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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省行政程序 讓外勞盡快到職
行會成員：非輸入廉價勞工 會保障本地人收入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葉錦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公
務員事務局13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已就2023至24年度公務員薪酬調
整作出決定，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公
務員，加薪幅度為2.87%，中層及低層
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4.65%。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

據公布，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的
公務員，加薪幅度為2.87%，但個別薪
點的金額須予訂明，總薪級表第34點為
79930元；總薪級表第35點為80730元；
紀律人員（主任級）薪級表第20點、警

務人員薪級表第36點為79790元；紀律人
員（主任級）薪級表第21點、警務人員
薪級表第37點為80590元；紀律人員（主
任級）薪級表第22點、警務人員薪級表
第38點為81400元。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
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4.65%。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作出加薪決定
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充分考慮，
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及既定年
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其他相關因
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特區政府的財政
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薪酬趨勢淨指標

及公務員士氣。特區政府會盡快將2023
至24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考慮。

華員會倡增晉升機會留人才
政府公務人員聯會主席李方沖表

示，去年公務員薪酬未有跟隨薪酬趨勢淨
指標，而今年卻跟隨指標，因此有落差，
指出去年指標同樣是跟隨私人市場而制
定，如去年屬沒根據的 「減價」 ，政府會
否將高層公務員薪酬調高。他表示今年市
道較好，而政府作為大僱主，在薪酬福利

上需要與私人市場比對，福利及長遠安定
性亦是參考指數，認為中、低層加薪幅度
具有競爭性，但高層加幅則需考慮。

華員會會長利葵燕認為，高層公務
員加薪幅度較低，疫情期間不少高層級別
公務員日以繼夜工作，現時人手不足，很
多時兩人做三人的工作。她說，私人企業
非常積極 「搶人才」 ，包括推行家庭友善
政策，擔心高層公務員會因為加薪幅度不
如預期，選擇跳槽到私人企業，建議政府
增加晉升機會，加強年輕公務員的參與
感，留住人才。

▲新加坡2022年的人口數據顯
示，當地有多達157萬外勞，佔總
人口約28%。

▲行政會議已就公務員薪酬調整作決
定，加薪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

現時本港多個行業出現勞工短缺，建造業長期

人手不足，特別是紮鐵等長期在戶外工作的工種，

要在酷暑嚴寒中工作，未必人人願意入行；小巴業

界面對人口老化，過去10年小巴司機年齡中位數升

至70多歲，欠缺新血入行。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形

容，政府的輸入外勞方案是 「遲來的春天」，已經

起步較遲，必須減省行政程序，做好住宿及培訓等

安排，讓勞工盡快到職就位。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行會通過公務員加薪 高層⬆2.87% 中低層⬆4.65%

小巴欠缺新血入行，本港70歲或以上持有小巴
駕駛執照的人數逾1.4萬人，當中80歲或以上者更有
1300多人，反映司機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年輕人
不願意入行，香港專線小巴持牌人協會早前引述數
據表示，業界整體欠缺三成司機，部分司機要返
「特別更」 ，工時或長達14小時，期望政府引入外
勞後，情況可以改善。

運輸業輸入外勞計劃之下，公共小巴及客車司
機的配額，分別是900人和800人，佔相關行業一半
的空缺。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表示，小巴
業界人手嚴重短缺，部分業界人士較早前已有計
劃，租住單位改建成為宿舍，予外地勞工居住，預
計每個單位容納8至10人，內設上下格 「碌架床」
及兩至三個廁所。

專線小巴路線固定訓練簡單
對於不少乘客關注香港與內地駕駛規則不同、

車輛規格亦有分別，周國強認為，專線小巴行駛固
定路線，訓練相對簡單，外勞司機只需 「跟車幾
次」 ，熟習路線，相信問題不大。

建造業界對於輸入外勞存在意見分歧。香港建
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歡迎輸入外勞，他表
示，10年前本港建造業人手充足，但當時立法會內
有議員長期 「拉布」 ，多項大型基建項目受到拖
延，形成 「有人冇工開」 ，部分工人被迫轉行，人
手漸漸流失， 「現在立法會沒有 『拉布』 ，工程可
以上馬，但不少人早年已經轉行，今時今日變成
『有工冇人做』 。」

伍新華又表示，輸入外勞主要關注工人的質素
和安全問題， 「內地工人來港前必須通過考核，但
兩地的工程項目不同，初期或需要時間磨合，確保
質素和工作安全。」

不過，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擔憂，輸入外
勞將打擊本地年輕人入行的意欲，擔心政府長久使
用外勞，影響就業前景，變相屆時或將進一步依賴
外勞，擴充輸入外勞計劃， 「工會曾對從業員作調
查，發現有開工不足的情況，意味未必每個工種都
有人手欠缺，政府應提供更準確的數字，說明什麼
工種欠缺多少人手，說服業界輸入外勞只是短期計
劃，而非長期措施。」

僱主需支付住宿等額外開支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歡迎

輸入外勞方案，認為有助解決建造業及運輸業的燃
眉之急，為復常後重振經濟踏出重要一步。他指
出，現時多個行業出現青黃不接，建議下一步可針
對旅遊、飲食等行業的需要輸入外勞，同時考慮就北
部都會區及中部人工島等項目訂定輸入外勞計劃。

對於有意見認為輸入外勞會影響本地工人就
業，林健鋒重申，輸入外勞並非輸入廉價勞工，將
會保障本地勞工的收入，外勞的工資絕不能夠低於
相關職位的工資中位數；而且對於僱主而言，輸入
外勞還有額外的開支，例如安排住宿，成本不菲。

有關外勞的住宿安排，林健鋒建議翻新閒置的
隔離設施或空置校舍，供外勞臨時住宿；又建議政
府與廣東省政府商量，在珠海、深圳等地安排宿位
供外勞即日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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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短缺問
題，不只限於建造

業和運輸業。政府昨日同時公布，
將優化現有 「補充勞工計劃」 ，並
改名為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暫
停執行26個低技術職位不能輸入勞
工兩年，預料今年第三季推出，意
味未來兩年內，相關行業包括侍
應、接待員、收銀員、文員等，也
可以申請輸入外勞。

料第三季推出為期兩年
現有計劃下，26個職位類別包

括：營業代表、售貨員、侍應生、
接待員、收銀員、初級廚師、文
員、電話接線生、洗衣工人、髮型
師、石工、渠工等，規定不可申請
輸入外勞，計劃優化後，上述規定

將會暫停執行兩年，變相令有關行
業 「解封」 ，同樣可以輸入外勞。

約滿後必須返回原居地
透過有關計劃輸入的外地勞

工，其工資至少相等於本地相關職
位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所享有的待

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差，
合約期滿後，不可自動續期，必須返
回原居地，若僱主仍需聘用外勞，
需要重新向勞工處遞交申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強
調，優化計劃不會影響本地低技術
勞工就業機會，政府將嚴格把關，
確保本地工人獲得優先就業後，仍
有勞工短缺時，才會處理相關申
請，稍後將訂出績效指標，勞工處
會審視有關個案，精簡審批過程，
目標三個月可以完成處理申請。

孫玉菡重申，現有計劃的要
求，包括要求僱主進行四星期本地
招聘，將維持不變，如果僱主期望
輸入的工種已有行業特別計劃，也
不可再經優化計劃作出申請。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侍應文員等26工種 放寬准申輸入外勞

輸入外勞在鄰
近地方或國家，已

非新鮮事。以澳門為例，有逾15萬
名外勞，佔總勞動人口三分之一。
新加坡2022年的人口數據顯示，當
地有多達157萬外勞，佔總人口約
28%。有人才顧問認為，輸入外勞
不會搶去本地工人 「飯碗」 ，參考
新加坡的經驗，更可以振興經濟促
進就業。

星洲外勞佔總人口28%
澳門地方狹小，人口不多，澳

門政府早於1988年，正式批准輸入
外地勞工，據《澳門總覽》資料顯示，
1991年輸入11331名外勞，時至
2022年，澳門外勞已有逾15萬，主
要來自內地，約八成半居住珠海，
通常僱員持有藍卡（外地僱員身份
認別證），每日限出入境一次。

新加坡過去持續引進不同
種類外勞，從巴士司機、建築和科
技業工人，到管理和專業人士皆
有。新加坡對聘請外籍勞工實施限
制，所有外勞開始工作前必須取得
工作簽證，之後僱主亦須支付外勞
稅，視乎僱員的資歷，高技術僱員
徵費較低。

香港專業人才協會主席蕭乃新
認為，參考澳門及新加坡輸入外勞
的經驗，只會對經濟和就業市場帶
來正面影響， 「不少人一聽到輸入
外勞，就會想到是 『搶飯碗』 （搶
就業機會），以及拖低本地薪酬，
但事實並非如此。」

蕭乃新解釋，現時本港多個行
業出現 「有工無人做」 ，而且情況
持續，從宏觀經濟角度去看，勞工
不足會影響服務質素，甚至令到部
分經濟活動難以正常運作，影響經

濟復甦，輸入
外勞主要用作
補充低技術工種，
加上設有配額關卡，
本地打工仔始終有語言
和熟悉本地文化等優勢，所
以不用過分擔心。

大公報記者賴振雄

新加坡澳門輸入外勞 利好經濟發展

他山之石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有關輸入勞工方面的安排。

▲運輸業輸入外勞計劃之下，
小巴及客車司機的配額共1700
人。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下，包括
髮型師等26個低技術職位也可以申
請輸入外勞。

▼

政府計劃改建元朗潭尾社區隔離設施作宿舍供外
勞使用。 資料圖片

1 營業代表

2 售貨員

3 侍應生

4 接待員

5 收銀員

6 初級廚師

7 食品加工工人

8 文員

9 銀行櫃枱員

10 電腦／打孔機操作員

11 電話接線生

12 布草房服務員

13 洗衣工人

14 整熨工

15 髮型師

16 貨倉管理員

17 裁剪工

18 裁床工

19 檢查工

20 送貨員

21 駕駛員

22 清拆工

23 石工

24 噴漆工

25 渠工

26 補漏工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航空業輸入外勞計劃
涵蓋地勤人員等10個前
線非管理級機場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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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