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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公務員離職原因  
 

 
註：  (1 )  公務員離職百分比。  

 
圖 2 ―  部分已發展經濟體的公務員

有薪產假及侍產假  
 

地區  產假  侍產假  
英國  39星期  14天  
丹麥  20星期  14天  
新加坡  16星期  14天  
澳洲  16星期  14天  
日本  14星期  7天  
香港  14星期  5天  
南韓  12.9星期  10天  

 

 
圖 3 ―  截至 2019 年 6 月政府物業的

育嬰室分布  
 

 
註：  ( 1 )  超過 7 0 %育嬰室位於機場。  

重點  
 
  政府作為香港的最大僱主，致力提供家庭
友善的工作環境，使公務員可兼顧工作和

家庭。據政府資料顯示，本港在

2017-2018 年度有超過 1 300 名公務員
離職，離職率達 0.8%，高於 2011-2012 年度
的 0.45%。在 2017-2018 年度的離職者
中， 24%表示結婚或家庭是離開公務員
隊伍的主因，較 2011-2012 年度的
15%顯著上升 (圖 1)。這個趨勢或反映部分
公務員更注重與家人共聚。  

 
  公務員家庭友善政策措施，可包括例假和
特別假期，以配合僱員的家庭需要。在

2018 年，政府頒布政策，將女性政府僱員
有薪產假由 10 星期增加至 14 星期，令
香港的水平更接近新加坡和澳洲，但仍

不足英國 39 星期有薪產假的一半 (圖 2)。
與此同時，自 2012 年起，香港合資格
男性政府僱員的有薪侍產假增至 5 天，
這方面雖取得不俗的進展，但仍遜於亞洲

其他經濟體。在英國、丹麥和新加坡

等地，公務員家庭友善政策更包括共享

親職假 (即妻子可將部分產假分予丈夫 )，
但香港並無這種安排。  

 
  對在職公務員母親的支援方面，為便利
母乳餵哺，政府在不少旗下物業均有提供

育嬰室 (如政府合署、醫院、健康院及社區
設施 )，部分亦開放予公眾使用。本港
育嬰室數目雖由 2015 年的 255 間增加至
2019 年的 326 間，但其分布並不平均。
育嬰室傾向集中於市區 (如中西區 )，在
大埔區及北區等地區工作的公務員因而

較少機會享用這些設施 (圖 3 )。儘管如此，
政府表示，超過 75 個政策局及部門已
推行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政策，提供授乳

時段及私人空間，方便在產後餵哺母乳的

僱員擠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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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公務員實施五天工作周的情況 ( 1 )  
 

 
註：  (1 )  不包括在政府學校、司法機構及醫院

管理局等法定機構工作的公務員。  
 
圖 5 ―  2016 年紀律部隊實施五天

工作周的情況  
 

 
 
圖 6 ―  公務員專科診所輪候時間

中位數 (按星期計 ) 
 

 2014-2015 2018-2019 變動  
伊利沙伯醫院  
婦科   24星期   37星期  +13星期  
內科  103星期  105星期   +2星期  
骨科   44星期   43星期   -1星期  
外科   40星期   39星期   -1星期  
威爾斯親王醫院  
婦科   4星期   6星期   +2星期  
內科   6星期   44星期   +38星期  
骨科   3星期   32星期   +29星期  
外科   1星期   4星期   +3星期  
瑪麗醫院     
內科   9星期   7星期   -2星期  
外科   5星期   6星期   +1星期  

 

重點  
 
  政府自 2006 年起實施五天工作周，旨在
提升公務員的家庭生活質素，而不影響

公共服務效率。五天工作周有多種工作

模式，包括固定星期一至五工作或每 7 天
休假兩天。按五天工作周上班的公務員

人數比例，雖由 2010 年的 70%穩步上升
至 2018 年的 75%，但約四分之一公務員
仍未能受惠於這項安排 (圖 4 )。  

 
  未能按五天工作周上班的公務員，主要
負責緊急和必需的公共服務，例如執法和

出入境檢查。因此，部分紀律部隊，例如

香港警務處和入境事務處在 2016 年只有
少於三分之二僱員按五天工作周上班，

當中以懲教署的比例最低，只有

13.9%(圖 5)。近年，懲教署及香港警務處
等部門推出試行計劃，協助更多僱員改以

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截至 2018 年
9 月，該等計劃涉及約 700 名公務員。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亦包括醫療保障。
合資格公務員及其家屬可使用政府門診及

其他醫療服務，但因需求殷切而需長時間

輪候，尤其是專科門診服務。本港設有

3 間專供合資格公務員與家屬使用的專科
診所，例如，在伊利沙伯醫院的診所，

2018-2019 年度內科新症病人須輪候長達
105 星期 (圖 6)。至於威爾斯親王醫院，
內科新症的輪候時間中位數亦由 6 星期
顯著上升至 44 星期。然而，上述輪候
時間仍可能較公眾在同一醫院聯網

(新界東 )的輪候時間為短。在 2019 年，
該聯網內科門診穩定個案的輪候時間

中位數為 83 星期。  
 
 
資料來源： Civil Service Bureau、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及
選定國家政府網頁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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