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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要生活，最低工資$35 

最低工資有助提升基層就業 

香港實施最低工資已一年，商界擔心的「炒人潮」不但未有出現，2012 年 2 月至 4

月的失業率更跌至 3.3%，2012 年第 1 季度的就業人數更比未有實施最低工資的 2011 年第

一季度增加了 7 萬多人投入勞動市場。香港中文學在 2012 年 4 月發佈的「設立法定最低

工資對香港弱勢社群勞動力市場狀況及生活質素的影響」調查報告顥示，實施最低工資

後，新來港婦女及綜援受助人士的就業率有所增加。可見設立最低工資對僱主構成的經濟

壓力相對輕微，反而對吸引基層的就業動機就有明顯的作用。 

 

最低工資水平暫時落後於通脹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最低工資需要令工人可以滿足生活所需。可是，在最低工

資實行的同時，物價亦以誇張的幅度上脹，生活上的必須開支，如食物及住屋的消費物價

指數在一年間均上調了 7%(以 2011 年第 1 季度與 2012 年第 1 季度作比較)。最低工資的制

度看似為基層勞工加強了保障，事實上，時薪$28 的工資水平卻不足以應付通脤。 

 

不少基層婦女在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亦相繼由家庭私人領域重投勞動市場，在新增

的 7 萬多名勞動新力軍中便有超過 5 萬名為女性勞工。由於現時兒童照顧責任一般落在女

性身上，當這些婦女要外出工作時，就必須透過購買昂貴託兒服務以解決長期的託兒需

要，而時薪$28 的最低工資只能勉強應付這些託兒支出，根本未能改善基層家庭生活質

素，更妄論因工脫貧。 

 

以下以一位育有 1 名 2 歲女兒的清潔女工作為例子，了解一下其工資狀況及託兒支

出對她造成的重擔。這位清潔女工每天工作 9 小時，時薪$28，如該月工作日數及有薪假

期共有 26 日，即月薪約為$6,552。現時由社會福利機構舉辦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服務」

每小時收費為$18，每月的支出為：$18(每小時費用) x 9(小時) x 26 日，即$4212，託兒支

出已佔工資的 6 成 4！ 

 

有見及此，本會對保障工人權益，實施最低工資制度有以下 3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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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調最低工資至$35 

早在 2010 年，民間團體因應當時的通脹情況作估算，時薪 33 元才能應付通脹；以

每年 3%通脹率計算，在 2012 年最低工資起碼上調到 35 元，才能勉強應付生活支出。以

剛才的清潔女工為例，當時薪上調到 35 元，她的月薪即有$8,190， 扣減託兒支出後，仍

有 5 成的人工幫補家庭其他支出。 

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現時條例只是規定政府最少兩年要檢討一次最低工資水平，工資調整速度遠低於通

脹，難以長期發揮「滿足工人生活所需｣的效用。要追上累積的通脹，兩年一次的調整幅

度比一年一次的要大，僱主的抗拒性亦相對高。故此，政府應盡快縮短檢討年期，推行「一

年一檢｣這個對工人和僱主都較為有利的檢討方式。 

 

提高對零散工的保障 

最低工資制度的確提升了時薪不足 28 元的基層勞工薪酬水平，但這只是最基本的勞

工保障。事實上，家務助理、飲食業、零售業、及酒店房務等行業以零散工形式聘請工人。

這些工種通常都是「非連續性契約」，如超級市場的產品推廣員，每天工作時數長達 9 小

時，不過每次的受聘期不多於 3 星期；又如學校的派飯員每天工作時間短至 1、2 小時；。

從事這些工種的勞工除了得到工資外，其他的勞工保障如勞工假、病假、休息日及解僱補

償等均欠奉。從事零散工作的工人亦是工人的一份子，本會建議政府修訂勞工法律，因應

零散工作時間的長短按比例得到勞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