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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任特首選舉在即，四位特首參選人向 1200 位選委拉票，出盡九牛二虎之

力，但對於手上沒有選票的 300 多萬打工仔女的訴求，卻是不聞不問。在整個競

選中，各參選人對勞工議題著墨甚少，甚至連獨立的勞工政綱也欠奉，很多爭取

多時的訴求，倒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標準工時、全民退保及集體談判權等，不

是給予負面評價，便是閃縮迴避。特首參選人對於勞工的消極取態，明顯是不欲

得罪主導選委會的商界人士，反映小圈子選舉未能保障勞工階層利益。 

 

  現時有三座大山壓在工人頭上，分別是貧富懸殊、超長工時及退休無保障，

令勞工階層長期受到困擾，壓力近乎爆煲。本屆特首梁振英參選時曾在政綱中就

勞工政策作出種種承諾，但四年半過去，至今一事無成。我們期望，下一任特首

對勞工有真正的承擔，不要對於勞工法例的改革畏首畏尾，敢於對商界的壓力說

不。 

 

第一座大山：貧富懸殊 

  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按扶貧委員會的數字顯示，香港貧窮人口達 96

萬人，貧窮住戶多達 38 萬，貧富懸殊情況處於極嚴峻的水平。根據聯合國報告

顯示，香港的堅尼系數是 0.53，不單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更是全球

先進地區之首。 

 

  導致今日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成因，一方面就是最低工資的調整滯後，未能

讓打工仔分享經濟成果；另一方面，香港自 1997 年廢除集體談判權以後，一直

未有恢復有關條例，未能提升僱員分享企業利潤的議價能力。 

 

  在特首參選人之中，只有胡國興的政綱曾承諾最低工資一年一檢，集體談判

權則簡單認為｢不適宜立法」，其餘三位參選人在這兩方面更是完全空白一片。 

 

第二座大山：超長工時 

  據一項國際調查顯示，香港工時平均每周 50.11小時，是全球最長工時城市。

梁振英雖然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但經歷三年零九個月的任期，也未能確立標

準工時的立法方向。在特首參選人的政綱之中，令人失望地，只有胡國興提出標

準工時，但其建議每周 48 或 50 小時，遠超國際上可接受的水平。另一參選人曾

俊華，只提出以｢合約為本」，變相照單全收由標委會提出、不得人心的｢合約工

時」。至於葉劉淑儀及林鄭月娥，直至現在還沒有就標準工時表態。 

 

第三座大山：退休無保障 

  香港現時雖然有設立綜援及長生津等制度，但香港的老人貧窮問題依然十分



嚴重，貧窮率高達 32.1%，反映現行扶貧式保障的缺陷。社會上主流民意一直要

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免審查方式提供予長者基本生活保障。但現時四位特首

參選人中，未見任何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的政綱，其中曾俊華更開宗明義只贊成｢

設立有資產審查」的機制，反映特首參選人與市民期望脫節。 

 

  另一個不斷損害僱員退休生活的問題，便是現行的強積金對沖機制。現屆政

府提出以｢劃線」方式取消對沖，但卻以削減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作為交換條件，

及以公帑補貼僱主炒人，我們對此表示絕不接受。 

 

  特首參選人之中，葉劉淑儀建議索性取消遣散費和長服金，明顯是向商界傾

斜，而胡國興建議保留長服金對沖，則同樣不可取；至於曾俊華雖然表示不會削

減遣散費長服金計算金額，但卻仍然傾向以基金方式轉移僱主責任。林鄭月娥至

今未有交待，會否延續現屆政府處理強積金對沖的立場，包括削減遣散費長服金

的計算金額，我們要求她盡快作出澄清，以釋除打工仔的疑慮。 

 

  除以上三大問題外，現行勞工法例裡亦存在不少漏洞，令致工傷職業病、工

作零散化、假期不足、外判制度等問題泛濫，極需下一任特首正視及提出解決方

案，但至今四位特首參選人均未有提出任何對策。 

 

最後，我們促請各特首參選人正視勞工訴求，並在政綱中作出回應： 

 

1.  立法標準工時，訂為每周 44 小時，加班補水為基本工資 1.5 倍； 

2.  修訂最低工資條例，規定每年最少檢討一次，並以「基本生活需要」作為釐

訂水平的考慮因素； 

3.  釐訂集體談判權，確立工會可在職場享有代表權、諮詢權及跟資方簽署集體

協議的權利； 

4.  在不削減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前提下，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確保強

積金的養老功能不受損害； 

5.  落實不設審查的全民養老金制度，由僱主、僱員及政府三方供款，保障每位

長者享有維持起碼生活需要的基本收入； 

6.  改變現行價低者得的政府外判制度，加入合理工資、工時及良好僱傭紀錄作

為參與投標的必要條件； 

7.  取消 4.18 條例的不合理規定，讓兼職僱員可按比例享有各項權益； 

8.  設立中央補償基金，及擴大「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確保所有工傷僱

員獲得生活及醫療費用的需要。 

 

發起團體：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街坊工友服務處 



香港職工會聯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