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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2017 年《施政報告》的回應     

                                                                   2017 年 10 月 11 日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報告》)，全文首以發展經濟及人力資源為施

政重點，社會民生政策為後。本會歡迎政府從善如流，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並推出免

審查的交通費補貼計劃，以輕度舒緩基層及在職人士的生活負擔。惟《報告》在勞工政策方面著

墨不多，所提及的取消強積金「對沖」及延長產假安排均屬討論及醞釀階段，《報告》亦迴避了

標準工時立法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等迫切及爭議性的議題。 

 

  特區政府研究標準工時立法多年，早於 2012 年發表《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2013 年成

立標準工時委員會跟進有關立法研究及諮詢工作，可惜特區政府一再否定標準工時立法。早前

深水埗發生巴士車禍導致三死多傷，已敲響長工時問題的警號，這不單危害僱員職業健康，亦

影響大眾安全。標準工時已立法刻不容緩，本會促請特首正視問題，從速立法標準工時。 

 

    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已在社會討論多時，政府仍然未能在施政報告中交代取消「對沖」

的具體方案，說正研究如何協助僱主減低取消「對沖」的財政負擔云云，這明顯是偏袒商界。本

會促請政府在提出終極「取消」對沖方案時，不應削減僱員在《僱傭條例》下應得的遣散費及長

期服務金權益，因此反對早前政府建議削減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計算比例至最後一個月工資的

二分一或將兩者的提取上限減至 20 萬元。在改善勞工福利方面，特首只提出將侍產假由 3 天增

至 5 天及研究延長 10 星期產假，前者屬小恩小惠，受惠人數有限，後者則實施無期。兩者均未

能即時提升婦女的生育保障，亦無助改善僱員工作及家庭生活平衡。 

 

    在長者退休保障上，政府只重提今年一月宣布的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及「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措施。本會認為有關建議實際上並沒有整體改善長者的生活處境，反而是在迫使

一些經濟上並不太過富裕的老人家動用自己的積蓄，來應付基本生活及承擔各種未知的醫療及長

壽風險，這是不顧老年人的尊嚴，而且亦為社會製造更多貧窮人士。一直以來，大部份香港市民

支持實施全民養老金方案，扶貧委員會的諮詢報告亦指出九成民意支持不論貧富的全民退休保障

方案。本會強烈要求政府儘快設立毋須審查全民養老金制度，保證所有市民年老時享有穩定的收

入，安享晚年。 

 

   特首無視基層勞工的權益的同時，還提倡在資助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輸入外勞。本會認為安

老服務業人力不足及招聘困難源於工資工時待遇欠徍。安老服務業是現時補充勞工計劃下輸入最

多外勞的行業之一。由於勞工處監管不力下，以致外勞被剝削工資福利時有所聞，例如部份工人

每月被扣薪數千元不等，並且經常無償加班，使外勞合約訂明的每天 9 小時標準工時及加班補薪

的安排沒有如實執行。若政府擴大現行機制，只會助長業界濫用計劃招聘廉價外勞。本會認為政

府應從提升本地勞動力著手，透過積極勞工及家庭友善政策，釋放本地婦女及少數族裔的勞動

力，同時改善安老行業的職業安全情況，才是治本方法，亦可避免剝奪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 

 

http://www.hkccla.org.hk/


       本會歡迎政府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惟政府仍然不願放寬計劃的工時要求，

忽略了在職人士的家庭責任及閒暇需要及部份零散工家庭累積至少 144 工時的困難。此外，政府

認為經完善的低津可覆蓋以住戶為單位申領「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交津）的人士，以取消以住

戶為單位申請交津的安排，是變相提高該類交津住戶申請人工時及入息限制，減低他們獲享津貼

的機會。若以交津二人住戶申請人為例，申請條件由原來需達工作 72 小時(全額交津 600 元)增至

每月至少 144 小時，入息限額則由 17000 元收緊至 15600 元，才可獲取相等於低津二人住戶的 3/4

額每月 600 元津貼。 

 

根據 2015 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2.68 萬名少數族裔生活在貧窮線下，貧窮

率 13.9%，反映他們的貧窮情況嚴重。政府應繼續優化勞工處就業服務，長遠為少數族裔人士設

立專門就業服務科，或由政府資助志願團體，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具文化敏感度的深入就業輔導

個案模式的就業選配及支援服務，以改善少數族裔的就業情況；同時加強對有意或已聘用少數族

裔僱主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