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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打工仔工資「零升」「實降」現象 

12年實質工資平均升 0.28%、三大行業工資跌破沙士價 

   

  升職加薪是打工仔永恆的新年願望。根據 2017 年 12 月 28 日統計處公布的最新數

據，2017 年 9 月名義工資指數較上年同期上升 3.7%，在扣除以甲類消費物價指

數計算的消費物價變動的因素後，實質工資指數較同期上升 2.2%。政府發言人

稱「受惠於本地經濟表現蓬勃，名義工資在二零一七年九月進一步穩健上升，而實質工

資增長持續遍及各行各業。按職業分析，較低薪工人的工資在法定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七

年五月上調後繼續有較為可觀的增幅」，並表示「強勁的勞工需求在短期內料會為勞工

收入帶來支持」。但香港工會聯合會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委員會（簡稱工聯職訓就業委）

研究統計處的數據後發現，香港經濟發展只能夠令到股市及樓市不斷屢創新高，大企業

盈利年年上升，但打工仔卻未能得到公平回報，實質工資更加出現「零升」、「實降」現

象。「零升」現象所指者，即為 2004 年沙士後至 2016 年的 12 年間，打工仔每年實質工

資平均只有 0.28%的近乎零增長。「實降」現象則為「運輸」，「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

售」及「製造」三個行業的實質工資指數不升反跌，更跌破沙士價，分別錄得 7.2%、

4.2%及 1.6%的跌幅。因此，工聯職訓就業委要求政府在日後的工資及收入的相關調查

報告中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自 2004 年沙士後至今的實質工資水平趨勢、薪酬結構及

福利制度的改變，以期準確反映打工仔的實質工資變化及在職貧窮情況。其次，為了遏

止無償加班的歪風及即時追回僱員應得的工資，勞福局應盡快立法超時補水，保證打工

仔多勞多得及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合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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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每年平均實質加薪只有僅僅 0.28% 

  製造「實質工資增長持續遍及各行各業」現象的關鍵在於選取「較上年同期」與

最新的工資數據比較，而不是「較 2004 年沙士後」比較。原因在於 2003 年香港飽

經沙士肆虐後，全港僱員基於「共渡難關、同舟共濟」而自願減薪及無償加班。2004

年可說是香港經濟近十多年最低迷的一年。因此要準確反映香港目前的工資水平及在職

貧窮是否已經有所改善，最新的名義及實質工資指數應該選取「較 2004 年沙士後」比

較，而不是與「較上年同期」比較。 

 

  當剔除與「較上年同期」比較的做法，重新選取 2004 年作為基準年（即是將「2004

年沙士後」的工資指數設定為 100），以此比較香港最新的名義及實質工資指數變化。2016

年的名義工資指數「較 2004 年沙士後」原來只上升了 51%。扣除通脹後，實質工資

指數即可見被通脹蠶食至僅上升了 3.4%。換言之，打工仔 2004 年沙士後至 2016

年的 12 年間，實質工資每年平均只有 0.28%的近乎零增長。 

 

表一：2004 年至 2016 年香港名義及實質工資指數 

 
        名義工資               實質工資  

 

實質工資 

 +0.28% 

實質工資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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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及「製造」三大行業實質工資跌破沙士價 

  若然按行業分類，打工仔的實質工資水平更加使人憂慮。在統計處選定的 8 個行業

中，「運輸」、「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及「製造」皆跌破沙士價。實質工資跌幅最

大的是「運輸」，跌幅為 7.2%。第二為「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跌幅為 4.2%。最

後則為「製造」，跌幅為 1.6%。三個行業涉及的人數約為 120 萬名打工仔，佔全港 340

萬的打工仔約為 35%。 

 

  至於「金融及保險活動」、「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及「地產租賃及保養管理」三個

行業的實質工資指數僅有單位數字的增幅。「專業及商業服務」及「個人服務」的實質

工資指數雖然分別有 23.3%至 28.9%的升幅，但事實上卻只是在過去 12 年間每年平均取

得少於 2.5%的升幅而已（表二）。 

 

表二：2016 年 8 個選定行業「較 2004 年沙士後」的工資指數變化 

行業 名義工資變化 實質工資變化 

運輸 35.6% -7.2%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39.9% -4.2% 

製造 43.7% -1.6% 

金融及保險活動 47.5% 1.0% 

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 53.7% 5.3% 

地產租賃及保養管理 57.1% 7.6% 

專業及商業服務 80.0% 23.3% 

個人服務 88.3% 28.9% 

所有選定行業 151.0% 103.4% 

 

  運輸業是 8 個選定行業跌幅最大的一個。雖然「運輸業」實質工資指數自 2014 年

由 89.4 持續上升至 2016 年的 92.8，但卻遠遠未追回「2004 年沙士後」的自願減薪水平，

即實質工資指數還未返回 100，倒跌高達-7.2%。由此可見，統計處選取「較上年同期」

比較，以證明香港目前「實質工資增長持續遍及各行各業」或許並非錯誤，但卻有誤

導之嫌，令人以為香港打工仔「年年加薪」，人工「高不可攀」，但拆穿了原來

香港整體打工仔的實質工資只是僅僅回復至 2004 年沙士後的水平，三大行業人工

更加是跌破沙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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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04 年至 2016 年運輸業實質工資指數 

 

 

全面提升打工仔滯後的薪酬待遇 

  經過打工仔在沙士期間「自願減薪」及「無償加班」的同舟共濟精神，香港經濟發

展早已回復正常水平，股市及樓市不斷屢創新高，大企業盈利年年上升。但使人憤怒的

是打工仔卻未能得到公平回報，整體實質工資一直停留在沙士水平，「運輸」、「進出口

貿易、批發及零售」及「製造」更跌破沙士價。因此特區政府不應再只片面追求「經濟

增長」，而是要確保打工仔能夠得到公平回報及合理分享到經濟成果。工聯職訓就業委

敦促特區政府即時制訂合適的就業政策，全面提升香港一直滯後的打工仔薪酬待遇，解

決在職貧窮問題，促進實質工資能夠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否則不管統計處將最新的工

資統計數字包裝得如何亮麗奪目，最終也只是一場數字遊戲，完全無助改變香港青年無

力向上流的問題，更不能改變打工仔越做越頹的工作職場現況。 

 

 

 

 

 

 

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 

職 業 訓 練 及 促 進 就 業 委 員 會 

2 0 1 8 年 3 月 5 日 

 

 

資料來源：2016 年 6 月 8 日立法會十八題質詢及 2017 年 6 月 7 日立法會十一題質詢 

92.5 

實質工資 -7.2％ 



    

 

5 

 

附件 

 

二零一七年九月工資及薪金總額統計數字（節錄） 

＊＊＊＊＊＊＊＊＊＊＊＊＊＊＊＊＊＊ 

工資及薪金總額統計整體情況 

 

 根據政府統計處今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數字，在統計調查中包括的所有選

定行業主類，以名義工資指數計算，二零一七年九月的平均工資率較上年同期上升

3.7%。 

 

 扣除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的消費物價變動的因素後，在統計調查中包括的所有

選定行業主類，二零一七年九月的實質平均工資率較上年同期上升 2.2%。 

 

 政府發言人指出，受惠於本地經濟表現蓬勃，名義工資在二零一七年九月進一步穩

健上升，而實質工資增長持續遍及各行各業。按職業分析，較低薪工人的工資在法

定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上調後繼續有較為可觀的增幅。 

 

 政府發言人補充，強勁的勞工需求在短期內料會為勞工收入帶來支持。儘管如此，

鑑於外圍各項不明朗因素，政府會密切留意本地勞工市場的發展。 

 

 薪金總額及工資統計的詳細分項數字載在二零一七年九月份《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

統計報告》內。用戶可以在政府統計處網站

（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10_tc.jsp?productCode=B1050009）免費下載。 

 

 有關工資及薪金總額統計數字的查詢，請與政府統計處工資及勞工成本統計組（一）

聯絡（電話：2887 5550 或電郵：wage@censta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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