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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全體委員: 

 

12 月 21 日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議題的發表的意見 (供參考) 

 

自 1999 年推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短短的十年裏便產生了不少的紛爭。員工之間除了同

工不同酬的問題外，更有部門被指責濫用該機制，透過壓抑員工薪酬開支以達到部門減省營運支

出的目的，間接導致服務質素下降。截至二零零九年，共有 16,186 名全職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在

不同的政府部門任職，部分聘用的時間更遠超三年的短期合約，甚至遺反了靈活聘用的政策原則；

再加上聘用條件持續下降，不公平的待遇加深了問題的嚴重性，做成政府與合約僱員雙輸的局面。 

 

無論是政府或企業，員工都是最重要的資產。政府應讓員工明白機構的願景、文化和策略；

員工方面亦要培養出一份使命感和歸屬感，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大多會把自已看成是部門的一個「過

客」，弄不清自己工作的目標，又擔心個人的工作前景。在這情況下，他們只會把部門所訂定的服

務承諾及指標視為一些只適用於公務員同事的規範，與己無關，從而產生偏差的態度，影響了服

務質素。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奇怪」定位，局限了部分任職多年的合約僱員的職業前途；縱使他在

崗位上取得到豐富的經驗，卻得不到應有的重視，也未必可以幫助他們獲聘任為公務員的機會；

其中的例子是食環署及衛生署的合約僱員由於相對地學歷較低，在申請轉任為常規公務員的過程

中，若局方在同一職位的學歷要求高於他們現所擁有的在新聘任條件下反而無緣進身該職位，導

致其失業，效果適得其反。因此，政府必須在聘任過程中將員工的實際工作經驗列為考慮重點。 

 

政府在面對一九九九年的經濟衰退環境，採用「特事特辦」的方式推行非公務員合約制，以

「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理念去縮緊公務員的編制，同時亦解決了一些逼切性的人手緊拙問題，

這種做法或可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是，任何政策和措施必須因應時間的過去，社會環境的轉

變而恒常地予以檢討，審視有必要改善的地方，根據實際的情況去作出增加或刪減。現時的經濟

環境比較一九九九年已改善了不少，惟非公務員合約制卻仍然維持「十年不變」，很多本是常規性

的公務員崗位，卻被部門巧立名目，假借「有時限」或「短期性質」的理由，甚至乎簡單地在該

職位的舊有名稱上只冠上「合約」兩字便去聘用非公務員合約的員工，做成了「同工不同酬」的

惡劣情況，惹來非議。 

 

為免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問題對政府形象做成影響，及私人機構互相跟風，政府應樹立良好僱

主榜樣，本會強烈建議政府當局全面落實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轉為常規公務員的編制，特別是

設立多年的崗位，不應容許部門主管再以不同理由或更蔪新的名稱去讓這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

崗位繼續「寄生」下去。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理應照顧全體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工作前景，

及服務條件等，保障他們的職業前途和認受性，從而令到他們可以發揮所長，為部門作出更大的

貢獻，盡心盡力去服務市民。 

 

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僱員總工會 

2009 年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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