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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頭都是打工仔轉

工季節。有調查發現，

有65%受訪中小企員工滿意現

職公司，高於大企業的52%，

主要因為中小企較靈活。不

過，中小企的員工中仍有

32%人正考慮轉工，主要是

希望獲更好的員工福利和保

障。77%受訪中小企員工

認為，僱員福利是留住人

才的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業俊

年終酬金（包括雙糧、年尾花紅等）

醫療福利保障

比勞工條例要求更多的有薪年假

長期服務獎賞

退休保障

彈性工作時間

膳食、交通津貼

特別假期（如產假、考試假、生日假）

保險計劃（包括人壽、危疾等）

僱員進修津貼

目前任職公司有提供的福利被視為重要的員工福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強積金研
究機構積金評級昨日發表統計報告顯示，強
積金2022年全年賬面投資虧損約1,869億
元，即負回報逾15.6%，為歷來第二大年度
虧損，僅次於2008年高達30.2%的負回報。
計及強積金供款後，估計2022年強積金成
員平均賬戶結餘約22.95萬元，按年減少約
2.82萬元。

人均損手逾2.8萬元
報告預計，2022年強積金全年賬面投資虧
損約1,869億元，負回報約15.66%。經強積
金供款緩衝後，至2022年年底，強積金總

資產約為1.049萬億港元，即457萬名強積
金成員的平均賬戶結餘約為22.95萬元，按
年下跌約2.82萬元或10.95%。
積金評級主席叢川普表示，雖然市場回報並

非由強積金制度可控制，但認為強積金制度相
關持份者仍可確保成員獲得正面體驗。積金局
在2022年發布一些非常重要措施，正反映監
管機構願意在有需要時採取積極的行動。
積金局2022年8月向強積金受託人發布以
「提高強積金計劃管治報告透明度的措施」
為題的通函，該措施要求強積金受託人公開
證明其強積金計劃的「性價比」水平，將令
表現不佳的強積金計劃無所遁形，叢川普認
為此舉可大大改善成員的強積金市場環境。
叢川普續表示，2022年是投資艱難的一

年，揮之不去的新冠疫情伴隨着對通脹、利
率上升和經濟增長等憂慮，導致股票和債券
的評級向下調，令投資於傳統股票和債券的
多元化投資策略變得無效。由於強積金的所
有資產類別均錄得不同程度的負回報。儘管
強積金成員對2022年的強積金回報感到失
望，但他認為強積金成員平均賬戶結餘仍相
當可觀，反映強積金已發展成為一個有意義
的退休儲蓄安全網。

強積金去年料勁蝕1869億

調查機構：
保誠

有關調查由保誠於去年9至10月以網上
問卷形式進行，訪問共600名香港中

小企員工及300名香港大型企業員工。調查
發現，65%受訪中小企員工滿意現職公司，
滿意度高過大企業員工的52%，主要因為中
小企較人性和靈活，例如與同事及上司關係
融洽、公司有人情味，彈性工作時間和安
排，以及同事之間較少競爭等原因。

長期留職 中小企勝大企業
不過，即使打算長期留在現職公司的中小

企員工達47%，高過大企業員工的35%，但
仍有32%的中小企員工對新的工作機會保持
開放態度或正積極尋找新工作，有21%中小
企員工更只打算短暫逗留。另外，24%受訪者
表示傾向在大型公司工作，當中42%主要因
為大公司實力雄厚、另41%希望獲得更好的
醫療保障、39%考慮更全面的僱員福利、而
30%是由於大公司擁有更完善的退休制度。

吸引福利 酬金及津貼最佳
在考慮工作之去留時，77%中小企員工認
為僱員福利是關鍵的考慮因素，但只有26%
認為公司有良好的僱員福利，低於大企業員
工的38%。高達94%受訪者認為最吸引的福
利是酬金及津貼，例如年終酬金（包括雙
糧、年尾花紅等）、長期服務獎賞、膳食、
交通津貼與僱員進修津貼；至於員工保障亦
佔89%，例如醫療福利、退休保障及其保險
計劃如人壽、危疾等；而假期則佔86%，例
如比勞工條例要求更多的有薪年假、特別假

期如產假、侍產假、考試假、生日假等。

本地勞動力 2年流失14萬人
保誠首席市場拓展及保險夥伴營銷總監吳

詩雅指出，過去兩年，本地勞動力流失約14
萬人，25至39歲的佔大多數，不少屬於高
技術的大學畢業生及企業管理層人才。疫情
後許多港人重新審視生活的優先次序，包括
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未來計劃，約40%受
訪者曾因工作不符合個人生活而辭職。本地
打工仔忠誠度較全球其他地區低，亦會因較
佳的薪酬、僱員福利等轉職「跳槽」，當中
最吸引打工仔的福利是雙糧和年尾花紅等酬
金及津貼。
事實上，只有62%受訪中小企員工表示其

公司有提供醫療保障，遠低於大型企業的
83%；及只有47%的中小企員工享有僱主提
供的保險計劃（如人壽及危疾），他們對於
醫療保障的滿意度更是眾多福利中最低。另
外，就公司舉辦的理財工作坊中，最受歡迎
的題目為理財或金融知識（41%）、強積金
表現及管理（40%）以及退休規劃（33%）
等。被問及如任職的公司可提供多於一個強
積金供應商以供選擇時，有高達88%中小企
員工表示感興趣。
吳詩雅表示，現時本港共有超過35萬間

中小企業，佔全港企業總數98%以上，合共
聘用約45%的私營機構僱員，因此中小企的
業務表現對香港經濟尤為重要。員工是每間
企業的重要資產，挽留人才更是中小企可持
續發展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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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羅兵咸永道思略特(Strat-
egy&)昨日發布《科技企業增長與轉型戰
略》系列文章，着重梳理中國科技企業面臨
的增長瓶頸，並從科技業務本質切入，探尋
打開增長邊界的路徑，說明中國的To B科
技企業了解全球產業新動向，尋找增長新動
能。根據系列文章分析，中國科技企業主要
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大型企業定製需求高，對標準產品

接受度低。中國企業正處於快速發展變化的
市場環境中，對業務和管理應用的個性化、
定製化需求強烈。大型企業採購軟體的費用
與採購交付服務費用的比例可以達到1：2，
並長時間習慣於專案制的定製開發交付方
式，訂閱模式接受意願低。在獲客和收入壓
力下，科技企業的產品可複製性差，交付營
運模式重，雖然有專注做好產品的初心，但
大量精力和資源被迫投入到專案交付中。

第二，中小企業需求分散，獲客成本高。
雖然中國有近3,000萬家中小企業，但平均壽
命僅為三年左右，導致科技企業需要持續獲
客並保持客戶數量穩定。傳統的電銷和其他
渠道獲客方式無法實現精準匹配，同時對於
新的以產品為主導的增長模型（PLG）又缺
少經驗和能力。在產品組合單一、客戶廣泛
分布的現狀下，整體的獲客成本（CAC）遠
高於客戶生命周期價值（CLV），經濟模型
無法跑通。
第三，技術和服務生態不成熟，體系構建

難。開發夥伴基於統一技術平台開發應用產
品，完善功能和應用場景，但國內的獨立軟
體發展商（ISV）缺少基於雲端技術的開
發、營運經驗。同時當前大多數的渠道類夥
伴尚未具備諮詢、實施能力，無法滿足數碼
化轉型下解決方案的能力要求，也難以構建
有效的生態體系。

羅兵咸：中國科企有三大挑戰

◆經強積金供款緩衝後，至2022年年底，
強積金總資產約為1.049萬億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