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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的懷孕僱員，若符合《僱傭條例》 (第 57 章 )下連續性
合約 1 的受僱條件，依例可享有 70 天 (10 星期 )的產假。此外，如
懷孕僱員在產假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滿 40 星期，更可享有法定
有薪產假，其薪酬為每日平均工資的 80%。有薪產假的成本，於
香港全數由僱主負擔，有別於全球設有供款式社會保險計劃的地

方。香港自 1995 年修訂相關法例後，現行有薪產假規定在過往
20 年一直維持不變。 2 
 
1.2 人力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的會議上，討論有
關香港法定產假的規定。資料研究組其後獲邀研究選定地方的有薪

產假法例。基於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4 年的統計數據，本資料摘要
首先概述全球法定產假的發展近況，繼而簡述 8 個選定地方的產假
規定，當中一半選定地方位於亞洲，另一半位於歐洲及北美洲。各

地有薪產假的主要特點，則列表載於附錄 I 及 II。 3 
 
 
  

                                            
1 根據《僱傭條例》，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 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不少
於 18 小時，有關的僱傭合約視為連續性合約。  

2 1970 年，《僱傭條例》首次引入法定產假，當時的產假是沒有薪酬的。 1981 年修訂
相關法例後，規定連續受僱不少於 40 星期的懷孕僱員可享有薪產假，薪酬按其
日薪的三分之二支付。 1995 年，產假的法定支薪比例提高至日薪的五分之四。  

3 該 8 個地方為新加坡、南韓、台灣、日本、英國、瑞典，加拿大及美國。選定這些
地方作研究，是因為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香港大體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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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產假的發展近況  
 
 
2.1 國際勞工組織自 1919 年成立以來，合共通過了 3 個《保護
生育公約》，除了成立當年通過的首項規定以外，並於 1952 年及
2000 年作出若干修訂，主要 "為懷孕婦女及剛分娩婦女提供保障
措施 "。 4 根據最近於 2000 年制訂的《保護生育公約》 (第 183 號
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產假應具備 3 個主要特點，分別是
(a)產假為期最少 14 星期； (b)產假期間的支薪比率，不應低於僱員
原有收入的三分之二；以及 (c)透過供款式社會保險計劃或公帑支付
的有薪產假，相較由僱主全數負擔成本的做法，能為女性僱員提供

更佳的保障。 5 
 
2.2 芸芸 185 個研究地方中，僅得 66 個地方 (36%)曾批核 3 個
生育公約中的 1 個或以上。即使如此，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仍被
認為對尚未批准有關公約的地方具有 "非常廣闊的影響 "。國際勞工
組織曾於 2014 年發表研究報告，探討其 185 個成員 6 的產假規定，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a) 產假期限：報告指出 "全球的產假期限趨向符合或超過
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的 14 星期標準 "。在研究涵蓋的
185 個地方之中，53% (98 個地方 )提供 14 星期或以上
的產假， 32% (60 個地方 )提供 12 至 13 星期的產假，僅
得 15% (27 個地方 )提供少於 12 星期的產假。 7 

 
(b) 產假期間的支薪比率：在支薪比率的研究中，約 178 個
地方的資料可作比較。當中， 87% (154 個地方 )的有薪
產假，是按僱員原有收入的三分之二計算。約 74% 
(132 個地方 )更以原有收入的五分之四計算。 8 

                                            
4 每個《保護生育公約》只訂明會員應推行的基本原則。會員須先向國際勞工組織登

記其批准書，該公約才具有約束力，否則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只作指引用途。  
5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結果，若然僱主負責支付有薪產假的成本，或會導致僱主

不欲聘用、保留或晉升懷孕的員工，或是有家庭責任的婦女。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a)，第 22 頁。  

6 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4 年進行有關研究時，當時共有 185 個會員。 2017 年 1 月，
國際勞工組織共有 187 個會員。  

7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a)，第 9 頁。  
8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a)，附錄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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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薪產假的資金來源：在研究涵蓋的 185 個地方之中，
58% (107 個地方 )透過供款式社會保險計劃支付有薪
產假成本，而 25% (47 個地方 )則是由僱主負責。餘下
的 16% (29 個地方 )，相關成本主要由僱主與社會保險
制度共同分擔。 9 研究結果亦察悉到有薪產假的資金來
源，於過去數十年間逐漸由僱主責任制轉移至集體社會

保險制度。  
 
 
3. 亞洲選定地方的產假  
 
 
3.1 新加坡的產假，於 1968 年按《僱傭法》 (Employment Act)
第 IX 部推行，而產假的期限則自 2008 年起延長至 112 天
(16 星期 )。 10 所有新加坡公民的懷孕僱員，若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
不少於 3 個月，便可享有全薪 (即 100%)產假。成本負擔方面，僱
主雖然負責支付相關僱員的第一及第二名子女的整個產假的薪金，

但 可 向 政 府 申 領 發 還 最 後 8 星 期 的 薪 金 ， 上 限 為 每 4 周

10,000 新加坡元 (56,200 港元 )。 11 至於第三名及其後的子女，政府
發還僱主支付全期 16 星期產假的薪金，而發還款額的上限一如
上述。  
 
3.2  南 韓 的 產 假 ， 於 1953 年 按 《 勞 工 標 準 法 》 (Labor 
Standards Act)第 V 章推行，而產假期限自 2001 年起延長至 90 天
(12.9 星期 )。 12 女性僱員如已為公司服務最少 180 天，便享有全薪
及全期的產假。 13 僱主負責支付產假首 60 天的薪金，而僱傭保險
(Employment Insurance)則負責支付餘下 30 天的薪金，每月上限為
135 萬韓元 (9,045 港元 )。 14 假如最後 30 天的款額上限低於僱員的
實際收入，僱主必須補足有關差額。 15  

                                            
9 在該研究中，僅得 1% 或兩個地方並沒有提供有薪產假。  
10 新加坡的法定產假期限於 1968 年為 56 天，它在 2004 年延長至 84 天，並於

2008 年再增至 112 天。  
11 假如發還款額的上限低於僱員原有收入，僱主可自行選擇支付相關差額。  
12 南韓的法定產假期限於 1953 年為 60 天，其後於 2001 年延長至 90 天。  
13 僱員的工作時間若少於 180 天，獲得支付全薪產假的期限為首 60 天。  
14 南韓的僱傭保險基金 (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由兩部份組成，分別為 (a)失業保險及

(b)就業保障與技能發展保險組成。產假屬於 "失業保險 "類別，相闗保險費用相等於
月薪的 1.3%，由僱主與僱員平均分擔。  

15 在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工作的僱員，其 90 天產假的薪金由僱傭保險支付，每月
上限為 135 萬韓元 (9,045 港元 )，而僱主必須補足有關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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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台 灣 的 現 行 產 假 安 排 ， 是 根 據 1984 年 訂 定 的

《勞動基準法》 (Labor Standards Act)第 50 條推行，產假的期限一直
都維持在 56 天 (8 星期 )。女性僱員如已為公司服務最少 6 個月，便
可享有全薪產假。 16 僱主負責承擔有薪產假的所有成本。  
 
3.4  日 本 的 產 假 ， 於 1947 年 按 《 勞 動 基 準 法 》

(Labor Standards Act)第 VI 章而設立。按現行規定，所有女性僱員的產
假期限均為 98 天 (14 星期 )。僱員如受到僱員健康保險計劃
(Employees' Health Insurance scheme)保障，便可享有有薪產假，相等於
每日收入三分之二的薪酬。 17 換言之，有薪產假的成本，是由
集體社會保險制度承擔。  
 
 
4. 歐洲及北美洲選定地方的產假  
 
 
4.1 英國的產假，於 1975 年根據《僱傭保護法》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設立。現時僱員可享有 364 天 (52 星期 )的產假。 18 若
女性僱員已為僱主工作滿 26 星期，而賺取的收入高於指定門檻 19，

她們便可享有產假期間的法定薪酬。首 6 周的產假薪酬，按其每周
平均收入的 90% 計算；緊接的 33 周，則按標準金額 20 或每周收入
的 90% 計算，以較低者為準。最後的 13 周，則是無薪的。雖然
僱主負責支付有關款項，但他們可向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申領發還 92% 至 103% 的款項。 21  

                                            
16 為公司服務少於 6 個月的台灣女性僱員，在產假期間可享有 50% 的薪酬。  
17 在僱員數目超過 5 人的日本企業全職僱員，以及工作時數不少於全職員工 75% 的
兼職員工，都可享有僱員健康保險。該保險是由僱主和僱員雙方共同供款，各方分

擔一半保費，供款額按僱員月薪的若干百分率計算。僱員健康保險的供款率，日本

各個府縣不一，東京在 2016 年的供款率為 9.96%。  
18 《 1975 年僱傭保護法》 (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1975)，連同其他較早前訂定的勞工
法例，已於 1996 年整合為《僱傭權利法》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 若要符合領取產假薪酬的資格，僱員的每周平均收入須最少相等於最低收入規限。
2016-2017 年度，最低收入規限為每周 112 英鎊 (1,177 港元 )。  

20 2016-2017 年度，標準金額為每周 139.58 英鎊 (1,467 港元 )。  
21 英國僱主就產假薪酬可申請發還的比率，介乎 92% (較大規模的公司 )或 103% (中小
型企業 )。發還款項從僱主向國民保險作出的供款中撥出。 2016-2017 年度，僱主為
僱員支付的國民保險供款額，約為僱員每月薪金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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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自 1974 年以來，瑞典的產假已由親職假取代，藉以推動更

為 性 別 中 立 的 政 策 ， 鼓 勵 父 母 雙 方 共 同 履 行 父 母 職 責 。 22 
2016 年，親職假的期限為 480 天 (68.6 星期 )，當中父母可各自享有
90 天的親職假，餘下的假期則由父母雙方互相協調轉讓。如父母
皆在職，並於子女出生前均各自為其僱主服務滿 240 天，他們的
親 職 假 首 390 天 會 獲 得 約 每 天 收 入 80% 的 薪 酬 ， 並 以 全 年
445,000 瑞典克朗 (382,940 港元 )為上限。餘下的 90 天，則按劃一
的標準金額支薪。 23 瑞典的親職假薪酬，是由供款式社會保險
支付。 24 
 
4.3 加 拿 大 的 產 假 ， 是 於 1971 年 根 據 《 失 業 保 險 法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設立，現時幾近所有省份和地區的產假
期限均為 119 天 (17 星期 )。 25 若女性僱員連續受僱 600 小時，她們
便符合領取有薪產假的資格。17 周產假當中的 15 周，她們的每周
薪 酬 金 額 相 等 於 其 收 入 的 55%， 上 限 為 每 周 543 加 拿 大 元

(3,182 港元 )，餘下的兩周則是無薪的。產假期間的薪金，是由
就業保險計劃 (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支付。 26 
 
4.4 美國是少數沒有法定有薪產假的先進地方。然而，根據

1993 年制定的《家庭醫療休假法》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公共機構的所有僱員，以及僱員人數逾 50 人的私人企業僱員，每
年可以家庭或醫療原因 (包括懷孕 )獲得 12 周的無薪假期。僱員須
在假期開始前的 12 個月內，為有關僱主工作最少 1 250 小時，方
符合無薪假期的資格。   

                                            
22 親職假是提供予父親、母親或父母雙方較長的假期，以便他們照顧嬰孩或幼兒。

2014 年，共有 66 個地方 (主要在先進地方及東歐 )有親職假規定。  
23 截至 2016 年，劃一的標準金額為每天 180 瑞典克朗 (155 港元 )。  
24 瑞典僱主須為僱員支付社會保險。 2017 年，整體保費相等於薪金總額的 31.42%。
社會保險涵蓋健康保險、親職保險、退休金、職業傷害保險及失業保險。  

25 加拿大在 1996 年把《失業保險法》改為《就業保險法》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魁北克省實施獨立的產假法例。  

26 根據加拿大的就業保險計劃，僱員在 2017 年的供款額為每月薪金的 1.63%，而
僱主供款額為僱員保費的 1.4 倍。而僱員及僱主的每年保費供款上限，於 2017 年
分別為 836 加拿大元 (4,899 港元 )及 1,171 加拿大元 (6,862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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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察所得  
 
 
5.1 上述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報告顯示，全球的法定產假不論

在期限及薪酬比率，皆呈現頗大差異。具體而言，香港的法定產假

為期 10 星期，較大部份上述研究涵蓋的 185 個地方為短。不過，
香港產假的法定薪酬比率為日薪的 80%，則與大部份地方的相關規
定大體一致。資金來源方面，香港採取的是僱主責任制，與上述

研究中過半地方施行的供款式社會保險制度，形成對比。  
 
5.2 2016 年 5 月，政府向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產假福利的文
件，供委員討論。政府在文件中表示，現行產假福利已在 "僱主及
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至於有關進一步改善懷孕僱員產
假福利的建議，政府需要考慮 "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以及各界
對建議是否有廣泛的共識 "。 27 
 
 
 

                                            
27 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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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亞洲選定地方的法定產假的主要特點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日本  

1. 2015 年女性

勞動人口的

數目  

 160 萬  
(45.0%)。 28 

 100 萬  
(45.5%)。  

 1 150 萬  
(42.5%)。  

 510 萬  
(44.2%)。  

 2 840 萬  
(43.1%)。  

2.  產假法例   於 1970 年根據
《僱傭條例》

(第 57 章 )
推行。  

 於 1968 年根據
《僱傭法》

第 IX 部推行。  

 於 1953 年根據
《勞工標準法》

第 V 章推行。  

 於 1984 年根據
《勞動基準法》

第 50 條推行。  

 於 1947 年根據
《勞動基準

法》第 VI 章
推行。  

3.  對上一次作

出主要法例

修訂  

 1995 年 7 月。 29  2008 年 8 月。 30  2001 年 11 月。 31  2016 年 8 月。 32  2007 年 4 月。 33 

 
  

                                            
28 括號內的數字顯示女性在整體勞動人口所佔的比例。該等數字並不包括香港境內的外籍家庭傭工及新加坡的非居民。  
29 香港的最近修訂，於 1995 年進行，內容包括把產假支薪的比率由僱員工資的三分之二提高至五分之四。  
30 新加坡的最近修訂，於 2008 年進行，內容包括把有薪產假的期限由 84 天增加至 112 天。  
31 南韓的最近修訂，於 2001 年進行，內容包括以 90 天有薪產假取代 60 天無薪產假。  
32 台灣的最近修訂，於 2016 年進行，就產假安排的涵蓋範圍由全職員工擴大至兼職員工。  
33 日本的最近修訂，於 2007 年進行，把產假支薪比率由僱員工資的 60% 提高至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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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續 ) 
 

亞洲選定地方的法定產假的主要特點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日本  

4. 領取資格   所有根據連續性
合約受僱的女性

僱員均可享有產

假。但只有已根

據連續性合約受

僱不少於 40 周的
僱員，才可享有

有薪產假。  

 所有連續受僱
不少於 3 個月
的女性僱員，

均可享有有薪

產假，包括

自僱人士。 34 

 所有女性僱員
均可享有

產假，但獲得

支薪的期限則

隨服務時間長

短而有別。 35 

 所有連續受僱
不少於 6 個月
的女性僱員，

均可享有有薪

產假。  

 所有女性僱員，
均可享有產假。

但只有獲僱員健

康保險制度

(Employees' Health 
Insurance system)保
障的僱員，才享

有有薪產假。 36 

5.  產假的法定

期限  
 70 天  

(10 星期 )。 37 
 112 天  

(16 星期 )。 38 
 90 天  

(12.9 星期 )。 39 
 56 天  

(8 星期 )。 40 
 98 天  

(14 星期 )。 41 

  

                                            
34 新加坡的自僱人士，若連續從事相關工作不少於 3 個月，便可享有有薪產假，相關成本由政府支付。  
35 南韓的女性僱員，如已為公司服務不少於 180 天，便可在全期 90 天的產假期間領取薪酬。若服務未滿 180 天，僱員只可領取首 60 天產假
的薪酬。  

36 請參閱註腳 17。  
37 預設的產假安排是分娩前 4 周及分娩後 6 周。  
38 預設的產假安排是分娩前 4 周及分娩後 12 周。  
39 沒有預設安排，但分娩後最少要放 45 天強制產假。  
40 沒有預設安排，但通常在分娩前和後分別有 4 周產假。  
41 預設的產假安排是分娩前 6 周及分娩後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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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續 ) 
 

亞洲選定地方的法定產假的主要特點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日本  

6. 法定的產假

薪酬  
 整個產假期間
支取月薪的

80%。  

 整個產假期間支
取全薪，但最後

56 天設有金額
上限。 42 

 整個產假期間支
取全薪。 43 

 連續服務不少於
6 個月的僱員，
整個產假期間支

取全薪。 44 

 沒有法定比率，
但根據僱員健康

保險制度，通常

約為月薪的三分

之二。  

7.  產假的成本

負擔  
 成本全數由
僱主負擔。  

 第一及第二名子
女的產假成本由

僱主與政府分

擔，第三名及其

後子女的產假成

本全數由政府

負擔。  

 首 60 天的成本
由僱主負擔，其

餘 30 天的成本
則由僱傭保險基

金資助。 45 

 成本全數由僱主
負擔。  

 成本由僱員健康
保險制度支付。 46 

 
  

                                            
42 新加坡的《兒童發展共同儲蓄法》 (Child Development Co-Savings Act)第  I I I  部，設立政府支薪產假計劃 (Government-Paid Maternity Leave scheme)，規定
僱主須就懷孕僱員的第一及第二名子女支付 16 周的產假薪酬，而政府則就最後 8 周的薪酬向僱主發還款項。政府現時發還款額的上限為
每 4 周 10,000 新加坡元 (56,200 港元 )。至於第三名及其後的子女，政府會發還僱主就整個 16 周有薪產假所支付的薪金，每 4 周的款額
上限維持不變。假如發還款額的上限低於僱員原有收入，僱主可自願選擇自行補足有關的差額。  

43 南韓的僱主負責產假的首 60 天支付全薪，而僱傭保險則負責支付餘下 30 天的薪酬。現時，僱傭保險規定該 30 天的產假薪酬最高金額為
135 萬韓元 (9,045 港元 )。假如這 30 天的款額上限和僱員原有收入出現差額，僱主須補足有關的差額。  

44 服務時間少於 6 個月的台灣女性僱員，在產假期間可享有 50% 的薪酬。  
45 請參閱註腳 14。  
46 請參閱註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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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歐洲及北美洲選定地方的法定產假的主要特點  
 

  英國  瑞典  加拿大  美國  

1. 2015 年女性勞

動人口的數目  
 1 540 萬  

(46.7%)。  
 240 萬  

(47.9%)。  
 910 萬  

(47.2%)。  
 7 350 萬  

(46.8%)。  

2.  產假法例   於 1975 年根據
《僱傭保護法》

推行。 47 

 於 1974 年根據
《親職假法》

(Parental Leave Act)
推行。 48 

 於 1971 年根據
《失業保險法》

推行。 49 

 沒有就產假特別訂定相
關法例。  

 根據於 1993 年通過的
《家庭醫療休假法》，

部份僱員每年可因家庭

和醫療原因 (包括懷孕 )
而享有 12 周的無薪
假期。  

3.  對上一次作出主

要法例修訂  
 2007 年 4 月。 50  2002 年 1 月。 51  2011 年 1 月。 52 

4.  領取資格   所有女性僱員均
符合資格享有產

假，但只有連續

受僱最少 26 周的
僱員才符合資格

享有有薪假期。 53

 女性僱員若為
同一僱主工作滿

240 天，便可享
有有薪親職假。  

 所有女性僱員均符合
資格享有產假，但

只有連續受僱最少

600 小時的僱員才
符合資格享有有薪

假期。  

  
                                            
47 英國的《僱傭保護法》，連同其他較早前訂定的勞工法例，已於 1996 年整合為《僱傭權利法》。現行的產假條款訂定於《僱傭權利法》

(第 VI I I 章 )。  
48 在 1974 年通過《親職假法》以前，女性僱員是根據《 1962 年社會保險法規》 (1962 Social Insurance Code)享有 180 天有薪產假。  
49 請參閱註腳 25。  
50 英國的主要修訂，包括在 2007 年把有薪產假期限由 26 周延長至 39 周。  
51 瑞典的主要修訂，包括在 2002 年把親職假期限由 450 天延長至 480 天。  
52 加拿大的主要修訂，包括在 2011 年容許自願參加就業保險計劃的合資格自僱人士享有產假福利。就自僱人士而言，她們可享有每周平均
收入的 55% 的薪酬，支薪上限為 15 周。  

53 2016-2017 年度，僱員如要符合資格領取分娩薪酬，她們需要每周最少賺取 112 英鎊 (1,177 港元 )。不合資格的僱員可申請分娩津貼，分娩
津貼是由政府支付的社會保障福利。在 2016-2017 年度，每周分娩津貼為 139.58 英鎊 (1,467 港元 )，最多只可領取津貼 3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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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續 ) 
 

歐洲及北美洲選定地方的法定產假的主要特點  
 

  英國  瑞典  加拿大  美國  

5. 產假的法定

期限  
 364 天  

(52 周 )。 54 
 480 天  

(68.6 周 )。 55 
 119 天  

(17 周 )。  
 不適用。  

6.  法定的產假

薪酬  
 產假首 6 周，按每周平均
收入的 90% 支薪。  

 緊接的 33 周，按標準
金額或每周收入的 90%
支薪，以較低者為準。 56 

 最後的 13 周，無薪。  

 親職假首 390 天按每天
收入的 80% 支薪，並設
有上限。 57 

 餘下的 90 天則按劃一的
標準金額 180 瑞典克朗
(155 港元 )支薪。  

 兩周是無薪的。  
 另外的 15 周則按
僱員收入的

55% 支薪，上限為
每周 543 加拿大元
(3,182 港元 )。  

7.  產假的成本

負擔  
 主要由國民保險支付。 58  由社會保險署 (Social 

Insurance Agency)支付。 59 
 由就業保險計劃
支付。 60 

 
 

                                            
54 包括首 26 周普通產假及餘下的 26 周額外產假，視乎申請人需要。僱員在放取首 26 周的普通產假後，有權按原本的聘用條款及條件返回
工作崗位。  

55 480 天的親職假當中，在職父母每人可各自享有 90 天假期，而餘下的假期則可由父母雙方互相轉讓。  
56 2016-2017 年度，每周標準金額為 139.58 英鎊 (1,467 港元 )。  
57 2016 年，計算親職假薪酬的上限為全度收入 445,000 瑞典克朗 (382,940 港元 )。  
58 僱主可從國民保險中僱主供款部份申領發還 92% 或 103% 的支薪款項。 2016-2017 年度，僱主向國民保險供款的比率為僱員每月薪金的

13.8%，請參閱註腳 21。  
59 瑞典的僱主，須代僱員支付社會保險費， 2017 年的整體保費是相等於薪金總額的 31.42%。  
60 加拿大的僱員，在失業、疾病及產假方面受到就業保險保障。 2017 年，僱員按每月薪金 1.63% 的比率支付保費，全年所支付的上限為

836 加拿大元 (4,899 港元 )，而僱主需要支付的保費是僱員所支付保費的 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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