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最低工資檢討意見 

最低工資成立目的，是為了保障低收入市民。然而，自最低工資實施以來，距離短短一年間，

外間不斷以通脹作為理據，再次提出調高最低工資由每小時 28 元至 33 元的建議。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數據所得，勞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由 2001 年 38 歲增至 41 歲，反映受人

口老化影響，市場上勞動人口轉趨成熟。對商界而言，薪金及租金佔其產品或服務成本最大比

率。自最低工資成立，企業為了讓每小時 28 元更加「物有所值」，重點聘請 20 多歲有氣有力

的年輕人，令市場出現人才競爭激烈的假象。反觀稍為年長的一群卻因為最低工資而逐漸被淘

汰，這個情況在一些低學歷行業更為嚴重，如機器維修、水電技工、清潔等。同時，最低工資

本身亦不適合所有工種行業，以業界為例，是以「多勞多得」作為工資計算模式，推高最低工

資至每小時 33 元只會讓司機抱有「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心態，情況持續惡化，對

勞動市場有害無益。 

 

另外，外間不斷提及物價通脹，統計處公佈本年 4月份銷費物價指數平均上升 4.7%，基本通

脹按年增長達 5.6%。除了薪金方面，中小企各方面都受影響，租金、貨品成本、燃油、維修

費用，令營運成本上漲。自從政府宣佈不再發放巴士牌照，市場上巴士供應有限，最低工資

33 元更令巴士業界百上加斤，只好把成本加諸市民身上，市場價格有升無跌。如此循環不息，

不但不能舒緩通脹壓力，更會加快通脹速度，削弱香港競爭力。加上外圍經濟不景，中小企面

臨重大困境，若政府不再為此作出讓步，只會導致結業潮。  

 

因此建議政府除了貫徹當初最低工資成立宗旨，更需要考慮中小企立場。對於最低工資，應只

跟隨基本通脹，把 28 元調升至 29.5 元(5%升幅)，除了讓低收入人士受惠，亦讓企業較容易接

受，減低商界及工會之間的矛盾。同時，每兩年就香港經濟及通脹情況為最低工業作出檢討，

按香港市場狀況作出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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