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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薪酬調整方案  

引言  

 在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向四個中央評議會 1職方提出凍結高層、中層及低層薪金級

別 和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 生 效 日 期 追 溯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一

日，作為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   

理據  

公務員薪酬政策   

2 .  政府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以吸引、挽留

和激勵有合適才幹的人員，為市民提供成效與效率兼備的服務；

並 使 公 務 員 薪 酬 與 私 營 機 構 薪 酬 保 持 大 致 相 若 。 為 落 實 這 項 政

策，政府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零七年通過的更完備

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進行三類不同的調查，以比較公務員薪

酬和私營機構薪酬情況。這些調查分別為 ( a )  每年一次的薪酬趨勢

調查，以確定私營機構的按年薪酬變動； (b )  每六年一次的薪酬水

平調查，以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以及

( c )  在有需要時因應特定情況進行的入職薪酬調查，以比較公務員

文職職系與私營機構職位的入職薪酬。有關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及

扣減遞增薪額開支安排的背景，見附件 A。  

        

1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議會和第一標
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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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調查  

3 .  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調查已經完成。調查期涵蓋二零二零

年四月二日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的 1 2 個月，共蒐集了 11 3 間公
司共 1 45  5 44  名僱員（包括 83 間規模較大公司的 1 43  5 26 名僱員和
3 0 間規模較小公司的 2  01 8 名僱員）的基本薪金和額外酬金的調整
數據。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載列如下  -   

薪金級別  2  
基本薪金指標  

[ A]  
額外酬金指標  

[ B]  

薪酬趨勢  
總指標  3  
[ A]  +  [ B]  

高層  1 . 60 % - 2 .6 0 % - 1 .0 0% 

中層  2 . 03 % - 1 .5 4 % 0 . 49%  

低層  1 . 67 % - 1 .1 9 % 0 . 48%  

 
4 .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薪趨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

日舉行會議，審議二零二 一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全部與會委

        

2   在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調查中，三個薪金級別的薪幅分別為  —  

(a)  高層：  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至一般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 39 點或同

等薪點，即 73,776 元至 147,235 元；  

(b)中層︰總薪級表第 10 至 33 點或同等薪點，即 24,070 元至 73,775 元；以及  

(c)低層︰總薪級表第 1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即低於 24,070 元。  

3   薪酬趨勢總指標是基本薪金指標與額外酬金指標的總和。基本薪金指標涵蓋基

於 (a)  生活費用； (b)  一般經濟繁榮和公司業績； (c )  薪酬市值一般變動；以及

(d)  級內遞增薪額和勞績獎賞而給予僱員的薪金調整。額外酬金指標涵蓋基本薪

金以外的酬金調整，例如「第十三個月薪金」、年終花紅酬金、佣金及其他非

固定／酌情發放／一次過發放的花紅酬金等。兩項指標均不涵蓋附帶福利和津

貼（例如房屋津貼、股票期權及教育津貼等）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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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均確認調查結果  4。薪趨會於同日向政府呈交二零二一年薪酬趨

勢調查報告書。  

既定機制和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的安排  

5 .  根據既定機制，在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完成後，政府會邀請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慮以下多項相關因素後，就向四個

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提供意見，這些因素包括  -    

  薪酬趨勢淨指標   

  香港經濟狀況   

  生活費用的變動   

  政府的財政狀況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公務員士氣   

 
倘若薪酬調整方案與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有所不同，政府會再次

諮詢職方，然後把方案提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公務員薪酬

調整作決定。  

薪酬趨勢淨指標  

6 .  根據現行方法，從每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扣減該

薪金級別的遞增薪額開支 後，便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在考慮二

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

定就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所 扣減的遞增薪額開支設定上限。具體而

言，由二 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開始，採用各個薪金

級別由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的平均遞增薪

額 開 支 （ 即 高 層 、 中 層 和 低 層 薪 金 級 別 分 別 為 1 . 04 %、 1 . 03 %和
1 . 16%），或該薪金級別在有關年度的實際遞增薪額開支，兩者中

        

4   紀律部隊評議會和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的職方代表沒有參與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

調查，也沒有出席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薪趨會會議；該次會議席上確認了

二零二一年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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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較 低 者 ， 以 得 出 該 薪 金 級 別 的 薪 酬 趨 勢 淨 指 標 。 一 如 下 表 所

示，三個 薪金級別由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

的平均遞增薪額開支，均較該等薪金級別在有關年度的實際遞增

薪額開支 為低，因此，上述平均遞增薪額開支會用作計算三個薪

金級別在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薪金  
級別  

薪酬趨勢  
總指標  

[ C]  

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至  
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的  
平均遞增薪額開支  

[ D]  

本年度的  
實際遞增  
薪額開支  

薪酬趨勢  
淨指標  

[ C]  –  [ D]  

高層  - 1 .0 0 % 1 . 04 % 1 . 26 % - 2 .0 4% 

中層  0 . 49 % 1 . 03 % 1 . 35 % - 0 .5 4% 

低層  0 . 48 % 1 . 16 % 2 . 30 % - 0 .6 8% 

 
香港經濟狀況  

7 .  香港經濟在二零二一年第一季明顯復甦，實質本地生產總

值重拾 7 .9 %的可觀按年增長，結束連續六個季度收縮的情況。不
過 ， 經 濟 復 甦 並 不 平 均 ， 而 且 整 體 經 濟 活 動 仍 低 於 衰 退 前 的 水

平，原因是疫情、社交距離要求和旅遊限制措施繼續打擊個別經

濟環節，特別是一些涉及面向消費者及旅遊相關的活動。展望未

來，雖然國際出行和旅遊業可能需時復甦，環球經濟復甦在短期

內將有利於香港對外貿易 。本地營商氣氛已有改善，加上政府多

項紓緩措施的支持，亦應在未來一段時間提高內部需求。考慮到

經濟復甦並不平均，加上仍然存在與疫情相關的不確定性，在二

零二零年全年經濟錄得 6 . 1%收縮之後，預測二零二一年香港整體
經濟增長介乎 3 . 5%至 5 .5 %。不過，倘若疫情往後改善，實際表現
可望接近預測範圍的上限。   

8 .  隨着經濟復甦和本地疫情減退，最近勞工市場情況略見改

善。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二零二零年第四季的  6 . 6%上升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二月期間的 7 . 2%，為十七年來的高
位，其後回落至二零二一年二月至四月的 6 . 4%。工資及收入在二
零二零年以名義計算繼續錄得按年升幅，不過升幅速度放緩。名

義工資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上升 1 .0%，名義薪金則在二零二零年
第四季增長 1 .8 %，上升速度均是逾十年來最慢。倘若本地疫情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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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受控，勞工市場的壓力會在未來一段時間逐步紓緩，但失業率

仍需時方可降至較低水平。  

生活費用的變動   

9 .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的 1 2 個月內，反映消費物價變動對全
港約 9 0 %住戶所造成影響的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相較甲類、
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只分別涵蓋全港約 5 0 %、 3 0%及 1 0 %的住
戶），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的 12 個月上升 0 . 1 %。截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的 1 2 個月內，整體及基本  5 綜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6，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的 1 2 個月相比，升幅如下  -   

 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  

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  

乙類消費  
物價指數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整體  0 . 1% - 0 .1 % 0 . 1% 0 . 2% 

基本  0 . 5% 0 . 9% 0 . 4% 0 . 4% 
 

1 0 .  二零二一年全年合計，預測整體和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分別上升 1 . 6 %和 1 . 0 %。   

        

5  整體消費物價指數計及政府相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而基本消費物價指數

則剔除這些措施的影響。按照慣常做法，我們進行薪酬調整時會參考整體消費

物價指數。  

6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在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布的消費物價指數月報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這些指數是根據以二零一四至一五年為基期的指數數

列計算。政府統計處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布以二零一九至二零年為基

期的最新消費物價指數，相關指數為  –  

 
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  

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  

乙類消費  
物價指數  

丙類消費  
物價指數  

整體  0 .1% @ 0.1% 0.2% 

基本  0 .6% 1.0% 0.4% 0.3% 

註：（@）變化少於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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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財政狀況  

1 1 .  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政府的財政赤字約為 2 , 32 5 億元，由
於推出逆周期財政措施，加上經常開支持續上升，預計二零二一

至二二年度的赤字為 1 ,0 16 億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財政儲備為 9 ,2 78  億元。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財政預算案》公
布，二零二二年三月底財政儲備預計會降至 8 , 01 1 億元。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1 2 .  為了在薪酬調整工作中加強與職方溝通，以便了解他們對

薪酬調整要求的理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

七日和二十八日親自與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以及四個主

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  7 的代表會晤。  

1 3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載於附件  B）概
列於下  表  –  

職方  
高層  

薪金級別  
中層  

薪金級別  
低層  

薪金級別  

(I)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8   

 ( a )  香港政府華員會  凍薪  

 ( b )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凍薪  

(II) 警察評議會  1 . 3%至 1 . 9 %之間  

(III) 紀律部隊評議會   合理的薪酬調整  

(IV)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不適用  不適用  合理的  
薪酬調整  

 

 

        

7   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為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公務員

工會聯合會和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  

8   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個屬會之一）並沒有就薪酬調整提

出要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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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職方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會議和透過

書面提出的主要共通要求如下  -  

( a )  職 方 代 表 要 求 政 府 尊 重 既 定 機 制 ， 充 分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尤其在香港經濟明顯復甦時，不應該單單參考薪酬趨

勢淨指標便決定減薪。部分職方代表表示，公務員薪酬調

整屬於政府作爲僱主與公務員作爲僱員之間的事宜。公眾

觀感並不是既定機制中的相關因素，故在過程中不應予以

考慮；  

( b )  無論是文職職系還是紀律部隊，所有職方代表均強烈反對
在任何薪金級別減薪，並要求制訂公平合理的方案，以維

持公務員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力，並肯定公務員在抗疫工作

和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 c )  職方代表要求政府考慮去年已經凍薪。他們認爲公務員在
去年薪酬趨勢淨指標爲正數的情況下接受凍薪，已充分展

現與市民共渡時艱的承擔。在通脹環境下，凍薪已經影響

了低層薪金級別員工的生計。若今年再度凍薪，在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預計有所上升的情況下，將無異於減薪。他們

因而要求輕微加薪，亦藉以提振公務員士氣和刺激本地消

費。部分職方代表要求通過加薪實際獎勵公務員團隊過去

一年的犧牲和貢獻，並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有職方代表

亦表示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財政儲備與二零二零至二一

年度相若，而政府在二零一七年亦建議加薪；   

( d )  部分職方代表要求今年繼續凍薪。他們堅持在經濟受疫情
重創下，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不能反映市場的真實情況，

因此應該完全不考慮薪酬趨勢淨指標；以及  

( e )  儘管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開始，所扣減
的遞增薪額開支已設定上限，但職方代表亦繼續批評扣減

遞增薪額開支的安排，並重申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廢除該項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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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士氣  

1 5 .  政府讚揚公務員隊伍精誠團結，靈活應變，多方面投入抗

疫工作，亦理解很多公務員因而需承擔部 門職責範圍以外的額外

職務。見及他們付出的努力，公務員自然會期望即使未能加薪亦

不會減薪 。在薪酬趨勢淨指標為負數的消息公布後，大部分公務

員預期只會凍薪，倘若減薪將會嚴重打擊公務員士氣。  

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方案  

1 6 .  經考慮並分析既定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素後，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決定向職方提出以下的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薪酬調整

方案  -  

薪金級別  公務員人數  9  薪酬趨勢淨指標  建議  

首長級  1  40 0  不適用  1 0  凍薪  

高層  2 0  0 68  - 2 .0 4 % 凍薪  

中層  1 2 2  69 8  - 0 .5 4 % 凍薪  

低層  3 4  2 39  - 0 .6 8 % 凍薪  

 

1 7 .  對於年度薪酬趨勢調查並不涵蓋的首長級公務員，按照自

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以來沿用的做法，他們的薪酬調整方案與高

層薪金級別相同。至於廉 政公署人員，雖然他們並非公務員，但

根據政府的政策，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亦會延伸至他們。  

        

9  數字反映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情況，並包括約 19 200 名借調到╱任

職於以營運基金形式運作的部門、受資助機構和其他公營機構的公務員。  

1 0   薪酬趨勢調查並不涵蓋在私營機構收取與首長級公務員同等薪酬的僱員。職方

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亦不包括首長級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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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調整方案的生效日期  

1 8 .  按照既定做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薪酬調整方案

的生效日期追溯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其他相關事項  

1 9 .  公務員薪酬調整並不適用於法官及司法人員、政治任命官

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或 資助機構員工（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

資助學校界別的教學及相關人員除外）。有關的政策背景載述於

附件 C。  
 
影響  

2 0 .  薪酬調整方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方

案在財政、環境、生產力、可持續發展和家庭方面沒有影響，亦

沒有性別議題。  

 

2 1 .  公務員佔全港總勞動人口約 5 %，而公務員薪酬佔本港經濟
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8%。公務員連同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佔
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17 %。在通脹輕微的情況下，公
務員凍薪 的薪酬調整方案 對削弱公務員的購買力有限，令經濟收

縮的影響 應微乎其微，可 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對私營機構薪酬調

整方面構成一些實質或心理影響，但實際影響有限，尤其是考慮

到私營機構往往較快作出薪酬調整。  
 
宣傳安排  
 
2 2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

已於今天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較早時候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

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

媒查詢。  

查詢  

2 3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李翺全先生聯絡（電話︰ 28 10  31 1 2）。  

 

  C    



 

 

1 0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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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及  
扣減遞增薪額開支安排的詳情  

 年度薪酬趨勢調查於一九七四年首次進行，目的是確定私

營機構的按年薪酬調整幅度。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即三個薪金

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在扣除公務員的遞增薪額開支後，會得

出薪酬趨勢淨指標，作為既定機制下的其中一項須考慮因素。扣

減遞增薪額開支的安排，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實行。這個安 排及計

算薪酬趨勢總指標時一併計入私營機構的勞績獎賞和級內遞增薪

額的做法，都是按照一九八八年公務員薪酬調整及有關事宜調查

委員會（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的建議而實行的。一九八八年

調查委員會認為，如果薪酬趨勢調查包括私營機構的級內遞增薪

額和勞績獎賞（包括當中應被剔除但不能區分出來的特殊勞績獎

賞），則為公平起見，亦須扣減公務員的遞增薪額開支。  

2. 自一九八三年以來，年度薪酬趨勢調查一直由薪酬趨勢調

查委員會 （薪趨會）授權進行，並且予以 監督。薪趨會由三方代

表組成，包括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的代表、兩個與公務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事宜相關的獨立諮詢組織  1 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員。每年

在進行薪酬趨勢調查前，薪趨會均會檢討和議定調查方法及調查

範圍，然後向薪常會提交有關薪酬趨勢調查方法的建議，以供薪

常會通過。薪常會在考慮薪趨會的建議後，會向政府提交薪酬趨

勢 調 查 方 法 的 建 議 ， 以 供 考 慮 。 在 獲 得 薪 常 會 通 過 和 政 府 支 持

後，薪趨會便會授權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

聯合秘書處轄下的薪酬研究調查組進行年度薪酬趨勢調查。  

 

        

1   該兩個獨立諮詢組織為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及紀律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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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公務員薪酬調整的適用性  

 公務員薪酬調整，並不適用於法官及司法人員、政治任命

官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或資助機構員工。有關政策背景如下  -  

( a )   法官及司法人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二零零八年五
月二十日通過，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按照另一套獨立機

制調整。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將討論應如

何調整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並會考慮包括公務員薪酬

調整決定在內的一籃子因素。在收到委員會的意見後，當

局將邀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另行作出決定。  

( b )  政治任命官員︰政治任命官員（包括局長、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有另一套獨立於公務員的薪酬政策。本文件所載的

薪酬調整方案不適用於政治任命官員。  

( c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由個別政策局和部
門聘用，主要從事季節性、有時限或非全職的工作，或服

務模式在檢討中或很可能出現轉變的工作。由於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的薪酬管理安排有別於公務員，故本文件所載的

薪酬調整方案及將會作出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決定並不適用

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 d )  資助機構員工︰除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資助學校界別的
教學和相關人員外，政府一般並不參與訂定或調整資助機

構員工（例如醫院管理局、非政府社會福利機構，以及接

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的院校等）的薪酬。這是有關

機構作為僱主與其僱員之間的事宜。因此，政府不會直接

把適用於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套用於資助機構。然而，根據

既定做法，對於那些按包括公務員薪酬調整因子在內的現

行撥款方程式調整資助金額的資助機構，在公務員薪酬作

出調整時，政府亦會調整這些機構的資助金額撥備。假如

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公務

員凍薪的決定，政府則不會調整資助金額撥備。不過，個

別資助機構作為僱主，可決定是否調整其僱員的薪酬和調

整幅度（如調整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