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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條例》下的連續性合約  

 
 
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敍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

委員會 ")就《僱傭條例》 (第 57章 )下的連續性合約的議題所進行

的討論。  
 
 
背景  
 
2.  根據《僱傭條例》附表 1，僱員如根據僱傭合約受僱四  
周或以上，以及每周工作 18小時或以上，其合約即界定為連續

性合約。這是通常被稱為連續性合約的 "4-18"規定。雖然一些保

障及權益，是所有僱員 (不論其受僱期或每周工作時數的長短 )
均可享有的，但一些其他保障及權益只提供予連續性合約的僱

員，包括休息日、法定假日的薪酬、有薪年假、有薪產假、有

薪病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但他們必須符合這些福利規定

所需的條件。  
 
3.  據政府當局表示，連續性合約的概念，是讓與僱主有固

定僱傭關係的僱員享有全面的僱傭福利。在僱傭合約是否連續

性合約的爭議中，《僱傭條例》第 3條規定僱主須承擔舉證責任，

以證明該合約並非連續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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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1年第三季，政府統計處 (下稱 "統計處 ")透過 "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 "進行了一項專題訪問，以搜集那些並非以連續性

合約受僱的僱員的資料。勞工處委託統計處在 2006年第一季再

進行調查，該專題訪問亦是透過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進行的。其

後，勞工處委託統計處搜集有關在 2009年 10月至 12月期間並非

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的進一步統計數據，包括他們在勞工

市場的分布與比例，以及他們的工種特性。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為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所提供的保障  
 
5.  越來越多僱員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此現象已成為事

務委員會一項主要關注事宜。在 2005年 6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上，委員討論有關為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所提供的

保障。有委員建議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應有權按比例

享有全職僱員的權益和福利。亦有委員建議 "4-18"規定應予撤

銷，並應從較廣泛的層面，在研究僱員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的

問題時一併探討此課題。在 2011年 5月開始實施法定最低工資

後，委員關注到法定最低工資會否對此等僱員的就業機會帶來

負面影響。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進行調查，以收集相關數據，

探討法定最低工資在這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  
 
6.  據政府當局表示，撤銷或降低《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

約的 "4-18"規定會對僱主有成本方面的影響，因為此舉會令他們

亦須向工時較短的僱員提供全面的僱傭福利。零售、飲食及娛

樂等行業對兼職員工有較大的需求。假如放寬了 "4-18"的規定，

這些行業的僱主可能有需要削減其員工數目，從而控制僱用員

工成本的增幅。撤銷這方面的規定，亦會對選擇工時較短的人

士的就業機會有負面的影響。此外，此舉亦會對就業市場的邊

際人士有所影響，因為他們或會難以和全職就業市場的其他求

職者進行競爭。除此之外，此舉亦會削弱某些行業的靈活性，

因為以往一旦市場上對這些行業的貨品及服務的需求出現重大

變化，他們往往可以藉增減其兼職僱員的人數來作出調整。鑒

於對僱主及僱員均有廣泛的影響，任何擬撤銷或削減連續性合

約下的 "4-18"規定建議，當局均須就這方面審慎地作出考慮。委

員獲告知，勞工處已委託統計處搜集統計數據，以便對實施法

定最低工資的影響進行評估。政府當局會在檢討《僱傭條例》下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時參考該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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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進行調查的結果  
 
7.  在 2008年 1月 17日的會議上，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一

項統計處在 2006年第一季進行專題訪問 (下稱 "該項調查 ")的結

果；該項調查搜集並非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的最新資料。

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已就調查結果進行商議。對於非

"4-18"僱員 (即每周工作時數少於 18小時的僱員 )人數大增，由

2001年的 28 900人，增加至 2006年的 52 400人，委員對此表示關

注。委員籲請政府當局修訂《僱傭條例》，以減低無良僱主對

兼職員工的剝削。  
  
8.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當局會否考慮撤銷

"4-18"的規定，並把《僱傭條例》下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的

權益及福利，延伸至讓兼職僱員亦可按比例享有。有委員認為

撤銷 "4-18"的規定或會帶來正面影響，令非 "4-18"僱員增加其工

作時數，從而簡化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  
 
9.  據政府當局表示，經濟增長或會導致非 "4-18"僱員人數

有所增加。和這些僱員相比，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僱員可根據

《僱傭條例》享有額外福利，但非 "4-18"僱員不論其工時長短，

亦應根據《僱傭條例》享有基本的權益及福利。一如該項調查

顯示，部分僱主已自願地向非 "4-18"僱員提供超出《僱傭條例》

法定規定的福利。  
 
1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該項調查顯示，大部分非 "4-18"
僱員 (即每周工時少於 18小時的僱員 )是基於個人原因才不選擇

較長的工作時數。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說，部分行業 (例如

零售業及飲食業 )或會因運作的需要而寧願聘用兼職員工。這些

行業聘用兼職員工，亦可為那些寧願工作較短時數的人士提供

就業機會。撤銷該項規定或會對就業情況有負面影響。  
 
11.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根據所取得的統計數字進

行深入研究，並會探討修訂《僱傭條例》的可行性，以便提升

非 "4-18"僱員的權益及福利。  
 
12.  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月 17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馬上展開修訂《僱傭條例》，以保障非 "4-18"僱員可以

享受法定僱傭權益及福利。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將會因應勞工

市場近期的發展，就《僱傭條例》下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進行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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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號專題報告書的主要調查結果  
 
13.  政府當局在 2011年 11月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中，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統計處就受僱於短期或短工時僱傭合約的僱員 (下
稱 '"短期／短工時 "僱員')進行的統計調查所得的主要結果。該調

查的結果已在統計處於 2011年 7月公布的第五十五號專題報告

書 (下稱 "該報告書 ")中發表。本港共有 148 300名 "短期／短工時

"僱員，在統計時被劃分為 3個類別，即A類、B類及C類。委員

獲告知，A類僱員有 56 300名，每周通常工作少於 18小時；B類

僱員有 75 800名，在現職每周通常工作 18小時或以上，但在統

計時在現職受僱少於 4周；以及C類僱員有 16 200名，在統計時

在現職為其僱主連續工作 4周或以上，而通常 (但非連續性地 )每
周工作 18小時或以上的僱員。   
 
14.  委員進一步獲告知，調查顯示大部分A類的非 "4-18"僱
員每周工作少於 18小時。他們主要是基於個人原因沒有選擇工

作較長時數，這些原因包括家庭職責、在求學中、因健康問題

或年老，以及無經濟需要等。  
 
15.  在B類 25 600名預計自己不會在現職連續工作 4周或以

上的僱員中，約有一半提及其僱主不為他們提供較長期合約的

原因包括 "行業的傳統／公司的常規／公司的業務安排 "，委員對

這些原因深表關注。部分委員認為，此等理由只是無良僱主或

具有相當規模的企業為逃避為 "短期／短工時 "僱員提供僱傭福

利的法定責任而提出的藉口。這些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

甚麼措施以遏止此等做法。此外，委員亦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澄清：倘若就《僱傭條例》作出法例修訂，以加強對 "短期

／短工時 "僱員權益及福利的保障，請當局就此舉對營商環境和

勞工市場的影響進行評估。  
 
16.  政府當局解釋，該 25 600名預計自己不會在現職連續工
作 4周或以上的 "短期／短工時 "僱員中，大多數從事建造業。基
於建造業的工作特性，具一技之長的工人通常會從事短期工
作，直至他們負責的工程部分完工後，便會離開工作的地盤。
由於 "連續性合約 "是釐訂僱員是否享有根據《僱傭條例》多項僱
傭權益的基礎，任何對這項法定定義的修訂均會對勞工市場和
整體社會有深遠的影響。  

 
17.  有委員對統計中對C類僱員的就業及人口特徵分析表示

關注。據政府當局表示，統計處首次就此類僱員搜集數據。這

類僱員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的總僱員人數中佔 0.6%，當中的 33.0%
從事建造業， 32.0%從事零售、住宿和餐飲業， 11.6%從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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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以及11.1%從事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業。  
 
18.  委員關注到，越來越多僱主為兼職僱員作出奇特的工作

時數模式安排，以致有關的僱員無法享有以連續性合約受僱的

僱員獲法例賦予的保障及福利。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堵

塞這方面的漏洞，取消 "4-18"的門檻，並提出立法建議，以加強

為 "短期／短工時 "僱員提供的僱傭保障及福利。  
 
檢討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  
 
 
19.  在 2010年 10月 21日及 2011年 2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席上，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政府當局就《僱傭條例》

下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進行檢討的進展情況及完成是項檢討的

時間表。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現正因應報告的調查結果就 "連續

性合約 "的定義進行檢討。  
 
20.  委員在 2011年 11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再次對政

府當局就《僱傭條例》下 "連續性合約 "的定義進行檢討的進展情

況表示關注。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現正就此事進行檢討，並會

參考其他地方的相關法律及規例、措施和經驗，以及報告發表

有關 "短期／短工時 "僱員的調查結果，亦會適當地考慮香港本身

的情況。當局必須在僱員的利益及僱主的承擔能力之間取得合

理平衡，這點實屬重要。政府當局當時的計劃是在 2012年年中

就此項檢討諮詢勞顧會。當局將會再次諮詢事務委員會。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3月 15日  



 6  
 

附錄 

 

《僱傭條例》下的連續性合約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16.6.2005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人力事務委員會  17.1.2008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人力事務委員會  21.10.2010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10.11.2010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問題18) 
 

人力事務委員會  17.2.2011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16.3.2011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問題9) 
 

人力事務委員會  17.2.2011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文件  
CB(2)694/11-12(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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