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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港身份證開戶
外勞獲直接出糧

聯合醫院地盤輸入勞工復工 有望入住潭尾宿舍擺脫「野蠻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僖）建造業外勞遭管理公
司剋扣工資及層層剝削問題，引起香港社會關注。
香港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昨日對香港文
匯報分析箇中問題，指出建造業外勞被管理者以種
種名目剝削現象一直存在，最主要是聘用外勞的總
承建商將外勞食宿及交通安排等交由管理公司負
責，令這些代理人有巧立名目剝削的空間。他強調
要杜絕有關情況，僱主應直接支薪給工人，並建議
特區政府訂立工會與外勞定期接觸的機制，納入工
會監管，可及時發現剝削情況以向特區政府相關部
門反饋。此外，特區政府亦應與內地相關部門建立
聯繫機制，倘收到投訴涉及內地中介及管理公司有
濫收費用，可互通情況以執法。
黃國指出，負責供港外勞的中介公司，都是商務

部註冊的正規公司，按規定只能收取月薪10%的中
介費，若超過比例會被內地勞務部門處罰，甚至可
能被取消資格。今次聯合醫院地盤外勞遭濫收費用
事件，中介若公然收取超過規定的費用，肯定是違
反內地政府規定。中介公司可能會以其他名目濫

收費用，但這在內地同樣屬於違規，工友可以向內
地相關部門投訴讓其跟進，但問題在於工友可能不
了解相關法規，亦可能害怕失去來港工作機會而不
敢投訴，這就無法啟動內地部門究責程序。

既簽來港合同 港商有責管理
對於建造業界出現多宗有關被剝削的事件，而

香港其他行業如餐飲業及零售業等較少出現此情
況，主要是食肆及商戶僱主多是直接支薪和安排
住宿，較少交由第三方代為管理輸入勞工，「來
港勞務合同一經簽署，往來交通、食宿等，就由
接收外勞的香港商企負責，責任在香港商企。」
不過，他指出，本地承建商為推卸責任，或將這

些服務推給中介公司，有中介公司在香港註冊空殼
公司，以這些配套服務向外勞濫收費用，這明顯違
背特區政府外勞政策中關於食宿收費的規定。
另外，香港建造業一直通行「判上判」制度，承

建商申請輸入外勞後，將月薪及食宿配套費用等也
一層層推給分判商，薪酬層層過手後才發放給外

勞，也就造成中間環節有巧立名目的層層剝削。

納工會監管 防卸責剋扣
黃國建議，特區政府嚴格監督輸入外勞承建

商，規定必須承擔起外勞交通和食宿安排的責
任，不能再將責任交由第三方的服務公司或分判
商，並須嚴格按規定收取費用，嚴懲濫收費用行
為，另應嚴格規定外勞所有薪酬由承建商直接支
付給外勞本人，禁止層層轉手。
他認為亦有必要設立納入工會監管的機制，由
於外勞害怕失去工作，又不熟悉兩地法規，被剋
扣工資大都也只有啞忍，導致剋扣現象長期存
在，「管理層剋扣外勞工資，是屬於貪污的嚴重
罪行，廉政公署亦須積極介入執法。工會一直建
議政府公開輸入外勞商企名單，並規定工會有定
期探訪所有外勞的機制。倘有工會介入監管，可
及時收集證據向政府部門反映及向廉署舉報，剋
扣外勞的醜陋現象便可以在香港消失，惜政府一
直未積極回應有關建議。」

議員倡與內地部門建互通機制 防中介掠水

香港聯合醫院地盤40多名外勞遭管理公司濫

收費用剝削事件引發社會關注，香港文匯報第一

時間揭發事件，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工聯會轄

下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以及深圳相關部門積極介入。至昨日，40多名外勞工友均繼續受

聘，外勞權益初步得到保障。僱主向他們提供之前已簽署的實體合約，並安排他們放

有薪假期，以便工友領取香港的身份證和辦理開設香港的銀行戶口手續，以後由僱主

直接支薪。一眾外勞今早將正式復工，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表示會密切監察他們復工情

況，並已向承建商提出讓工友選擇是否入住深圳宿舍，還是申請到香港元朗潭尾的建

造業輸入勞工宿舍居住，不再受管理公司掣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特區政府為紓緩
不同行業人手短缺問題，去年除特別為建造業和
運輸業推出輸入勞工計劃外，並推出補充勞工優
化計劃，涵蓋其他行業不同的工種。有飲食業界
人士昨日表示，輸入外勞效果良好，為業界帶來
生力軍，而業內亦暫未發現有僱主剝削外勞的情
況，並指外勞普遍也表示對來港工作亦感到十分
滿意。有關注外勞權益的飲食業界工會則表示，
本地僱主雖未有短付工資，但收到約10宗外勞工
友指內地勞務中介濫收「勞務費」的投訴，要向
內地勞務公司繳交高於一個月薪金的勞務費才能
來港工作，費用介乎4萬元至5萬元不等的「海鮮
價」，促香港特區政府改善外勞監管制度，設立
專責組打擊不良中介。
面對「請人難」問題，不少行業均需要輸入勞

工以補充勞動力不足情況，以及滿足社會需要。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肯定外勞帶來的成效，他並引述不少
業界僱主指出，聘用的外勞本身有豐富經驗，他
們來港後亦很快適應工作環境，沒有什麼磨合問
題。另外，他指出有外勞僱員亦反映，對在港工
作感到十分滿意，因相比與之前在內地工作，薪
金有大幅提升。

「勞務費」最多只能收薪金12.5%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亦表示，在疫後復

甦的過程中，飲食業界出現嚴重人手短缺問題，直
接影響本地的生產以及服務水準，而輸入外勞除了
解決行內人力短缺的問題外，食肆增加人手才可以
提高服務的水準。他以酒樓為例，在缺人的情況
下，樓面侍應不足影響了對顧客的服務；廚師不足
則影響了食物出品和質素，而目前獲批輸入的外勞
其實仍未足夠應付業界需求，「疫情前約有26萬名
從業員，現時前線只剩下20萬人，預計最少仍需三

四萬人手，才能勉強提供正常服務。」
現時內地有14間勞務公司有資格作為中介為香
港僱主招聘勞工，根據內地法規，勞務經營公司
能最多只能收取外勞在港薪金的12.5%作為「勞務
費」，通常約為1萬元至4萬元人民幣。關注外勞
權益的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表示，不少
僱主直接與外勞僱員接觸和支付薪金，無須第三
方負責，降低有關成本和剝削問題出現，未出現
建造業界般的情況。不過，亦有工友表示來港前
遇到中介公司濫收費用問題，如違規增加「勞務
費」，費用要4萬元至5萬元不等，其工會約收到
10宗外勞工友的有關投訴。
他認為，外地勞工同樣是為社會付出勞動力的
一員，應享有同等的保護，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對
輸入外勞的制度性監管，並成立專責小組，負責
調查和處理涉及外勞被不公對待的案件，確保外
勞合法權益得到保障。

飲食業輸入外勞效果佳 勞資滿意未見剝削掃碼睇片

●聯合醫院地盤外勞前日到羅湖文華社區維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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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名外勞劉先生昨日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他們昨早已

在深圳獲取僱傭合同，並且憑藉
該份合同可以辦理香港身份證以
及在香港開戶領取銀行卡，這樣
預計將可以免去管理公司每月
6,000多港元的高額管理費。他表示一眾外勞也十
分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工聯會、文華社區以及香
港文匯報等幫助和介入，維護了他們這些外勞的
合法權益。

判上判無實體合約釀剝削空間
到深圳協助工友的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趙建強昨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40多名外勞工友
的僱主其實是地盤的二判，該公司經內地註冊的
勞務中介公司聘請工人後，將工友的管理工作交
由該間涉嫌剝削工人的人力公司負責，二判亦沒
有為工友申請入住建造業議會在元朗潭尾的外勞
宿舍，而是安排入住該間人力公司在深圳的宿
舍，造就該管理公司有剝削工友的機會。
他表示，管理公司要解僱該批維權外勞，外勞
頂着被炒的威脅向公安舉報剝削情況，公安認為
涉及合約糾紛而轉介到黨群服務中心進行調解，
而事件獲特區政府發展局及有關政府部門、大
判、二判僱主和傳媒的積極介入調停，幫助工會
伸張正義及協助工友保障權益，40多名工友得以
「保住飯碗」，繼續受聘。
他並解釋，僱主雖聘用該批外勞，但工友一直
未收到實體的僱傭合約，只有電子版合約，無法
申請香港身份證，「他們沒有實體合約，申請不
到香港身份證，特區政府入境處只向他們發出
『行街紙』，讓他們來港工作。由於沒有身份
證，他們亦無法在香港開辦銀行戶口，所以薪酬
由管理公司代發，因此可以控制及剝削工友。」
趙建強指出，經調停後沒有任何工友需要簽署
新合約，僱主昨日向他們提供之前已簽署的現有
合約，並安排工友昨日放有薪假期，而工友獲得
實體合約後，昨日來港申請身份證和到銀行開
戶，「之前工友並非在港居住，沒有香港地址，
現時則是用僱主的地址開設銀行戶口，攞銀行
卡，以後僱主直接入數支薪給他們。」

借管理宿舍名義「多收六千」
他又指，前日參與調解會議得悉，該批工友與
管理公司有簽訂協議，除每月扣除10%即2,970元
的勞務費用外，該管理公司還要每人每月扣除
6,730元，即合共要扣起9,700元，「根據協議，
6,000多元是宿舍清潔和管理費用，我們工聯會深
圳有服務處，（調解會）有律師在場，給律師
看，律師說協議是有效的，但過程中是否合法呢
則是另一回事。」他指出，根據香港的規定，輸
入的勞工每月只能扣除10%的薪酬作為住宿費
用，「其他的開支其實是僱主負責，不能再以種
種名目扣除薪金。」
工會已向僱主提出讓工友選擇是否在深圳的宿
舍居住，還是來港入住潭尾的外勞宿舍，「當然
入住潭尾需要向建造業議會提出，要時間作安
排，如果不再在深圳的宿舍居住，則無須再由該
人力公司管理。」
他透露，自工會上周四（5日）揭露建造業工友
遭層層剝削事件後，已陸續有更多工友維權，向
工會投訴被剝削情況，工會會了解有關投訴以及
作出跟進，維護工友權益。

●維權外勞有望可申請到潭尾
的建造業輸入勞工宿舍居
住。圖為該宿舍部分住
宿配套。資料圖片

▲前日，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與羅湖區文華社區
有關負責人協調解決外
勞糾紛。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代表觀察外勞住宿狀
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