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17 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要點  

 
 
 
 
 
主席、各位委員：  
 
 2023-24 年度勞工及人力發展的政府經常開

支 預 算 為 32 億 2,000 萬 元 ， 較 去 年 修 訂 預 算 的      
26 億 7,000 萬元增加 5 億 5,000 萬元（ 20.6%），佔整

體政府經常開支 0.6%。我現簡述政府來年在勞工及人

力發展方面的工作重點。  
 
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安排  
 
2 .  立法會於 2022 年 6 月通過法例，落實取消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安排。政府會不

遲於 2025 年實施取消「對沖」。政府將會推行「政府

資助計劃」，向僱主提供為期 25 年、總額超過 330 億

元的資助，分擔僱主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轉制後部分

的支出，協助企業適應政策轉變。我們計劃於今年年

中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開發「政府資助計劃」電腦資

訊系統。此外，我們已委聘顧問，就「專項儲蓄戶口

計劃」作出研究，待敲定未來路向後會諮詢持份者。 
 
法定最低工資  
 
3. 立法會於上月通過修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附

屬法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將於今年 5 月 1 日起由現

行的每小時 37.5 元調升至每小時 40 元。  

勞工、人力發展及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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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長官於今年 1 月邀請最低工資委員會研究

如何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包括檢討周期、如

何提高效率，以及在最低工資水平和維持經濟發展等

元素取得平衡，並於今年 10 月底前提交研究報告。委

員會已全力開展相關工作，目前正進行公眾諮詢，聽

取社會對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的意見。  
 
檢討《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約的規定  
 
5. 政府已展開《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約」規定

的檢討，並正在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我們會審慎及全面

地探討不同方案的利弊，致力尋求勞資雙方的共識。  
 
處理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的優化措施  
 
6 .  勞工處及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已優化破產欠

薪保障基金的申請及審批程序，申請程序估計可因而縮

短多至 12 個星期。我們會監察優化程序的實施情況。  
 
提升職業安全及健康水平  
 
7. 勞工處一直按風險為本原則，密切留意各行業

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職安健）風險水平及變化，適時

制訂及調整相應的巡查執法、宣傳推廣及教育培訓策

略，積極推動職安健文化和提高職安健意識，防止意

外發生。  
 
8 .  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外數目和每千名工人意外

率，均是各行業之中最高的。勞工處推出不同措施，

包括敦促持責者時 刻做好 職安健 風險管理及 採取適

當的安全措施；就高危工序進行特別執法行動；以及

進行突擊巡查及加強地區巡邏，遏止高風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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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勞工處高度關注近期多宗嚴重及致命工作意外，

除即時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向有關持責者發出「暫

時停工通知書」及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外，亦

因應意外性質展開跟進工作，例如進行針對性特別執

法行動，並加大執法力度。若勞工處認為進行相關工

序或操作相關機械可能會構成相當高的職安健風險，

會勒令即時停止，保障勞工安全。  
 
10. 勞工處正修訂職安健法例以提高其最高罰則，

有關條例草案將於星期三恢復二讀辯論，希望得到各

位議員支持。如法案獲立法會通過，將有效提升職安

健法例的阻嚇力。  
 
「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11. 勞工處 2022 年 9 月推出為期三年，以建造業

工傷僱員為對象的「工傷僱員復康先導計劃」，目的

是以個案管理模式，為參加計劃的建造業工傷僱員提

供快捷的私家門診復康治療服務，協助他們早日重投

工作。先導計劃主要由政府資助，參加者的僱主亦須

承擔部分復康治療費用，履行他們在《僱員補償條例》

下的法定責任。我們會積極宣傳先導計劃，希望幫助

更多受傷工友盡早康復。  
 
「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  
 
12.  勞工處將於今年夏季推出新的指引，協助僱主

和僱員採取適當措施，預防僱員在工作時中暑。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13. 政府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恆常推行「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鼓勵企業聘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大灣

區工作，促進香港青年的事業發展。參與計劃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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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並以不低於月

薪 18,000 港元聘請香港青年。政府會按企業聘用的青

年人數，向企業發放津貼，為期最長 18 個月。恆常化

計劃的每年預算開支約 1 億 1 千 8 百萬元，可惠及

1 000 位大學畢業生。  
 
支援少數族裔人士就業  
 
14. 勞工處委聘兩所非政府機構推行「多元種族就業

計劃」，以個案管理方式，為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一

站式」就業服務。經檢討後，由於成效良好，勞工處由今

年起恆常推行這計劃。  
 
15. 為進一步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就業，勞工處會由今

年上半年起聘用更多少數族裔人士出任就業助理及一般

助理，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  
 
16.  在推動人力發展方面，政府本年度的工作有三

個重點：（一）招攬外來人才；（二）透過推行持續

進修基金及支持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推動本地

人力培訓；（三）優化人力資源推算。  
 

招攬人才  
 
17.  自去年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及優

化各項原有的人才入境計劃以來，申請及成功獲批簽

證來港的外來人才人數大增。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

會與相關政策局和 入境事 務處密 切監察各項 人才入

境計劃的實施情況及檢視成效，在有需要時適時調整。 
 
18.  為更好地支援來港人才，勞福局正籌備於今年

年中成立實體的「香港人才服務窗口」，為人才提供

在港的定居、求職、子女就學等一站式服務，包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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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僱主建立業務聯繫，協助他們落戶香港並留下發

展。「香港人才服務窗口」暫定為三年為期的有時限

單位，每年涉及預算開支約為 8,300 萬元。成立後，

勞福局會檢視其運作及經驗，以決定長遠的安排。  
 

培訓及再培訓  
 

19.  再培訓局剛於上個月修訂發放再培訓津貼的安

排，提升每日津貼額，以鼓勵失業和待業人士參與培

訓並投入職場。再培訓局會繼續透過超過 700 項跨越

近 30 個行業和通用技能的恆常培訓課程，每年提供

十多萬個培訓名額，協助失業及合資格在職僱員提升

就業相關技能，也會與業界保持溝通，確保課程內容

和質素配合香港人力發展的需要。  
 

20.  持續進修基金自成立以來，一直為有志進修的

成年人提供持續進修和培訓資助，以配合香港知識型

經濟的發展。去年審計署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持續進修基金提出一系列建議。勞福局會在這些建議

的基礎上，改善、監督和檢視持續進修基金的運作，

善用有關資源協助本地勞動人口提升技能，以及釋放

更多本港潛在勞動力。   
 

優化人力資源推算  
 

21.  勞福局將於今年年中以優化推算方法，開展新

一輪人力資源推算。我們會更精準評估未來五年各重

要產業對不同技術水平的人力及技能需求，從而可制

定針對性的策略及措施。  
 
22. 主席，我的簡介到此為止，歡迎各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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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