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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引言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向四個中央評議會 1職方 (下稱「職方」 )提出以下薪酬調

整方案，其生效日期追溯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 a )  高 層 薪 金 級 別 及 首 長 級 的 公 務 員 ， 加 薪 幅 度 為

2 . 55% (相等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 b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3 . 92% (相等於中

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以及  

 

( c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加薪幅度為 3 . 92% (相等於低

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理據  

 

公務員薪酬政策  

 

2 .  政府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去吸引、挽留

和激勵有合適才幹的人員，為市民提供有效率和成效兼備的服

務，以及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以確保公

務員薪酬是公務員和他們所服務的市民都認為是公平的。當局

按照行政會議於二零零七年通過的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

制，定期進行三類不同的調查，以比較公務員薪酬和私營機構

薪酬情況。這三類調查分別為： ( a )每年一次的薪酬趨勢調查，

以確定私營機構在年度之間的薪酬調整幅度； (b )每三年一次的

入職薪酬調查，以比較公務員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與資歷要求

相若的私營機構職位的入職薪酬；以及 ( c )每六年一次的薪酬水

平調查，以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每

                                                 

1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警察評

議會和紀律部隊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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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的薪酬趨勢調查按照既定機制進行，機制詳情載於附件

A。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即三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

在扣除公務員的遞增薪額開支 2後，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作為

每年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  

 

每年薪酬調整的流程  

 

3 .  在年度薪酬趨勢調查完成後，當局會邀請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在考慮以下六項相關因素後，就向職方提出 的薪酬調

整方案提供意見。這六項因素包括—  

 

( a )  薪酬趨勢淨指標；  

 

( b )  香港經濟狀況；  

 

( c )  生活費用的變動；  

 

( d )  政府的財政狀況；  

 

( e )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  

 

( f )  公務員士氣。  

 

倘若建議的薪酬調整方案與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有所不同，當

局會再次諮詢職方，然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作出最終決

定。  

 

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  

 

4 .  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的調查期涵蓋二零一二年四月二

日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的 12 個月。一如過往多年，由三方組

成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3在薪酬趨勢調查進行前，已檢討並議

定調查方法及調查範圍。二零一三年一月，薪酬趨勢調查委員

會根據既定機制，就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向公務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下稱「薪常會 」 )提出意見。建

議的調查方法獲薪常會通過，亦得到政府當局支持。薪酬趨勢

調查委員會遂授權薪酬研究調查組進行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

查，蒐集了 1 09 間公司共 1 80  2 53 名僱員 (包括 82 間規模較大公

司的 1 78  3 32 名僱員和 2 7 間規模較小公司的 1  9 21 名僱員 )的基

                                                 

2 「遞增薪額開支」是指給予仍未達至其職級頂薪點的公務員的增薪額所涉及

的開支，以總薪金開支的百分比顯示。  

3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的代表、政府代表，

以及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方面的諮詢組織代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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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薪金和額外酬金的調整數據。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

載於下表—  

 

薪金級別 4
 

基本薪金指標  

[ A]  

額外酬金指標  

[ B]  

薪酬趨勢總指標  

[ A]  +  [ B]  

高層  4 . 03 % - 0 .6 5 % 3 . 38%  

中層  4 . 97 % - 0 .1 8 % 4 . 79%  

低層  5 . 52 % - 0 .2 2 % 5 . 30%  

 

5 .  按照既定做法，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

十 二 日 舉 行 會 議 ， 審 議 二 零 一 三 年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的 結 果 。 會

上， 11 名委員 5接納調查結果。此外，一名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

方的代表有保留地接納有關結果，而代表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

的兩名委員則有很大程度 的保留地接納結果。代表警察評議會

職方的兩名委員則不同意接納調查結果。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

同日把調查報告呈交當局。計算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如下—  

 

薪金級別  

薪酬趨勢  

總指標  

[ C]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  

遞增薪額開支  

[ D]  

薪酬趨勢  

淨指標  

[ C]  –  [ D]  

高層  3 . 38 % 0 . 83 % 2 . 55%  

中層  4 . 79 % 0 . 87 % 3 . 92%  

低層  5 . 30 % 1 . 38 % 3 . 92%  

 

                                                 

4 在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中，三個薪金級別的薪幅分別為—  

(a)   高層：  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至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9

 點或同等薪點，即 54,666 元至 109,365 元；  

(b)   中層：  總 薪 級 表 第 10 至 33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 即 17,835 元 至

 54,665 元；以及  

(c)   低層：  總薪級表第 1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即低於 17,835 元。  

5 該 11 名毫無保留地接納調查結果的委員包括：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三名職方代表、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兩名職方代表、薪常會兩名代表、紀律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代表、政府當局兩名代表、公務及司法人員薪

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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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狀況  

 

6 .  本地生產總值繼二零一二年全年錄得低於趨勢的 1 .5 %增長

後，於二零一三年首季按年實質溫和擴張 2 .8 %。展望二零一三

年餘下時間，經濟前景仍受到外圍甚多不明朗因素所籠罩。 儘

管如此，本地消費市道料會保持暢旺，加上基建工程繼續進行

及訪港旅遊業蓬勃，可望繼續為本地經濟提供增長動力。倘若

外圍經濟環境沒有突然惡化，香港經濟在二零一三年全年應可

達到 1 . 5 %至 3 .5 %的實質增長。  

 

7 .  由於本地商業活動持續強韌和訪港旅遊業興旺，去年勞工

市場仍然偏緊。雖然自二零一二年年中以來，經季節性調整後

的失業率輕微上升，但二零一三年第一季的數字仍處於 3 . 5%的

較低水平。在此背景下，督導級及以下僱員的名義工資在二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按 年 穩 健 增 長 5 . 1% ， 二 零 一 二 年 全 年 則 上 升

5 . 7%。不過，較近期從住戶收集的統計數字顯示，在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全職僱員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相

對一年前只輕微上升 2 . 3%，主要是因為較高收入群組的收入增

長緩慢所致。由於外圍環境尚有很多不明朗因素，本地招聘意

欲仍然較為審慎，故就業前景將取決於日後的整體經濟增長和

企業創造職位的能力。  

 

生活費用  

 

8 .  通脹在二零一三年第一季保持平穩。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

二零一三年第一季按年上升 3 . 7%，稍低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的

3 . 8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整體通脹平均為

3 . 7 %
6。 展 望 未 來 ， 隨 去 年 私 人 住 宅 租 金 上 升 的 影 響 逐 步 浮

現，通脹或會在未來數月略為回升。然而，輸入通脹溫和，以

及住宅租金近期已回軟，都有助緩和通脹在今年後期的上行壓

力。預測二零一三年全年的整體通脹為 4 . 5 %
7。  

 

政府的財政狀況  

 

9 .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政府的綜合盈餘為 64 8 億元，相等於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3 . 2%。 截 至 二 零一 三 年 三 月 底 ，財 政 儲 備 為

7 , 339 億元，相等於 2 3 個月的政府開支。預計二零一三至一四

年度會有 49 億元的輕微財赤，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0 . 2%。

                                                 

6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經剔除政府所有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基

本通脹平均為 4.1%。  

7 二零一三年的基本通脹預測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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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直至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為止，預計綜合帳目每年均會錄

得盈餘。  

 

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1 0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載於附件 B 至 E )

概列於下表—  

   

職方  高層  

薪金級別  

中層  

薪金級別  

低層  

薪金級別  

( I )  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 a )  香港政府華員會  
不少於

4 . 42 % 

不少於

4 . 42 % 

不少於

4 . 42 % 

( b )  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  4 . 42 % 4 . 42 % 4 . 42 % 

( c )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員  4 . 42 % 4 . 42 % 4 . 42 % 

( I I )  警察評議會  
5 . 7%至 6 .7 % 

並不少於 5 . 01 % 

( I I I )紀律部隊評議會  
不少於
4 . 42 % 

不少於
4 . 42 % 

不少於
4 . 42 % 

( IV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不適用  不適用  5 . 00 % 

 

1 1 .  多數的薪酬調整要求都是在參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 2 個月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 8後，要求全體公務員加薪

幅度等同或不少於 4 .4 2 %。至於其餘兩個薪酬調整要求，第一

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在參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某些組成項目的變動

等因素 9後，要求低層薪金級別加薪 5 %；警察評議會職方則在

                                                 

8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指與較低開支範圍 (即按二零一二年物價水平調整後每

月住戶開支約為 5,000 元至 20,000 元 )住戶有關的消費物價指數。根據政府

統計處的數字，在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整體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的平均變動率為 3 .5%。基本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剔除政府所有一次性紓

困措施的影響 )的相應變動率為 4.4%。  

9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在提出薪酬調整要求時參考過的通脹數字包

括：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止的 12 個月內基本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剔除政府所

有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的平均變動率 (4 .4%)；在二零一三年三月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中住屋的按年變動 (6 .2%)；水、電、煤氣價格的按年變動 (5 .4%)；

以及外出用膳價格的按年變動 (4 .6%)。  

B 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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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其他人力資源機構所進行的薪酬調查結果 10、員工士氣、通

脹，以及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公務員薪酬與定期支付退休金 (根據

《退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 05 章 )  調整 )  的累積增幅差別 11等因

素後，要求加薪 5 . 7 %至 6 . 7 %，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少於

5 . 01 % (即三個薪金級別的綜合薪酬趨勢總指標 )。  

 

員工士氣  

 

1 2 .  公務員普遍對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感到失望。在

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公布前，部份公務員預計加薪幅度與過往兩

年相若。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均認為，薪酬趨勢淨指標未能

追上生活費用的實質變動。職方以及部份公務員工會要求政府

在考慮薪酬調整方案時，更加重視其他相關因素，例如員工士

氣、政府的財政狀況及生活費用的變動等。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薪酬調整方案  

 

1 3 .  經考慮上文第 4 至 12 段所載的因素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 議 決 定 向 職 方 提 出 以 下 的 二 零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薪 酬 調 整 方

案—  

 

薪金級別  公務員人數 12
 

薪酬趨勢  

淨指標  

薪酬調整  

方案  

首長級  1  28 1  不適用 13
 2 . 55%  

高層  1 8  1 98  2 . 55 % 2 . 55%  

中層  1 1 6  20 1  3 . 92 % 3 . 92%  

低層  2 4  9 14  3 . 92 % 3 . 92%  

                                                 

10
 警察評議會職方參考的薪酬調查包括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香港僱主聯合

會及香港人才管理協會所進行的調查。這些調查普遍發現本港薪酬中的底薪

部分在二零一二年內或二零一三年一月內大約增加 3.7%至 4.5%。  

11 根據《退休金 (增加 )條例》，退休金的每年增幅，與上個財政年度相對緊接

的前一個財政年度的平均每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增幅掛鉤。退休金的增幅

只取決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增幅這個單一因素，有別於公務員薪酬調整機

制。這項安排的原因是退休公務員一般較年長和較難獨自謀生，故此給予足

夠保障。  

12 數字反映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情況，並包括約 19   000 名借調到

或任職於以營運基金形式運作的部門、受資助機構或其他公營機構的公務

員。  

13 薪酬趨勢調查並不涵蓋在私營機構收取與首長級公務員同等薪酬的僱員。職

方提出的薪酬調整要求，亦不包括首長級公務員。  



 7 

1 4 .  薪酬調整方案與各相關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掛鉤，

以維護薪酬趨勢調查和薪酬調整機制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至於

不受每年薪酬趨勢調查涵蓋的首長級公務員， 則按照自一九八

九至九零年度起採用的做法，把其薪酬調整方案與高層薪金級

別 的 方 案 掛 鉤 。 上 述 的 薪 酬 調 整 方 案 ， 主 要 基 於 以 下 考 慮 因

素—  

 

( a )  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完全按照既定機制及薪酬趨

勢調查委員會同意的調查方法進行，調查結果客觀反

映 1 09 間參與調查機構的年度薪酬調整幅度。在沒有

任何特殊的理據支持下 (例如薪酬趨勢淨指標呈現輕微

負數、通脹特別高或政府的財政狀況不明朗等 )，把薪

酬 調 整 方 案 與 各 相 關 薪 金 級 別 的 薪 酬 趨 勢 淨 指 標 掛

鉤，能貫徹保持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

的政策；及  

 

( b )  薪酬趨勢調查和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目的，都不是

為追蹤通脹，因此每年的薪酬趨勢淨指標或薪酬調整

幅度，均未必與通脹相同或高於通脹。事實上，以往

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時會高於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動，有時的情況則會相反。無論如何，二零一二至一

三年度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 (3 . 7 %)，與中層和低

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即 3 .9 2 % )相若 (前者比

後者稍低 )。此外，我們亦注意到通脹在二零一三年第

一季保持平穩，並預期今年後期通脹的上行壓力得以

緩和。   

 

1 5 .  就職方及其他公務員工會提出的理據，我們的回應如下—  

 

( a )  有建議認為當局在調整公務員薪酬時應參考「綜合薪

酬趨勢總指標」 (所有薪金級別 ) ( 5 . 01 % )，而非各個薪

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但這個建議並未有足夠理

據支持。首先，應該以薪酬趨勢淨指標 (而非薪酬趨勢

總指標 )作為參考指標 (正如上文第 2 段及附件 A 所解

釋 )，這是因為薪酬趨勢淨指標同時包含薪酬趨勢調查

所涵蓋私營機構員工的額外實收薪金 (例如「第十三個

月」薪金及年終獎金等 )，以及應予以扣除的公務員遞

增薪額。再者，根據既定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薪酬

數據是分三個薪金級別蒐集和整合，以確定市場不同

行業的年度薪金變動的。以綜合薪酬趨勢指標作為參

考 ， 會 導 致 偏 離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方 法 和 市 場 趨 勢 的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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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部份職方認為由薪酬趨勢調查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較其他人力資源機構所進行的薪酬調查結果為低。他

們建議當局在考慮薪酬調整方案時，應同時參考這些

薪酬調查的結果。由於其他人力資源機構所進行的薪

酬調查，與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和涵蓋範圍均有所不

同，我們認為不宜比較兩者的調查結果；  

 

( c )  部份職方以某特定時期 (例如自二零零九年 (即高層薪

金級別的公務員減薪 5 . 38 %的年度 )起 )的累積薪酬調

整與累積通脹率作比較。然而，由於薪酬調整是根據

每年的特定情況而獨立決定的，作出這樣的比較並不

恰當；及  

 

( d )  部份職方把退休金及公務員薪酬的累積調整幅度作比

較；不過，鑑於退休金及公務員薪酬調整的運作機制

和政策目標均有所不同，把兩者的累積調整幅度作比

較並不恰當。  

 

 

薪酬調整方案的生效日期  

 

1 6 .  按照既定做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薪酬調整方案

的生效日期追溯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其他相關事項  

 

( a )  法官及司法人員  

 

1 7 .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通過，法

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按照另一套獨立機制調整。司法人員薪俸

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底討論應 如何調整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並會考慮包括公務員最終的薪酬調整

決定在內的一籃子因素。 在收到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

委員會的意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另行作出決定。  

 

( b )  政治任命官員  

 

1 8 .  政治任命官員 (包括主要官員、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理 )有

一套獨立的薪酬政策及薪酬調整機制，與適用於公務員的機制

沒有關連。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決定將不適

用於政治任命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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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1 9 .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由個別政策局和部門聘用，主要從事季

節性、有時限或非全職的工作，或服務模式在檢討中或很可能

出現轉變的工作。由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薪酬管理安排有別

於公務員，故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決定將不

適用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 d )  資助機構員工  

 

2 0 .  除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資助學校界別的教學和相關人員

外，政府一般並不參與訂定或調整資助機構員工 (例如醫院管理

局、非政府社會福利機構，以及接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

的院校等 )的薪酬。這是有關機構作為僱主與其僱員之間的事。

因此，政府不會直接把適用於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套用於資助機

構。  

 

2 1 .  根據既定做法，對於那些按包括公務員薪酬調整因子在內

的現行撥款方程式調整資助金額的資助機構，在公務員薪酬作

出 調 整 時 ， 政 府 亦 會 調 整 這 些 機 構 的 資 助 金 額 撥 備 。 一 如 往

年，資助金額的額外撥備一般會按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加權平均

數 14而調整。個別的資助機構作為僱主，可決定應否和如何調整

其員工的薪酬。待有了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

決定，並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後，我們會透過有關的管制

人員提醒相關資助機構，政府所增加的資助金額，旨在讓資助

機構有空間調整員工的薪酬。  

 

 

影響  

 

2 2 .  薪酬調整方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方

案對可持續發展、家庭、生產力和環境沒有影響。  

 

2 3 .  預計薪酬調整方案 (如落實執行的話 )對公務員和資助機構

的按年財政影響如下—  

                                                 

14 如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的薪酬確實按上文第一段的建議調整，則公務

員薪酬調整的加權平均數為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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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百萬元為單位  

( a )  公務員  2 , 68 9
15

 

( b )  廉政公署人員 16
  2 1  

( c )  資助機構  3 , 01 2
17

 

( d )  輔助部隊  7  

合計   5 , 72 9  

 

2 4 .  公務員佔總勞動人口約 4 %，他們的薪酬佔本港經濟體系中

僱員薪酬總額約 7%。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僱員的薪酬總額合共佔

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15%。由於建議的薪酬調整方

案是根據從薪酬趨勢調查所得私營機構去年的薪酬調整而定，

因此應對整體人力市場的影響輕微。薪酬調整對通脹的影響應

微不足道。  

 

 

宣傳安排  

 

2 5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今天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較早前已

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薪酬調整方案。公務員事務局會於

今天稍後發出新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2 6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徐曉露女士聯絡 (電話︰ 2 81 0  31 12 )。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15 包括約 19 000 名借調到或工作於以營運基金形式運作的部門、受資助機構

或其他公營機構的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所引致的額外開支，金額約為 2 .71 億

元。這個數字亦包括支付予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退休的公務員的預計額外

退休金開支，數額約為 3.34 億元。  

16 廉政公署人員並非公務員。不過，根據政府的一貫政策，公務員薪酬調整也

適用於廉政公署人員。  

17  不包括借調到或工作於資助機構的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所引致的財政開支，有

關款額包括在上述 (a )項內。  



附 件 A 

薪酬趨勢調查機制的簡介  

  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由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授權進行。薪酬趨勢

調查委員會由三方組成，成員包括：  

 

( a )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的代表；  

 

( b )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以及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

條件常務委員會的代表；及  

 

( c )   政府代表。  

 

2 .   薪酬趨勢調查蒐集各主要經濟行業內參與調查機構僱員的基

本薪金和額外酬金 (例如「第十三個月」薪金、年終花紅酬金／佣金及

其他非固定／酌情發放／一次過發放的花紅酬金等 )的按年變動。基於

下列因素而給予僱員的薪金調整均包括在內：   

 

( a )   生活費用；   

 

( b )   一般經濟繁榮和公司業績；   

 

( c )   薪酬市值一般變動；以及  

 

( d )   級內遞增薪額和勞績獎賞。  

 

因內外對比關係
1

而作出的薪酬調整，及為遵守法定最低工資規定而作

出的薪酬調整，均不包括在計算薪酬趨勢指標內。  

 

3 .    從規模較大 (僱用至少 100名員工 )的公司和規模較小 (僱用 50至

99名員工 )的公司蒐集到的薪酬調整數據，會分別按 75%和 25%的比重整

合。調查蒐集所得的數據，會按三個薪金級別 (即高層、中層及低層
2
)

整理，然後按上述比重為每個薪金級別計算出基本薪金指標和額外酬

金指標。  

 

 

                                           
1  因外部對比關係而作出的調整，是指因應其他公司支付予同類工作的薪金而給予公司

內某一特定類別僱員的薪金調整。  

 

2 在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中，三個薪金級別的薪幅分別為—  

 (a)  高層：  總薪級表第 33點以上至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9點或同等

   薪點，即 54,666元至 109,365元；  

 (b)  中層：  總薪級表第 10至 33點或同等薪點，即 17,835元至 54,665元；以及  

 (c)  低層：  總薪級表第 10點以下或同等薪點，即低於 17,835元。  

 



2 

 

 

4 .   各個薪金級別的兩個指標相加，便是該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

標。每個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總指標在扣除相關的公務員遞增薪額開

支 (即給予仍未達至其職級頂薪點的公務員的增薪額所涉及的開支，以

總薪金開支的百分比顯示 )後，便得出該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3。

薪酬趨勢淨指標是每年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  

 

 

                                           
3 一 九八八 年專責 調查委 員會建 議，每年 的薪 酬趨勢 調查應 包括私 營機構 的勞績

獎 賞及遞 增薪額，因此 該委員 會亦建 議，公 務員的 遞增薪 額開支 應從薪 酬趨勢

總 指標中 扣減，以得出 薪酬趨 勢淨指 標。該 委員會 認為，為公平 起見，如果 私

營 機構人 員的所 有實收 薪金均 被納入 薪酬趨 勢調查，則政府 亦應 計及仍 未達至

其 職級頂 薪點的 公務員 的遞增 薪額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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