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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代表團  

提交的資料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護外來工人的權益  
 
 
1. 背景  
 
 
1.1 印尼人民代表會議議長代表該議會邀請香港特別行政

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立法會，參加2011年 9月 28日在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梭羅市舉行的保障亞洲外來工人權益專責委員會會議。 
 
1.2 因應上述專責委員會會議，本文件就香港特區保護外

來工人的權益提供資料。文件內容涵蓋下述事宜：香港特區外

來工人的類別；國際公約、本地法例及行政措施對外來工人權

益的保護；向外來工人提供的服務與支援；以及近期涉及香港

特區外來工人權益範圍的發展。  
 
 
2. 香港特區外來工人的類別  
 
 
2.1 《基本法》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下稱 "中國 ")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國政府。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對世界各國或

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

管制。根據《入境條例》第11(2)條，獲准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留
在香港特區的人士須接受訊問，以及在被認為有需要的情況

下，受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處長施加的逗留條件所規限。 

立法會CB(2)2641/10-11(01)號文件  



 第  2  頁  

2.2 香港特區並沒有有關外來工人的法律定義，而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 (Migration for Employment 
Convention (Revised))1 第 11條，移民工人指以為自己謀取一項職
業為目的，從一國移入另一國的人士，包括通常被接受為移民

工人的任何人士。  
 
2.3 按照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所作的分類，香港特區

的外來工人主要有 6類 2 (請參閱附錄 )：  
 

(a) 專業人士和投資者  ⎯⎯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任何
人士如具備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而這些技能、

知識或經驗對香港特區有價值且無法即時在本港

找到的話，可申領僱傭工作簽證來港工作。在

2009-2010年度，近 100個國家／地區共有 22 280名
專業人士獲准來港，在不同行業從事長期或短期的

僱傭工作；  
 
(b) 內地 3 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  ⎯⎯  在 2003年 7月推
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容許合資格的內地申請人

來港工作，以滿足本港的人力資源需求。該計劃沒

有設定行業限制，適用於輸入藝術、文化、體育和

飲食界的優才及專才。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34 967名內地優才和專才透過該計劃獲准來港工
作；  

                                            
1 《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指明，具正式資格的移民在某些與就業相關事宜方
面所受到的待遇，不得較國民所受到的待遇為差。  

2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2010年年報。  
3 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為區別香港特區

體制與中國體制，本文件所指的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

灣在內，並以 "中國內地 "一詞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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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外中國專業人才  ⎯⎯  自 1990年 9月起實施，內
地居民如在緊接於海外遞交申請前，在海外居住不

少於一年，可獲准來港工作 4。在 2000年 11月至
2010 年 3月期間，共有 3 023名海外中國專業人才獲
准來港工作；  

 
(d) 非本地畢業生  ⎯⎯  入境事務處在 2008年 5月推出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在香港特區
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課程而獲得學位或更高資

歷的外地來港人士，可申請留港工作。如在畢業後

6個月內遞交申請，在申請時無須先覓得工作；如
在畢業 6個月後遞交申請，則須符合此項規定。成
功申請人士如能符合一般入境規定，可獲准繼續留

港，逗留期限為 12個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
制。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6 522名非本地畢業
生獲批准按此安排在香港特區工作；  

 
(e) 外地勞工  ⎯⎯ 在 1996年推出的補充勞工計劃
下，海外人士受聘以填補一些無法在本地聘得合適

僱員的職位空缺。外地勞工初次入境時，通常獲准

逗留 12個月，合約期最長為兩年。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有 16 418名工人透過該計劃獲准來港工
作；及  

 
(f) 外籍家庭傭工 (下稱 "外傭 ") ⎯⎯  自 1970年代開
始，海外人士獲准以兩年合約形式受僱來港擔任家

庭傭工的工作，以減輕本港家庭的家務負擔。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香港特區共有 273 609名外傭，其
中 49%來自印尼， 48%來自菲律賓，其餘來自泰國
及其他地區。  

                                            
4 在 2000年 11月 1日前，在緊接於海外遞交來港工作申請前的海外居住年期規定
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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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大部分是外傭。在 1970年代，菲
律賓政府實施《1974年勞工法典》(1974 Labour Code)，開始從菲
律賓輸出勞工 5。菲律賓政府推動和鼓勵輸出勞工，作為紓緩當

地嚴重失業情況的措施。其時，香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蓬

勃，令本港幾近達致全民就業。故此，香港政府嘗試動員本地

女性勞動人口，以紓緩勞工短缺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協助打

理家務方面的需求越來越大，尤以向菲律賓僱用外傭為甚。自

外傭最初獲准來港工作 6，本港外傭人數不斷上升。在1970年代
初期，香港的外傭僅 2 000人左右。有關數字在 1982年增至
21 000人，於 1990年再增至 70 300人。外傭人數在 1990年代持
續增長，於 2000年達 200 000人。7 在 2010年，外傭佔本港總人
口 8 的 3.9%，即 273 609人。  
 
2.5 直至 1990年代，本港大部分外傭皆來自菲律賓。經過
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印尼和泰國均容許勞工到其他地方擔任
家庭傭工的工作，包括香港特區。多年來，入境事務處的報告

顯示，從印尼和泰國來港的外來工人數目急劇增加。於

2010 年，來自印尼的外傭比率首次超越來自菲律賓的外傭比
率  9。  

                                            
5 《菲律賓勞工法典》 (Labour Code of the Philippines)第 17條訂明，菲律賓當局設立
海外就業發展局，負責與相關的組織及機構合作，為超出本土需求的菲律賓

工人推行一套有系統的海外就業計劃，以及保障該等工人享有以公平及平等

方式受僱的權利。  
6 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表示，容許外傭來港工作的政策符合只有在有關工作不

能輕易覓得本地僱員擔任的情況下，非本地人士才獲准受僱來港工作的原則。 
7 亞洲外傭中心 (Asian Migrant Centre)有關菲律賓、印尼和泰國家庭傭工遭受種族
及性別歧視的基線研究第 15頁。  

8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轄下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香港特區的
人口數目為 7 067 800人。  

9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 2008至 2010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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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的國際公約及本地法例  
 
 
國際公約  
 
3.1 特別就外來工人的權益作出規定的國際公約共有

3 條，分別為聯合國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
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10，以及國際勞工組織

的《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及《移民工人 (補充規定 )公約》(Migrant 
Workers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Convention)11。在該 3條公約當
中，只有《移民就業公約 (修訂 )》適用於香港特區。  
 
3.2 根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和國際勞工公約 12 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有
關規定，在香港回歸中國內地後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

律予以實施。此外，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亦適用於
香港特區。  

                                            
10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旨在促進對移民人權的尊
重，以及保證移民和國民享有平等待遇及相同的工作條件。  

11 《移民工人 (補充規定 )公約》照顧不具正式資格外來工人的需要。該公約主
要針對勞工移徙涉及的無良對待勞工情況，以及平等機會與待遇。  

12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的資料，現時有 41條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特
區，該等公約涵蓋各方面的勞工權益和保障，包括失業、生育保障、平等待

遇、工人補償及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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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法例  
 
3.3 香港特區的外來工人在勞工法例下享有與本地工人同

等的法定權益和保障。香港特區的兩條主要勞工法例，《僱傭

條例》 13 及《僱員補償條例》 14，同樣適用於本地工人和外來

工人。根據該兩項條例，外來工人有權參與工會、成立組織、

舉行示威，以及進行宗教和文化活動，特別是他們享有各類保

障，包括：  
 

(a) 生育保障  ⎯⎯ 女性外傭如在緊接預定的產假開
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 15，可享有 10星期的有薪
產假。每天產假的薪酬相等於外傭平均日薪的五分

之四。此外，女性外傭一作出懷孕通知，並表明有

意放取產假時，僱主便不得以該外傭懷孕為理由而

將其解僱 16；  
 
(b) 休息日  ⎯⎯  僱主須為外傭每 7天提供最少 1天休
息日，休息日是指一段連續不少於 24小時的期間，
是外傭可享有的法定假日以外的另加假期；  

 
(c) 法定假期  ⎯⎯不論服務年資的長短，外傭一年可
享有 12天的法定假期；  

 
(d) 有薪年假  ⎯⎯  外傭為同一僱主服務滿 12個月，便
可享有有薪年假。有薪年假的日數會按照服務年

資，由 7天 (服務 1至 2年 )逐步遞增至最多 14天 (服務
9 年及以上 )；  

                                            
13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  
14 香港特區法例第 282章。  
15 僱員如獲同一僱主連續僱用 4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至少 18小時，即屬按
連續性合約受僱。   

16 《僱傭條例》第 15條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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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長期服務金  ⎯⎯  若外傭已連續工作不少於 5年，
僱主於解僱該等外傭時須向他們支付長期服務

金。外傭如在緊接因裁員而被終止僱用前為同一僱

主服務的年期不少於 24個月，則有權領取遣散費；
及  

 
(f) 僱員補償  ⎯⎯  《僱員補償條例》一般適用於按服
務合約或學徒合約受聘的僱員。僱主必須向獲授權

保險人投購保險，以便獲得保障。當僱員因工作遭

遇意外或在受僱期間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時，僱主須

根據上述條例及普通法承擔支付補償的法律責

任。任何僱主如沒有購買有效的保險，即屬犯罪，

可被判處最高罰款港幣 100,000及監禁兩年。  
 
 
行政措施  
 
3.4 香港特區政府對外傭採取了不適用於本地工人的行政

措施，藉以保障外傭的權益。外傭受標準僱傭合約所保障，標

準僱傭合約是僱用外傭 (不論國籍或性別 )的強制性合約，也就
是說，除非僱主與外傭已簽訂標準僱傭合約，否則有關當局將

不會向外傭發出所需簽證。  
 
3.5 任何香港特區居民如符合《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指南》17

所指明的準則，包括有經濟能力聘用外傭及填妥標準僱傭合

約，便可聘用外傭。僱主應把從外國聘用家庭傭工申請書和入

境簽證申請書，連同已填妥的合約及其他所需文件一併遞交。

在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批出僱傭工作簽證予外傭前，所有

合約必須經由有關領事館公證作實，除非該外傭的原居地並無

要求公證作實。  

                                            
17 可 登 入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入 境 事 務 處 網 頁 瀏 覽 ， 網 址 ：

http://www.immd.gov.hk/ehtml/ID(E)9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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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根據標準僱傭合約，外傭是受聘為在僱主住所居住的

全職家庭傭工，為期兩年。傭工只須執行合約附表《住宿及家

務安排》所列明的家務職責 18，並且不得為任何其他人士或在

其他處所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包括兼職工作 )，而僱主亦不得作
出有關要求。  
 
3.7 標準僱傭合約亦訂明基本僱傭條款，僱主須按該等條

款向外傭提供：  
 

(a) 強制性工資，款額不低於當前的規定最低工資 19。

由 2011年 6月 2日起，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為每月
港  幣 3,74020。低付工資是刑事罪行，違者可被判處

最高罰款港幣 350,000和監禁 3年；  
 
(b) 有合理私隱度的免費住宿；  
 
(c) 免費膳食或膳食津貼；  
 
(d) 免費醫療；及  
 
(e)從外傭原居地到香港特區及於合約終止或屆滿時返
回其原居地的旅費。  

                                            
18 合約附表《住宿及家務安排》列明的主要家務職責如下：家庭雜務、煮食、
照料家中年老人士、褓姆和照顧小孩。  

19 外傭薪金是按規定最低工資而非法定最低工資來釐定，原因是所有留宿家庭
傭工 (不論本地或外來傭工 )均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規定。由於法定最低工
資是按時薪釐定，而留宿家庭傭工在僱主家中居住、工作和生活，要計算和

記錄他們的工作時數並不可行，因此，法定最低工資實際上沒有可能適用於

留宿家庭傭工。  
20 規定最低工資是參照一籃子的經濟指標，包括香港特區當前的一般經濟狀況
和就業情況而釐定。當局會定期檢討規定最低工資。自 1970年代初期以來，
規定最低工資曾經過 25次調整，除其中兩次之外，其餘全部都是工資上調，
當中有 5次的遞增額為 2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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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香港特區政府亦規管外來工人可向安排其就業的本港

職業介紹所支付的佣金。《職業介紹所規例》 21 訂明，職業介
紹所的佣金最高限額不得超過外來工人獲該介紹所安排就業

後第一個月工資的 10%。向求職者濫收費用是刑事罪行，最高
刑罰為罰款港幣 50,000。然而，有關規例並不涵蓋外來工人在
原居地可能須要支付的費用。  
 
 
4. 香港特區對外來工人的支援  
 
 
4.1 為提高僱主及外來工人對勞工權益的認知，香港特區

政府主動為外來工人舉辦展覽和宣傳活動。勞工處亦印製了外

傭指南，以多國語言向外傭闡釋他們的權益和政府所提供的相

關服務。  
 
4.2 香港特區為外來工人設有申訴渠道，以便他們表達不

滿和尋求協助。若外來工人受到無良對待或權利受損，有關方

面鼓勵他們向相關部門如勞工處、入境事務處和警方作出舉

報。倘若勞工處免費提供的調解服務未能奏效，外來工人可向

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進一步求助。此外，一旦外

來工人牽涉入法律程序，他們亦有資格透過政府提供的法律援

助計劃申請援助。  
 
4.3 香港特區亦有多個非政府機構及移民支援組織，為外

來工人提供服務和支援。菲律賓和印尼兩個最大的外傭組織已

分別在香港特區成立工會。其他組織如亞洲外傭中心 (Asian 
Migrant Centre)及亞洲外傭協調機構 (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亦為外來工人提供資訊、舉辦課程和進行研究。  

                                            
21 《職業介紹所規例》第 10條 (香港特區法例第 57章附屬法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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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期涉及香港特區外來工人權益範圍的爭議事件  
 
 
5.1 一名自 1986年開始一直居於香港特區的菲律賓外傭，
以其已在本港通常居住不少於 7年為理由，申請成為永久性居
民。該名外傭的申請被入境事務處拒絕，理由是她逗留在香港

特區，不能被視為《入境條例》所指的通常居住 22。她隨後申

請司法覆核，而她提出的其中一項論據是，《入境條例》的相

關條文可能抵觸《基本法》第二十四 (四 )條，當中訂明在香港
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特區、在香港特

區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並以香港特區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
籍人士，可成為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  
 
5.2 上述案件由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理，經過兩

天半的聆訊後，法官押後就案件宣告判決，預期到 2011年 9月
底會有裁定。目前高等法院尚有兩宗類似的待決案件。由於有

關案件處於待決法律程序，因此立法會及其議員不宜就有關事

宜作出評論或發表意見。  

                                            
22 香港特區法例第 115章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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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在各項主要計劃下發出的

簽證／入境許可證數目 (2008至 2010年 ) 
 

 2008-2009年度  2009-2010年度  

在一般就業政策下

外籍人士的僱傭工

作簽證 (1 )  

 22 815  22 280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6 552  6 718 

海外中國專業人才   404  498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3 124  3 398 

補充勞工計劃   1 317  1 078 

外籍家庭傭工   86 962  88 931 
註：  (1)  不包括培訓及團體簽證申請。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2010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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