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零一三年，本港整體勞工需求仍然殷切，總就業人數在二零一一年及二
零一二年分別錄得 2.9% 及 2.4% 的可觀升幅後，在二零一三年全年再增加
1.8%。全年平均失業率在二零一三年維持在3.4%的低水平，與二零一二年
的3.3%相若，顯示香港再一年達致全民就業。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就業市
場的情況，並全面加強就業服務，致力搜羅市場上合適的空缺，協助求職人
士。

就业服务

加强就业服务

為協助求職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及迅速回應僱主的招聘需要，勞工處在全港不
同地區舉辦就業推廣活動。年內，我們舉辦了14個大型招聘會及492個分區
招聘會。

勞工處採取積極措施，提供特別就業服務，例如當大規模的公司倒閉或裁員
事件發生時，勞工處會設立查詢熱線，並在就業中心設立特別櫃枱，為受影
響員工提供特別就業服務。年內勞工處為僱主提供的免費招聘服務錄得
1 218 885個私營機構和政府部門空缺，而成功就業個案有156 727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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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僱主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予青年、中年及殘疾人士，並為他們提供在職
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及就業機會，勞工處於二零一三年六月起，增
加「展翅青見計劃」、「中年就業計劃」及「就業展才能計劃」下向僱主發放的
津貼。此外，勞工處亦分別自二零一三年六月及九月增加向「展翅青见計劃」
學員發放的實習津貼及培訓津貼，以鼓勵青年人參加該計劃下的工作實習訓
練及接受職前培訓。

加强青年人就业及培训支援

勞工處透過提供全面的青年人就業及培訓支援服務，致力提升青年人的就業
能力。我們除了繼續推行「展翅青見計劃」及開設兩間青年就業資源中心外，
亦於二零一三年繼續推行第三期「Action S5」，為15至24歲和有特別就業困
難的青年人提供協助。

扩阔青年视野

勞工處繼續與合適經濟體系研究設立新的工作假期計劃，同時亦會擴展現有
雙邊安排。我們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與法國簽訂協議，自七月開始設立工作假
期計劃。在十二月，我們亦與英國達成協議，由二零一四年一月開始設立計
劃。此外，我們與韓國於年內達成協議，由二零一四年起將每年香港青年的
參加名額由200名增加至500名。

优化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優化措施由二零一三年起生效，容許申請人選擇
以個人或住戶為基礎申請津貼，並按照每年調整機制提高津貼的入息及資產
限額。截至二零一三年年底，勞工處已批出津貼予63 974名申請人。

劳资关系

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

在二零一三年，勞工處繼續積極及務實地協助勞資雙方透過對話及互諒互讓
化解分歧，促進和諧的勞資關係。年內，我們共處理 70 宗勞資糾紛及
17 515宗申索聲請，超過七成經調停的個案獲得解決。年內，調停會議平均
輪候時間為2.5個星期。香港繼續為全球因罷工引致損失工作天最少的地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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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执法，打击欠薪

在二零一三年，勞工處繼續全面打擊欠薪罪行，包括違反法定最低工資的行
為。為此，勞工督察對違例較多的行業進行了特別巡查行動。我們除了主動
巡查以查察守法情況外，亦透過廣泛宣傳投訴熱線 (2815 2200)及與工會建
立的預警機制，收集各行各業僱主拖欠工資的情報。部門迅速調查涉嫌違例
欠薪的個案，並聘用資深的前警務人員協助調查，提高搜集情報和證據的能
力，務求盡早提出檢控。

我們繼續加強檢控蓄意拖欠薪金的僱主及公司負責人，並透過教育和宣傳工
作，提醒僱主履行依時支付工資的法定責任，鼓勵僱員盡早提出申索及擔任
控方證人。

隨着《2010年僱傭（修訂）條例》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起實施，僱主如
在故意及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裁斷的
款項（涉及工資或其他權利），可被刑事檢控，此舉加強了對違例僱主的阻
嚇。

促进良好人事管理措施及和谐的劳资关系

勞工處舉辦多項宣傳活動，包括展覽、研討會及講座，推廣「以僱員為本」的
良好人事管理措施。我們於九月舉辦了一個大型研討會，鼓勵僱主加強與僱
員溝通及實施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以促進勞資和諧。我們亦透過不同渠道，
呼籲勞資雙方預先制定在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安排，並鼓勵各行業更廣
泛使用書面僱傭合約及訂立公平合理的僱傭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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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权益及福利

法定最低工资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調升7.1%至30元後，整體就業市
場維持平穩，基層僱員的收入亦持續錄得改善。勞工處已進行多項宣傳活
動，推廣法定最低工資的修訂水平及最低工資法例。我們亦採取多管齊下的
策略，包括主動視察各行各業的工作場所及對低收入行業採取針對性執法行
動，以保障僱員享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權益。

最低工資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是根據《最低工資條例》設立的獨立法定組
織，其主要職能是每兩年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作出
建議報告至少一次。委員會的主席及12位分別來自勞工界、商界、學術界和
政府的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新一屆委員會的兩年任期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一日生效。勞工處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負責向
委員會提供秘書處的支援服務。

保障政府服务承办商的雇员

為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的法定權益，我們進行工作
地點巡查，以查察僱主有否遵從法例及合約的規定。經勞工處和各採購部門
加強執法及監察行動，承辦商遵法的情況已大幅改善。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在僱主無力償債的情況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特惠款項，可為合資格的僱
員提供援助。勞工處繼續從源頭打擊逃避支付工資責任的僱主，以防止欠薪
事件轉化為向基金申請特惠款項的個案。

加强打击雇用非法劳工

勞工處聯同警方和入境事務處進行聯合行動，打擊非法僱傭活動。年內，聯
合行動次數達210次。

标准工时委员会

政府於二零一三年四月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成員來自勞工界、工商界、學
術界、社會各界和政府。委員會的任期為三年，負責跟進政府已完成的標準
工時政策研究，推動社會就工時議題進行知情及深入的討論，及協助政府釐
定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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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按其職責範圍及工作計劃，從四個範疇進行相關工作，即：(i)加深社
會認識；(ii)收集相關資料，包括工時統計數據，以及進一步研究其他地方的
工時制度；(iii)根據一系列相關因素進行以數據為依歸的討論；以及 (iv)推動
公眾參與及促進社會各界就不同方案建立共識。委員會並已成了立兩個工作
小組，專責廣泛的公眾咨詢及詳盡的工時統計調查。兩個小組致力在二零
一四年年底前向委員會提交小組報告，以便委員會商討及訂定余下工作。

工作安全与健康

大型工务工程项目

鑑於大型工務工程項目陸續展開，勞工處已成立了專責小組，透過加強巡查
執法及宣傳推廣，以及參與工程籌備會議及地盤安全管理委員會，推動承建
商在地盤實施安全管理制度，以預防意外發生。勞工處亦已與發展局、有關
工務部門及其他工務工程項目委託人加強聯繫，以提升大型工務工程項目工
地安全的措施，促使有關承建商更有效控制風險。

维修、保养、改建及加建工程(简称「装修及维修工程」)

近年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意外有上升的趨勢，隨着香港樓宇老化及政府強
制驗樓及驗窗規管措施的實行，我們預計裝修及維修工程的數量將會持續上
升。

為提高樓宇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情況，勞工處繼續加強地區巡邏及在辦公
和非辦公時間的巡查，以防止承建商採用不安全的施工方法。我們亦特別針
對高處工作及電力工作，進行全港性特別執法行動。在特別行動中，我們發
出了642份暫時停工通知書或敦促改善通知書，並對353項違例事項作出檢
控。

在教育及宣傳方面，我們推行了一系列針對裝修及維修工程、高處工作和電
力工作的大型推廣及宣傳活動，以提高業界的安全意識，當中包括聯同職業
安全健康局（簡稱「職安局」）繼續推行於二零一二年展開的兩年宣傳計劃，以
嶄新的活動，將工作安全的重要性，更直接地傳達給承建商與工人。我們亦
與區議會╱民政事務處、各區的「安全健康社區」及物業管理界建立伙伴關
係，從地區層面推行工作安全的宣傳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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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與職安局於二零一三年四月舉辦「高處工作安全論壇」，讓業界人士共
同探討如何進一步提升建造業的職業安全水平。論壇當日有逾550人出席。
此外，勞工處聯同職安局推出了「中小企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以提升業界
的職安健水平。截至二零一三年年底，在接獲的超過1 000個申請當中，有
820宗已獲批核，受惠工人超過9 700人。

在二零一三年，勞工處與職安局繼續推行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透過
安全管理系統審核、培訓及資助購買高處工作防墮裝置及相關設施，提升業
界的職安健水平。

安全奖励计划

勞工處為飲食業和建造業舉辦了兩個安全獎勵計劃，以培養業界安全文化，
提高僱主、僱員及其家屬的安全意識。計劃設有多項活動，包括：舉行安全
表現比賽、巡迴展覽、安全問答遊戲以及頒獎典禮暨同樂日；進行工地探
訪；製作電台節目及電腦光碟；和在電視及電台和巴士播放宣傳短片及政府
宣傳信息。

检讨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的认可及监管制度

勞工處繼續推行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認可及監管制度的改善工作。繼於二零
一二年完成了修訂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重新甄審資格課程（建築工程）的課程
內容後，我們正為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完整課程（建築工程）的課程內容進行
類似的修訂，加入涉及地盤常見嚴重意外的個案分析及要求課程導師以互動
方式授課。修訂的課程於二零一四年年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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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工作时中暑

為確保工人得到充分保障以防在夏天工作時中暑，在四月至九月期間，我們
加強了宣傳及執法。除了向僱主及僱員推廣預防中暑的認知，我們亦派發
「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及推廣適用於一般情況的「預防工作時中暑
的風險評估核對表」。年內，我們亦與職安局和有關的職工會等合作，向職
業司機宣傳推廣預防工作時中暑的信息。此外，我們亦加強巡查中暑風險較
高的工作場所。巡查事項包括僱主有否供應足夠的飲用水、提供有遮蔭上蓋
的工作和休息地點、通風設施，以及為僱員提供適當的資料、指導及訓練
等。

加强本地和国际合作

劳动节酒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勞動節酒會，表揚勞工界的貢獻。酒會由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出
席嘉賓包括職工會、僱主聯會和其他機構的代表。

与其他劳工事务行政机关的联系

我們藉着訪問及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與其他勞工事務行政機關保持密切的
聯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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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勞動節酒會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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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勞工處副處長（勞工事務行政）吳國强率領一個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
方組成的代表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在瑞士日內瓦
舉行的第102屆國際勞工大會。

十月，勞工處處長卓永興率領代表團，按互訪計劃到北京訪問國務院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部，並拜會尹蔚民部長。代表團亦與中國企業聯合會及中華全
國總工會高層會面，就不同的勞工課題進行交流。

十二月，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謝樹興與澳門勞工事務局局長
黃志雄分別率領代表團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粵港澳勞動監察合作會
議」，與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及勞工處人員就勞動監察工作進行交流。

勞工處副處長（勞工事務行政）吳國强（右五）及三方代表
團成員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102 屆國際勞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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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處長卓永興（左一）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尹蔚民部長（左二）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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