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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是讓人尋找尊嚴生活的過程，無奈身邊很多故事都提醒著我們，不少人在這個過程之中犧牲自

己所珍視的，來換取卑微而渺小的願望。不少人為了養家，卻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時間；為追求美好生

活，卻又賠上自己的身心健康。最終，到底是工作只成為了人生存的目的，還是要指向更偉大的終點，

其實已經難以分得清楚。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新界，於今年 3 至 4 月間，訪問了 110 名北區食環署外判清潔工友，其中超

過八成工友表示，自己曾在工作期間出現勞損情況，引致身體中度或嚴重疼痛， 最為常見的勞損位

置分別是膝蓋（在勞損工友中佔逾六成）、肩膀（近六成）及腰背（近四成半）、導致行動困難（逾六

成）、睡眠質素差（近五成）、心情變差（近四成），及無法長時間行走（近四成），對日常生活構成深

遠影響。在受訪者之中，逾半工友年齡已經超過 65 歲，有的甚至表示自己工作八年期間，承受了同

樣時間長度的身體疼痛。試想像一下，到底是甚麼原因，讓一個個原本應該頤養天年的老人，要持續

忍受著身體的痛楚，堅持每日勞動工作。 

 
工友面對身體上的痛楚，只是外判制度剝削下的冰山一角。很多外判的利潤都是由差價而來，變相形

成了一種將工作成本層向下轉嫁的惡性循環。在走訪接觸工友的過程之中，有工友表示自己在工具不

足的情況下，需要自費購買；有工友在放假返鄉探親期間，因應人手不足被要求銷假上班；有工友被

上司及路人指罵後，被建議要懷著感激的心情接納。這些生活上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的壓力，工友由最

初的拒絕，慢慢因反對無效而逐漸變得沉默忍受。尊嚴，似乎不是人人都垂手可得的。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中指出，「愛是奉獻，把「自己的」給予別人；但愛德不能不尊重公義，

公義在於把「別人應有的」給予他，這是人因他的本性及他的作為而來的權利。除非我把按公義該給

他的先給了他，我就不能說把我自己的奉獻給他人。凡真正愛人的，一定先會對他們公道。」 

 
勞工權益有賴大眾的監督 1，若我們不以消費者的角度對待服務我們的人，而是視對方作為社會持分

者的一員，同樣地擁有人性尊嚴， 社會文化也就能更公平地審視人的價值。願我們看見那些平日不

被看見的人們，重視工人的貢獻，確保工人獲得合理的工資、安全的工作條件和良好的福利待遇，特

別向處於弱勢的人給予支持和希望，也許透過團結關懷實踐愛德和公義，我們能夠建立和諧的關係，

讓每個人的價值和尊嚴都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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