 討論「一籃子考慮因

素」的建議涵蓋範圍

及所需數據。  

 播放電視節目以

加深公眾對工時

議題的認識。  
 繼續巡迴展覽及

廣泛派發小冊子

等措施。  
 

 籌備次輪海外考

察。  
 研究顧問進行專

題工時統計調查

的數據收集工作。

 次輪海外考察（待

定）。  
 研究顧問完成收

集專題工時統計

 匯集及分析「一籃

子考慮因素」所需

的數據。  
 「 研究小組」 就

「一籃子考慮因

素」內的影響評估

範圍及方法提出

初步建議。  
 「研究小組」討論

 顧問公司籌辦首

輪公眾諮詢。  
 在行業、職業或地

區層面進行首輪

公眾諮詢。  
 「諮詢小組」就次

輪公眾諮詢的形

式及內容提出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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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工作  加深社會認識  收集相關資料   「一籃子  

考慮因素」  

公眾參與和  
建立社會共識  

 匯報及討論首輪公

眾諮詢收集的意見。

 委員會討論專題工

時統計調查的初步

數據。  
 初步討論如在本港

實施工時制度時可

考 慮 的 一 系 列 方

案，以便「研究小

組」開展影響評估

的相關工作。  
 簡介及討論考察其

他地方所得的經驗

及觀察。  
 討論及落實次輪公

眾諮詢的形式及內

容，包括是否需要編

制諮詢文件。  
 委員會討論「一籃子

考慮因素」的初步分

析，包括初步影響評

估結果，以便進一步

擬定不同的方案，作

為進行次輪公眾諮

詢的基礎。  

調查的數據。  
 繼續透過互聯網

及相關刊物等途

徑進行研究，更新

有關經濟體系的

工時資料。  
 研究顧問提交專

題工時統計調查

的數據。  
 整合統計處及研

究顧問完成的工

時統計調查的數

據。  

專題工時統計調

查的初步數據。  
 「研究小組」落實

「一籃子考慮因

素」內的影響評估

範圍、方法及需採

用的參數。  
 根據工時統計數

據，就不同工時政

策方案進行初步

影響評估。  
  「研究小組」討論

初步影響評估結

果。  

 就聘請顧問公司

協助籌辦次輪公

眾諮詢進行招標。 
 顧問公司籌辦次

輪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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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工作  加深社會認識  收集相關資料   「一籃子  

考慮因素」  

公眾參與和  
建立社會共識  

 接受並考慮兩個工

作小組的報告。  
 

2015 年

至  
2016 年  
第一季  
 

 繼續討論「一籃子考

慮因素」。  
 討論及落實委員會

報告的內容框架。  
 匯報「一籃子考慮因

素」的最新數據和影

響評估結果。  
 匯報及討論次輪公

眾諮詢所收集的意

見。  
 就適合本港的工時

政策提出初步建議

方向。  
 草擬委員會報告。  
 委員會討論委員會

報告擬稿。  
 向政府提交委員會

通過的報告。  
 

   納入統計處 2014
年「收入及工時按

年統計調查」的最

新 工 時 統 計 數

據，並更新影響評

估的量化分析。  
 

 進行次輪公眾諮

詢，就不同方案諮

詢公眾意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