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2 月 23 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檢討《僱員補償條例》及  
《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的補償金額  

 
 
 

目的  
 
 當局會每兩年檢討《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
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1 （下稱《肺塵病條例》）
（香港法例第 360 章）（在 2008 年 4 月 18 日前稱為《肺塵埃沉
着病（補償）條例》）所規定的補償金額一次。本文件旨在就按

照有關檢討結果而增加《僱員補償條例》下五項補償金額的建議，

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僱員補償條例》旨在為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或患上

職業病而受傷或死亡的僱員及其家庭成員提供補償。《肺塵病條

例》則是向因患上肺塵埃沉着病（肺塵病）及 /或間皮瘤以致喪失
工作能力或死亡的人士及其家庭成員提供補償。  
 
3. 按一貫做法，《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條例》所規定

的補償金額，是每兩年檢討一次的。一般而言，如果要作出調整，

調整的幅度是參照期間用以反映工資變動的名義工資指數，以及

反映物價變動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中一些補償項目，例如用

以計算補償的每月最低收入，則是參照其他相關的因素而作出調

整。  
 

                                                 
1 自 2008 年 4 月 18 日起，《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的名稱修改為《肺塵埃
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以配合條例的保障範圍擴闊至包括癌症間皮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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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8 年前，香港經濟迅速增長，《僱員補償條例》及《肺
塵病條例》下的補償金額均一直按照檢討期間各個相關指標的升

幅向上調整。自 1998 年以後，香港經歷了長時期的通縮及工資負
增長。除了下列殯殮費及醫療費的最高限額外，該兩條條例下的

補償金額一直維持不變  －  
 
(a) 由於當局制定《 2000 年僱員補償 (修訂 )(第 2 號 )條

例》，以改善處理致命工傷個案補償申索的機制，《僱

員補償條例》所規定的殯殮費最高金額已自 2000 年
8 月 1 日起，由 16,000 元增至 35,000 元。為了使兩條
條例的同一補償項目的金額保持一致，《肺塵病條例》

所規定的殯殮費最高金額亦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提高
至 35,000 元。  

 
(b) 兩條條例下的醫療費的每天最高款額，因應公營醫療

服務收費結構的改變，自 2003 年 4 月 4 日起調高：住
院或門診治療的每天最高限額為 200 元，而同日接受
住院及門診治療的每天最高限額則為 280 元。  

 

5. 在過去四次涵蓋 1999 年至 2006 年的檢討中，名義工資指
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不是都錄得負增長，就是在檢討期間所錄

得的增長並不足以抵銷自對上一次於 1998年調整補償金額以來的
累積減幅。其他與補償項目相關的費用則減少或保持不變。假如

根據該等變動而調整《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條例》的補償

金額的話，各個補償項目的金額均須下調。  
 
6. 在討論有關的檢討結果時，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勞顧會 )
委員發揮互諒互讓的精神，同意將《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病

條例》下的各項補償款額維持在當時水平，以免影響受傷僱員及

肺塵病患者的利益。委員並建議在工資或物價的累積減幅未被將

來的增幅抵銷前，這兩條條例的補償金額不應向上調整。有鑑於

勞顧會委員達致的共識，《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病條例》的

補償金額維持不變。  
 
7. 按着既定的機制，我們就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的工資及
物價指數變動及其他的相關因素作出了檢討。下文將闡述有關檢

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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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08 年的檢討結果  
 
根據工資變動而調整的補償項目  
 
8. 以下各項《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補償金額，通常是按照名

義工資指數所反映的工資變動而作出調整的  －  
 

(a) 每月收入的上限，這收入上限是用以計算死亡及永久完全
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  

(b) 死亡的最低補償金額；  

(c) 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最低補償金額；  

(d) 給予需要別人照顧的僱員的補償金額；以及  

(e) 過期支付補償的最低附加費。  
 

9.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名義工資指數在 2007 年增加了
2.4%，並在 2008 年再增加 3.2%。因此，在今次檢討期間的工資
變動是+5.68%。有關增幅已抵銷了自對上一次於 1998 年調整補償
金額以來至 2006 年期間所累積的 3.15%減幅。參照自 1998 年至
2008 年的工資變動，名義工資指數的累積變動為+2.34%。  
 

根據物價變動而調整的補償項目  
 
10. 以下項目的補償金額，通常是按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所反

映的物價變動而作出調整的  －  
 

(a) 《僱員補償條例》下有關供應及裝配義製人體器官及外科
器具的最高費用；  

(b) 《僱員補償條例》下有關維修及更換義製人體器官及外科
器具的最高費用；  

(c) 《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條例》下的殯殮費的上限； 

(d) 《肺塵病條例》下就疼痛、痛苦與喪失生活樂趣的補償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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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肺塵病條例》下就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金額 2；  

(f) 《肺塵病條例》下死亡補償的最低金額 3。  
 

11.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07 年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了 1.3%，而 2008 年的指數再上升 3.6%。因此，今次檢討期間的
物價變動為+4.95%。然而，有關增幅仍未能抵銷自對上一次於 1998
年調整補償金額以來至 2006 年期間所累積的 11.27%減幅。參照自
1998 年至 2008 年的物價變動，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累積變動為
-6.88%。  
 

根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所提供的福利而調整的補償項目  
 
12. 《僱員補償條例》第 11(5)條規定，如僱員所賺取的收入
少於條例訂明的金額，在計算補償時，他的每月收入將被視為該

訂明的金額。這個現時為 3,490 元的最低金額，是在 1998 年參照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稱綜援計劃）下單身成人的綜援標準

金額和其他津貼（即租金津貼、水費津貼及長期補助金）而釐定

的。  
 
13. 鑑於政府在用以釐定綜援金額時作參考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物價指數出現負增長，綜援計劃下的相同福利項目的金額在

2003 年 6 月 1 日由 3,490 元下調至 3,009 元。此後，有關金額經過
數次上調，已於 2008 年 8 月 1 日增加至 3,165 元。若我們採納綜
援計劃下的相關金額作出調整，《僱員補償條例》下的每月最低

收入金額將要相應調整至 3,165 元，這較現時 3,490 元的水平仍低
9.31%。  
 

根據支付予外籍家庭傭工的每月工資和膳食津貼而調整的補償項目  
 
14. 《肺塵病條例》第 11 條規定，假如肺塵病及 /或間皮瘤患
者無他人護理及照顧便不能進行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他便可獲

支付護理及照顧方面的補償。現時這項補償是以每月形式支付，

                                                 
2  如肺塵病及／或間皮瘤的患者在過世時，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仍未曾

發出供申領補償的證明書，則該人遺下的家庭成員可領取親屬喪亡之痛的補

償。  
3 根據《肺塵病條例》，死亡補償的最低金額是與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金額掛鈎。

因此，死亡補償的最低金額會自動隨親屬喪亡之痛的補償金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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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 4,160 元。該金額的水平，是對上一次於 1998 年進行調整
時，參照當時支付予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每月工資及膳食津貼而

釐定的。值得留意的是，領取這款項的人士並非必須要聘用外籍

家庭傭工的。  
 
15. 外籍家庭傭工的每月最低工資自 1998 年至 2008 年期間已
先後作出了六次調整（兩次下調和四次上調）。在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聘請外籍家庭傭工每月的開支為 3,880 元，這金額較現時
4,160 元的水平低 6.73%。  
 

根據公營醫院或診所醫治費用而調整的補償項目  
 
16.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病條例》，申索人如因工

傷或肺塵病及 /或間皮瘤而接受醫治，可獲發還實際已支付的醫療
費，但以不超過每日最高款額為限。這個最高款額，是按每天在

公營醫院或診所求診、注射、敷料、接受物理治療和住院的費用

而釐定的。  
 
17. 該兩條條例下的醫療費的每日最高款額，對上一次是於

2003 年 4 月 4 日作出調整，以配合 2003 年公營醫療服務收費結構
的改變。在檢討期間，這個收費水平並沒有改變。  
 
 
觀察  
 
18. 從上文第 9 及 11 段看到，反映工資及物價變動的名義工
資指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在 2007 年至 2008 年期間分別上升
了 5.68%和 4.95%。在抵銷自對上一次於 1998 年調整補償金額以
來工資及物價的累積變動後，名義工資指數在 1999 年至 2008 年
這 10 年間錄得 2.34%的增長，但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仍錄得 6.88%
的跌幅。如上文第 13、15 及 17 段所述，其他與該兩條條例的補
償項目相關的費用亦減低 6.73%或 9.31%，或維持不變。  
 
19. 在過去四次涵蓋 1999 年至 2006 年的檢討中，名義工資指
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不是都錄得負增長，就是在檢討期間所錄

得的增長並不足以抵銷自對上一次於 1998年調整補償金額以來累
積的減幅。然而，這次檢討卻是自 1999 年至 2008 年這 10 年間，
首次出現工資及物價指數變動不一致的情況：名義工資指數上升

2.34%，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則下跌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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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嚴格按照檢討的結果對補償金額作出調整，《僱員補

償條例》下有五個補償項目的金額將會上調 2.34%，另有四個補償
項目則會下調 6.88%或 9.31%。至於《肺塵病條例》，有五個補償
項目的金額將會下調，其中一項為 6.73%，而四項為 6.88%。  
 
 
對僱員的影響  
 
21. 若《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病條例》下的補償金額，按

相關指標的跌幅而下調 6.73%至 9.31%的話，將會影響低收入僱員
及肺塵病或間皮瘤患者的利益，引致他們生活困難。另一方面，

《僱員補償條例》下五個按名義工資指數的累積增幅而會上調

2.34%的補償項目，主要為涉及死亡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個案的補
償。提高該等補償金額會向受傷僱員或死者家人提供較好的經濟

補助。  
 
 
對僱員補償保費方面的影響  
 
22. 我們徵詢了香港保險業聯會的意見，如按照檢討結果上調

《僱員補償條例》下的五個相關項目的補償金額，對僱員補償保

費方面有何影響。根據香港保險業聯會所委託精算師的研究顯

示，若把《僱員補償條例》下的五個相關補償項目的金額提高 2.34%
的話，保險索償成本便會增加 0.189%至 0.25%，僱員補償保費亦
可能因而須相應上調。  
 
 
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  
 
23. 有鑑於檢討結果，我們首先諮詢勞顧會轄下的僱員補償委

員會，請委員就是否需要調整《僱員補償條例》和《肺塵病條例》

下的各項補償金額，以及若要調整的話，應該如何作出調整，提

供意見。經兩輪會議就檢討結果及對僱主與僱員的影響進行討論

後，勞顧會僱員補償委員會委員一致同意下文第 24 至 26 段所述
的一套建議方案。  
 
24. 勞顧會僱員補償委員會認為，原則上應沿用以參照有關工

資及物價變動和其他相關因素為依據的既定機制，對《僱員補償

條例》和《肺塵病條例》下的各項補償金額作出檢討。不過，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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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致僱員生活困難，對於檢討結果顯示兩條條例的補償金額有

下調空間的項目，委員認同應將有關金額維持在現行水平，不予

改變。一如過往的做法，在未來的檢討中，須顧及自對上一次於

1998 年調整補償金額以來在物價的累積減幅。換言之，在物價的
累積減幅未為將來的增幅抵銷之前，該兩條條例下相關項目的補

償金額不應向上調整。  
 
25. 另一方面，勞顧會僱員補償委員會亦建議，《僱員補償條

例》下五個相關補償項目 (即上文第 8 段所述的項目 )的金額，可按
檢討結果上調 2.34%，因為這些項目主要為涉及死亡或永久喪失工
作能力個案的補償，而有關調整對僱員補償保費的影響亦屬輕

微。附件列出經調整並按情況約化至最接近的千位或百位整數的

補償金額。  
 
26. 儘管如此，勞顧會僱員補償委員會認為上述安排不應構成

先例。在日後進行檢討時，須審慎研究檢討的結果，並考慮當時

的經濟環境，然後始行決定未來路向。  
 
27. 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的會議上，勞顧會委員一致通過上文
所述，勞顧會僱員補償委員會所建議的一整套方案。  
 
 
未來路向  
 
28. 各項補償金額可以由立法會通過決議案而作出修訂。若委

員會贊同，我們將會向立法會提交建議，以實施有關調整。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10 年 2 月  
 



 

 

附件  
 
 
 
如果根據 1999 年至 2008 年期間名義工資指數的 2.34%增長  

作出調整《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補償金額的變化  
(按適用的情況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或百位整數 )  

 
 

 《僱員補償條例》  
下的項目  

現行的金額  
(元 ) 

調整後的金額

(元 ) 

1. 每月收入上限  
(用作計算死亡及永久完
全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 ) 

21,000 21,500 

2. 死亡的最低補償  303,000 310,000 

3. 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

最低補償  
(永久局部喪失工作能力
者會按比例計算 ) 

344,000 352,000 

4. 需要照顧的補償  412,000 422,000 

5. 附加費最低金額    

  初次附加費  490 500 

  進一步附加費  97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