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意見書 

 

1）  背景 

 

1.1) 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維持有利的營商環境，對香港經濟長遠

發展、民生福祉至關重要。近年，受到內地和環球市場不明朗的因素影

響，香港整體經濟增長放緩，各類指標呈現向下調整的趨勢，短中期的

營商和就業情況未許樂觀。 

 

1.2） 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於本年 4月開展兩年一度對法定最低工資水

平的檢討。自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年 5月實施以來，有關水平分別於

2013年及 2015年進行調整，由每小時 28元分別調升至 30元及目前的

32.5元，四年間累積加幅達到 16.1%。 

 

1.3） 委員會肩負著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作出建議

的重要使命，須在防止工資過低與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的目標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並要顧及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需要。 

 

1.4）  委員會須掌握及監察反映社會經濟及就業情況的「一系列指標」及其最

新數據，「一系列指標」涵蓋以下四個範疇： 

(一) 整體經濟狀況； 

(二) 勞工市場情況； 

(三) 競爭力；及 

(四) 社會共融。 

 

1.5）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認同這些原則，但鑑於未來宏觀經濟前景

不明朗，甚至有下行風險，經民聯建議維持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不變，直

至下次檢討。 

 

2） 建議維持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不變的理據 

 

2.1） 經營成本持續上升、營商環境充滿挑戰 

 

2.1.1） 自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5年 5月上調以來，本港經濟和營商環境充滿挑

戰。正如 2016-17年度《財政預算案》指出，2015年本地生產總值按

年增長只有 2.4%，連續四年低於過去 10年 3.4%的平均增幅；踏入今年



 

第一季，按年增長更只有 0.8%，而預計全年只有 1-2%增幅。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明言，《財政預算案》提出多項短期措施能帶來的

經濟提振作用有 1.1%；如沒有這些紓困措施，經濟增長可能會比預期

的 1-2%更少。 

 

2.1.2） 再者，2015年貨物出口和服務輸出分別按年下跌 1.7%和 0.6%，而今年

第一季的按年跌幅更進一步擴大，分別達到 4.2%和 4.9%。最新公布 2016

年 2-4月的失業率達到 3.4%，創 2013年以來新高，為香港經濟敲響警

號。各行各業都面對逆境甚至生存的挑戰。 

 

2.1.3） 與此同時，企業負擔的經營成本卻不斷上升。政府為中小企推出多項紓

困措施，包括豁免 2015/16年度 75%利得稅（上限 20,000元），豁免

2016/17年度商業登記費和旅行社、酒店和食肆一年牌費，以及優化中

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等，可見政府亦明白中小企所面對的經營壓力，需要

提供一定支援，以協助企業應付資金周轉問題。 

 

2.1.4） 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2015年，寫字樓和零售業樓宇的租金指

數分別按年上升 6.1%和 5.1%。儘管各類物業租金指數近月略有下調，

但租金仍維持於高水平，繼續對中小企的營運構成極大壓力。 

 

2.1.5）  除了物業成本，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僱員薪酬佔所有企業的

總經營開支達到 34.9%，若只計算中小企，有關比率則達到 35.3%，而

當中聘用大量基層僱員的零售、飲食和保安行業，比率更分別達到 37.0%、

49.7%及 44.6%。事實上，2015年至今的季度工資指數一直維持 4%以上

增長，一旦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再度上調，勢必影響中小企的生存空間。 

 

2.2） 保障基層就業 

 

2.2.1） 本地經濟放緩，連帶旅遊及零售業亦步入「寒冬」。2016年第一季，訪

港旅客按年下跌 10.9%，同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更按年下跌 59.3%。

周邊服務行業，包括零售、飲食、酒店及運輸等行業可謂首當其衝。2015

年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下跌 3.7%，最新數字顯示，2016年 3月零售

業總銷貨價值按年下跌 9.8%，雖然較上個月（-20.6%）略為收窄，但

已連續 13個月錄得按年跌幅。整體而言，2016年首季的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下跌 12.5%。 

 

2.2.2） 必須指出，這些服務行業正是基層就業職位的主要來源，倘若行內企業

出現大規模裁員，甚至結業而遣散員工，將無可避免會對基層僱員的就

業環境，帶來嚴重衝擊。正如 2.1.2段所述，目前失業率已回升至 3.4%，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建造業和與消費及旅遊相關的行業（即零售、住宿

及餐飲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分別上升 0.5和 0.2個百分點，達到 5.4%

和 5.3%，後者的就業人數亦連續多月錄得按年跌幅，社會不能無視經

濟下滑對未來就業的挑戰。 

 

2.2.3） 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16年 4月公布的一項季度調查，近兩成受訪

企業表示若經濟持續低迷，或於一年內結業，而「招聘意向」指數亦首

次跌穿 50分界線（49.4），反映中小企或會凍結人手。 

 

2.2.4） 對於零售、飲食和保安行業而言，任何法定最低工資的調整，都將嚴重

影響行業的僱員結構和招聘計劃。根據諮詢文件，倘若法定最低工資調

升至每小時 33元，零售、飲食和保安行業的涉及僱員（即現時低於該

時薪的僱員）比例分別佔 1.8%、1.3%和 11.9%；一旦升至每小時 34元，

比例已分別遞增至 5.6%、4.5%和 22.9%，其後增幅更趨明顯。 

 

2.2.5） 至於涉及僱員的估計工資增加幅度，零售、飲食和保安行業分別達到

1.1%、1.1%和 1.4%（每小時 33元），以及 2.5%、2.4%和 3.0%（每小時

34元）。由於這些行業邊際利潤不高（根據政府的數據，三個行業的中

小企盈利率分別只有 3.9%、3.0%和 8.6%，未扣除稅項、撇帳和撥備等

開支），有關工資增幅將引起漣漪效應，嚴重影響經營生態，加上目前

經濟困難，經民聯認為有必要凍結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保障基層就業。 

 

2.2.6） 事實上，一般中小企的現金流緊絀，倘若現階段再次調高法定最低工資，

勢必壓縮他們靈活調度業務、適應市場變化的空間，亦會降低企業聘用

弱勢社群（如年長人士、低學歷員工及殘疾人士等）的誘因。這些都是

委員會必須考慮的因素。 

 

2.3） 減少勞資爭議，共渡時艱 

 

2.3.1） 自法定最低工資於 2011年實施以來，政府已落實法定男士侍產假，於

今年稍後作出檢討，並先後就退休保障制度（包括探討取消強積金抵銷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安排）和法定標準工時展開諮詢；現階段探討調

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不單勞資難以達成共識，更會激化雙方矛盾和爭

拗，不利社會和諧，進一步打擊企業營商的信心。 

 

2.3.2） 經民聯認同在充分考慮承受能力的前提下，企業應盡可能完善僱員福利。

事實上，不少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基層僱員提供各種福利和發展

機會。必須指出，法定最低工資僅是法律的最低要求，不適用於大部分

僱員，而優秀的僱員亦是企業的寶貴資產，僱主定會因應企業的財政能



 

力，作出適當回饋。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必須顧及個別行業聘用基層僱

員的實際需要，避免貿然加重企業負擔，製造勞資對立。 

 

2.3.3） 面對整體經濟放緩，中小企生存受到挑戰，社會更應進一步鼓勵勞資共

融，共渡時艱。政府的數據亦顯示，2015年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

長只有 2.5%，屬於溫和增幅。故此，調高法定最高工資不但沒有迫切

需要，更可能適得其反，剝奪基層僱員的工作機會。 

 

3） 總結 

 

3.1）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的目的，是全盤審視目前的經濟、勞工和社會狀

況，從而釐訂合適的水平；經民聯期望委員會詳加考慮上述意見，維持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不變。 

 

（完） 

 

2016年 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