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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對人口政策意見書對人口政策意見書對人口政策意見書對人口政策意見書 

 

本會從人口政策導委員發表的諮詢文件中，感到主要圍繞人力資源規劃，欠缺探討如何提升及改

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並沒有深入了解及分析市民現況和打工仔女面的生活與人口政策的關連。本

會對此表示失望及遺憾。在這個狹獈的視野下，「人口」只不過淪為經濟發展的工具，而不是生活

應受保障的社會公民。從文件中可見，這種由工商界利益主導下的人口政策，對於積累多年的民

生及人才發展問題缺乏具體和實質的建議，只是處處偏袒工商界利益，不斷為擴大及放寛輸入外

勞造勢。 

 

本會的詳細意見如下： 

 

重視僱員發展重視僱員發展重視僱員發展重視僱員發展，，，，改善勞工條件改善勞工條件改善勞工條件改善勞工條件，，，，立法標準工時立法標準工時立法標準工時立法標準工時，，，，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 

本會不同意在現有的輸入勞工措施上再額外增加新的措施。現行的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已經能夠作為輸入高技術高學歷的外地專才的渠道。而補充勞工計劃則

能夠作為輸入較低技術勞工的方法。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零售業在 2002 至 2012 年間，香港的勞動人口共有 9%的升幅，同期間

零售業的就業人口卻大幅攀升 23%，由 21 萬人上升至 26 萬人。反映零售業是有新人加入。 

假設勞工短缺的話，根據簡單的供求定律，市場出現人手不足時工資勢必上升。然而零售業在香

港一直屬於低薪行業。2012 年零售業工資中位數僅超過 1 萬元（10,300 元），與香港整體工資中

位數 12,800 元相差 20%（2500 元），工資及工時不及其他行業；工時中位數為每星期 48 小時，每

星期工作超過五天的比例約 76%。試問零售業若然真是「勞工短缺」，為何工資總是長期偏低？

而零售業轉工人士中，有大約三份一不滿收入或僱員福利，其他原因包括不滿工作性質、工時、

工作環境等。 

如零售業也嚷著輸入外勞，那麼香港的年輕人還可以加入在那行業？青年失業問題向來是社會大

眾所關注的，而零售業一直是青年人相對願意加入的行業。2012 年零售業一共吸納了接近 10 萬名

15 至 29歲的年輕人加入，相比其他行業為多。一旦零售業也輸入外勞，香港還有哪些行業可以吸

納香港的青年勞動力呢？ 

事實上，零售業所謂的 「勞工短缺」，只是由於零售業工資長期偏低，工時長、假期少及無前景

(工人無空間自我增值)等業界陋習，導致零售業人才流失問題嚴重，而非真正的勞工短缺。從勞工

處於早前的「零售業良好人事管理挽留人才的策略」，文件中提及「如何挽留優秀僱員」是零售

機構的僱主能夠重視改善零售業僱員的薪酬福利、改善工作環境、推出家庭友善措施及重視僱員

的發展機會，零售業自然能夠成功挽留人手，減少人才流失。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託託託託兒服務兒服務兒服務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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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件有關鼓勵女性料理家務者就業，本會十分支持，但文件並無任何具體的建議。本會認為，

現時婦女面臨最主要的困難是缺乏社區託兒服務。現時社區保母名額只有 720 個，且只能夠照顧

六歲以下的幼兒。而每區全日制幼兒中心名額亦只有 44 至 144 個，服務明顯不足。關愛基金推行

的「課餘託管試驗計劃」受惠人數亦只有 12,000 人。雖然施政報告同時提出增設社區保母及課餘

託管的資助名額，但增加幅度未如理想。本會認為從速大幅增加上述各項服務的名額及資助，將

有助更多婦女外出工作。 

 

施政報告提出「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服務對象的年齡，由 6歲以下延至 9歲以下，但卻沒有

同時增加聘請社區保母的資助，現時社區保母只能收取義務性質每小時 20-22 元，較最低工資為

低，根本無助提供穩定的託兒服務。 

 

制訂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制訂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制訂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制訂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 

不論是鼓勵婦女就業，抑或鼓勵家庭生育，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措施。具體的政策

包括：1) 將女性產假由現時 10周增加至 14周，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看齊；2) 設立男士有薪侍

產假七天；3) 將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劃一為 17 天；4) 設立育兒假或家事假，給予育有幼兒的在

職父母；5) 制訂標準工時每周 44 小時，加班費為正常工資 1.5倍，每周最高工時為 60 小時；6) 立

法規定五天工作周；7) 在較大型企業訂立家庭友善工作間規定，例如設立哺乳室。 

 

由於現時工時過長，亦缺少假期，令大量的潛在勞動力未能釋放，僱員不能平衡工作與照顧家庭

的時間。有婦女表示，由於丈夫每天要工作 12 小時，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於是責任全落到女

性身上，因此太太也不可能外出工作。而不少基層行業的工作崗位都需要長工時工作，例如中式

飲食業，零售業等經常 12 小時，每天工作 8 小時竟然已經在行內視為「兼職」！令不少女性難參

與及”被迫兼職”，更令很多婦女卻步。 

 

保障零散工保障零散工保障零散工保障零散工 

根據 2009 年統計處資料，近三分之二部份時間工作的僱員為女性。現時法例對每周工作少於 18

小時，或少於連續 4周或以上工作 18 小時的僱員缺乏足夠保障，該些俗稱少於「418」僱員不可

享有有薪年假、有薪法定假期、有薪產假及病假等等，亦沒有被解僱及遣散的賠償。因此，本會

要求取消「418」規定，未能連續四周或以上工作 18 小時的僱員應享按比例的勞工保障。只有改

善兼職員工的待遇，才可吸引更多女性料理家務者或提早退休人士重投勞工市場。 

 

立法立法立法立法禁止禁止禁止禁止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年齡歧視 

從本會經驗看到不少僱主往往歧視年齡較大的人士，不論是求職者抑或現職僱員。以零售業及服

務業最為普遍，令不少大齡工友不能入職，正正是文件所指的四、五十歲工友的勞動力未能發揮。

政府應該盡快草擬年齡歧視的法例，一方面既是鼓勵婦女及中年人士就業，另一方面更是改變社

會的風氣。 

 

有關培訓及再培訓有關培訓及再培訓有關培訓及再培訓有關培訓及再培訓，，，，協助青少年就業及職業教育協助青少年就業及職業教育協助青少年就業及職業教育協助青少年就業及職業教育 

2013 年第三季，15-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為 14.9%，而 20-24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達 10.7%，合

共的失業人數近 3.9 萬人，佔整體失業人數差不多三分之一。本會認為政府必須做好青年就業的培

訓及配套，一方面解決青年就業困難問題，另一方面增加勞動力的供應。 

應加強資助培訓機構，開拓適合青年就讀的職業培訓內容，使有關培訓與香港經濟發展接軌。並

加強資助開發及推廣創新工藝課程，使青年透過修讀課程，更容易進入相關資歷階梯。 

 

有關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有關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有關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有關提升長者生活質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根據政府「2012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長者貧窮率達 54.4%。文件並無應對長者貧窮的方案，卻只

在一些細眉細眼上著眼，例如「銀髮市場」或長者當義工的議題。假如長者缺乏合理的生活保障，

只會迫使他們繼續工作，甚至要執拾紙皮及垃圾維生，那麼文件中提及的任何長者學習、擔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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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等都不過是空談。本會認為政府在制訂長遠人口政策的時候，必須著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以確保老有所養。 

 

總括，本會就人口政策的建議簡述如下： 

A. 輸入外勞輸入外勞輸入外勞輸入外勞 

1) 反對進一步擴大輸入外勞，特別是輸入低技術勞工； 

 

B. 促促促促進進進進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2) 增加全日制幼兒中心、社區保母、課餘託管計劃等的名額； 

3) 將社區保母界定為正規工作，給予市場薪酬及勞工保障； 

4) 增加資助託兒服務的名額，以協助基層家庭就業； 

5) 將女性產假由現時 10周增加至 14周，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看齊； 

6) 設立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 

7) 將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劃一為 17 天； 

8) 設立育兒假或家事假，給予育有幼兒的在職父母； 

9) 制訂標準工時每周 44 小時，加班費為正常工資 1.5倍，每周最高工時為 60 小時； 

10) 在較大型企業訂立家庭友善工作間規定，例如設立哺乳室； 

11) 修改僱傭條例，取消「418」限制，低於 418 的僱員可按比例享有勞工保障； 

12) 立法禁止年齡歧視； 

 

C.長者安老長者安老長者安老長者安老 

13)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14) 增加長者進修的機會；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 

20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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