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友 權 益 聯 社 
地 址：荃灣沙咀道 305 號眾安大廈 3 字樓 A1 室  電 話：24110196  傳 真：26124222 

                                                                                                                                                                            

 
 工友權益聯社 (下稱工社) 於 1999 年 6 月成立，以社區為本的組織手法，協助失業及基

層工友建立自助互助的組織，共同爭取合理的工作權益及生活保障，實踐基層工友之間互助

共生的理念。最近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文件，現就

有關文件提出意見： 

 

自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經濟急遽轉變，由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系轉至金融、地產、服務

及知識型經濟，不少產業及技術工人不斷被社會邊緣化，以至陷入生活困境。同時，特區政

府再以「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推行不同的社會政策，不斷透過公營服務外判化、市

場化以至私營化等手段以大幅減低公共開支。 

 

事實上，香港大部份基層工友付出了青春時間，而且他們屬於香港第一代生業工人，游

走於不同成衣、紡紗及塑膠等工廠。賺的只夠餬口，長俸及退休金根本從未想過，退休時只

有萬多元長期服務金用來退休。儘管香港在二千年實施了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然而法例漏洞

百出，僱主可利用其在強積金計劃就僱員所繳付的供款累算，來抵銷《僱傭條例規定支付的

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僱主藉此可以逃避為僱員按連續性合約為服務滿 5 年或以上發放長

期服務金。由此可見，現行的強積金制度根本無法對基層工友作出長遠的退休保障計劃。 

 

香港社會貧富兩極化的趨勢，非但沒有因為經濟增長而放緩，反而越趨嚴重。根據統計

處資料顯示，直至 2009 年底全港 65 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口」已佔全港總人口約 13% (超過 90

萬)。隨著人口老化，香港到了 2036 年，老人人口將激增至總人口 26%。據樂施會發表的研

究資料顯示，全港生活在貧窮的人數高達 116 萬人。在職貧窮人士，由 1996 年約 22 萬，增

至 2006 年約 42 萬。而政府公布的《2006 年中期人口調查報告》顯示，全港超過 65 歲仍然在

職的年長工友約有七萬人，大部份從事清潔工、看更保安員及飲食行業等低收入行業，每月

收入只有數千元。當中仍未包括屬於無法統計的散(工)、兼(職)、時(薪)，與及依靠微薄的生

果金、積蓄或拾荒維生的貧窮長者。持續的「結構性老年貧窮」的問題，是特區政府不能迴

避的社會議題。 

 

由於政府一直拖延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令在職貧窮人口在經濟增長下，仍然出現持續增

加的趨勢。而反映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由 1996 年的 0.518 升至 2009 年的 0.533，今天香港已

成為最貧富縣殊的城市。工 社 發 言 人 警 告 若政府不盡快制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並且在醫療、房屋、社會福利、院舍護理及社區支援服務等各項政策，作出足夠及全面的服

務配套，結構性老人貧窮化的情況，將會為整個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危機。工社重申立場： 

 
1. 落實解決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問題，盡快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2.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並以「公開」方式進行全港諮詢； 
3. 立即停止公營服務市場化及私營化，以免加劇在職貧窮及貧富懸殊的情況 
4. 立法最低工資水平時薪３３元，以確保工友獲得基本生活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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