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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區，顧名思義是一個實踐行動，讓參與者學習主動接觸拾荒者和清潔工友，透過持續關心和對

話，與街坊建立關係，認識了解基層勞動群體的處境，從而反思本地貧窮問題。而過去五年，我們

持續在不同地區落區，特別認識了不少外判清潔工友，發現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至少年過六十歲的長

者，並且身兼兩職，意思是上下午各做一更，朝七晚十一。為何一班工友們要這樣辛苦做十八個

鐘？原因就是工資時薪太過低。 

而在最近兩個月落區亦協助工友們填寫「關愛共享計劃」的申請表時，有工友直言四千元差不多有

半個月薪金的補貼！從而可見政府外判合約員工的待遇處境。 

失業率低但基層勞工工資待遇依然低 

過去十年，香港的失業率一直處於低水平，2017年更降至 3.1%，可見香港經已出現全民就業。但就

業率高不代表基層勞工的工資的水平得以上升。不少基層勞工的人工依然偏低，成為大量的在職貧

窮家庭。經過勞動力市場的第一次分配，這些在職貧窮的家庭收入低於相應住戶人數入息中位數的

一半，不計算政府的介入，只計算勞動力市場的分配，香港共有 210,600戶在職貧窮家庭。佔

594,000貧窮戶總數的 36.4%。為什麼香港全民就業，還會出現這麼多在職貧窮的家庭呢？政府有否

針對在職貧窮的問題進行介入？介入又是否有效呢？ 

政府製造在職貧窮 

政府帶頭以外判勞工代替原先公務員的工作，食環署、康文署、房屋署及政府產業署是最多外判員

工的四個部門，共聘請了接近 40,000名外判僱員。而立法會早前的資料顯示，近六成外判工時薪不

多於 36.5元，口頭上是要提高效率，但實際上是要削減勞工成本，制造在職貧窮。幸好現在還有最

低工資的保證，否則在有最低工資之前外判制度對工人的剝削更加嚴重。 

用數字刻意淡化基層貧窮問題及狀況 

在剛發表的 2017貧窮情況報告中, 政府一如住年強調在政府的現金介入及非現金（主要是公屋）介

入後貧窮率將下降至 14.7%及 10.5%。過去數年，政府的扶貧措施主力是派發不同的現金津貼如長者

生活津貼、在職家庭生活津貼（職津）等等，為顯示有關措施的成效，政府刻意將在 2018年 6月實

施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在 2018年 4月日 1才正式實施的職津，計入 2017年的住戶收入。 

政府抽離的扶貧施政思維 

可見政府只視貧窮為抽象的數字，而漠視窮人具體的生活。政府缺少對貧窮人士真正的理解、尊重

和關心，只視貧窮為一堆冰冷的數字，政府的扶貧措施並未能觸及貧窮的結構原因如政府外判制造

在職貧窮、公營房屋供應太少太慢，間接令私樓貧窮戶房屋開支大升等等。 

建立生活工資保障 

而不少一直關注本港貧窮問題的倡議組織及團體都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將公共服務外

判後卻未能有效保障工人權益，令人極度失望，香港應設立「生活工資」水平，金額應為至少每小

時港幣 50-55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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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正視態度面對「在職貧窮」這的矛盾 

政府單憑以現金津貼方法去補勞動力市場分配的不公, 根本是滴水車薪！ 而最低工資卻是兩年一

檢，加上每次上調幅度偏低，不去檢視外判服務會否帶頭制造貧窮，政府小修小補如何能徹底解決

愈來愈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呢？政府不去正視及解決「在職貧窮」這個結構性、深層次的矛盾，便

解釋了為什麼政府會愈扶愈貧。 

 

施政者有選擇性的同理心及憐憫心 

當行政長官口中說對修訂《逃犯條例》是受同理心以及憐憫心驅使，這是人格分裂的表述，特區政

付從來都對應該有同理心的處境漠不關心，至少對 128萬貧窮人的政策也看不見他們有任何同理

心。我們過去曾多主動發信邀請行政長官和勞工及福利局官員親身落區體驗，但最終都被對方毅然

拒絕。 

敞若行政長官想要謙卑同擺脫精英主義，應親身真正落區體驗基層長者的生活及工作，體恤民間疾

苦的話，便不會再講出「60歲仲做緊嘢都講得出？其實好多長者每日都捱緊。」這樣涼薄以及去人

性化的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