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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法定侍產假  

 
 
目的  
 
1. 本文件載列有關法定侍產假的背景資料，並概述人力事務

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及《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以往就有關事宜曾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旨在修訂
《僱傭條例》 (第 57章 )，使男性僱員有權就其嬰兒出生，享有最多
3天侍產假，並獲得按日計相等於其每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侍產假
薪酬。此條例草案在 2014年 2月 28日提交立法會，並在 2014年 12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隨着《 2014年僱傭 (修訂 )條例》在
2015年 2月 27日開始生效，如果男性僱員的子女於 2015年 2月 27日或
之後出生，並符合《僱傭條例》的其他規定，便可就其配偶／伴侶

每次分娩享有 3天侍產假。僱員如符合《僱傭條例》的下述相關規定，
可一次過放取 3天侍產假，或分開逐日放取：  
 

(a) 初生嬰兒的父親或有嬰兒即將出生的男僱員；  
 
(b) 按連續性合約 1受僱；及  
 
(c) 已按《僱傭條例》 2的規定通知僱主。  

                                              
1 根據《僱傭條例》，僱員如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 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
最少工作 18 小時，有關的僱傭合約便屬連續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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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的男性僱員可在嬰兒的預計出生日期前的 4星期至嬰兒的實
際出生日期當日起計 10星期的期間內放取侍產假。他亦可獲得按日
計相等於其平均工資五分之四的侍產假薪酬。僱主如沒有給予合資

格僱員侍產假或支付侍產假薪酬，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萬元。  
 
3. 政府當局承諾會在法例實施 1年後檢討法例的實施情況，並
向勞工顧問委員會 (下稱 "勞顧會 ")作出匯報。  
 
 
委員過往的討論  
 
法定侍產假的日數  
 
4. 大部分委員認為，3天法定侍產假對需要照顧初生嬰兒及伴
侶 (特別是伴侶曾接受手術分娩和患上產後抑鬱症者 )的父親來說，
實在並不足夠。鑒於政府僱員已獲提供5天全薪侍產假，這些委員促
請政府當局考慮將法定侍產假日數延長至與政府僱員相同的水平。

部分委員亦建議將侍產假日數增加至7天，以進一步推動家庭友善僱
傭措施。  
 
5. 政府當局表示，在提交條例草案前，勞工處曾於 2012年進
行侍產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公司自願提供的侍產假由

1天至 3天不等，平均日數為 3天。考慮到私營機構自願提供侍產假的
做法和勞顧會達成的共識，政府當局認為3天法定侍產假是恰當的起
點。  
 
6.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不宜直接將條例草案所建議的日數

與政府僱員的侍產假日數作出比較，因為前者是由政府以僱主身份

向其僱員提供，並已考慮到負擔能力、本身的人手狀況等因素；而

後者是對所有不同規模的僱主實施的法例規定，旨在訂立所有僱員

可享有的侍產假的最低標準。僱主可考慮本身的情況，自行決定是

否提供高於法定最低標準的侍產假福利。  
 

                                                                                                                                             
2 僱員必須： (a)在嬰兒的預計出生日期前最少 3 個月通知僱主他打算放取
侍產假 (在此階段無規定須訂明放取侍產假的確實日期 )；及 (b)在放取侍產
假前通知僱主他放取侍產假的確實日期。如僱員沒有給予僱主上述 3 個
月的預先通知，則必須在放取侍產假前最少 5 天通知僱主他放取侍產假
的確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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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產假薪酬額  
 
7. 部分委員認為不宜把侍產假的性質視為與產假及病假相

同，從而按產假和病假的做法將法定侍產假薪酬額定於僱員每日平

均工資的五分之四。鑒於現時的產假薪酬及疾病津貼水平實施已

久，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就全薪侍產假立法，同時檢討產假薪酬

及疾病津貼的金額。  
 
8. 據政府當局表示，勞顧會認為如情況合適，法定侍產假的

其他相關規定及細節應與《僱傭條例》有關產假的安排看齊。政府

當局認為，侍產假是某些僱員因應其個人需要而放取的假期，與病

假和產假相似，因此應將侍產假薪酬的款額與這類假期看齊。政府

當局亦請委員注意相關國際勞工公約的規定，當中訂明產假薪酬應

定於不少於僱員過往薪酬三分之二的水平。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

侍產假若非不獲發放全額薪酬，便是訂有上限，或兩者兼備。  
 
9. 政府當局強調，有關法例只訂明法定門檻。部份僱主現已

以自願性質給予僱員更長的侍產假。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將繼續

鼓勵僱主因應本身的經營情況及負擔能力，給予僱員優於法例的福

利。  
 
通知規定及文件要求  
 
10. 部分委員質疑擬放取侍產假的僱員是否需要在嬰兒的預計

出生日期前最少 3個月通知其僱主。然而，部分其他委員指出，在收
到僱員通知後便須在短時間內讓僱員放取侍產假，對僱主 (尤其中小
型企業 )來說，在運作上會有困難。  
 
11. 政府當局表示，3個月通知期是應勞顧會僱主代表的要求而
提出，旨在令僱主可及早知悉其僱員擬放取侍產假，因而可在僱員

放取侍產假期間，作出所需的人手調配安排。通知規定旨在力求在

僱員及僱主的權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12. 委員獲告知，為符合享有侍產假薪酬的資格，男性僱員須

向僱主提供其新生嬰兒的出生證明書，而其上須記有僱員的姓名，

顯示他是嬰兒的父親。對於委員問及僱員如未能就放取侍產假提供

所需文件會有何法律後果，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僱主可自行決定

是否向因各種原因而無法提供所需文件的僱員提供侍產假福利，但

如僱員製造或提供虛假文件，則屬刑事罪行。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對於由香港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發出的

出生證明文件，尤其該等文件以中英文以外的語文發出，僱主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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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核實。他們詢問，有關香港以外地方的出生證明文件的糾紛或

疑問可如何解決。  
 
14. 政府當局表示，只有在嬰兒出生地的主管當局並不發出出

生證明書的情況下，僱員才可提供由當地主管當局發出並按理可視

為證明僱員是嬰兒父親的其他文件。任何有關侍產假權益所需文件

的糾紛，均會以處理有關《僱傭條例》下法定權益糾紛的同一方式

處理，即由勞工處提供的調解服務處理，或若未能達成和解，則按

適當情況由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作出仲裁。  
 
以薪酬代替侍產假的合法性  
 
15. 委員關注到，如僱主已取得或未有取得有關僱員的同意，

便向僱員支付薪酬以代替給予法定侍產假，此舉是否違法。部分委

員認為應容許僱主作彈性處理，向有關僱員支付薪酬以代替給予侍

產假。委員亦關注到，僱員會否獲准放取額外的無薪侍產假。  
 
16. 政府當局表示，即使僱主與僱員雙方協議以薪酬代替侍產

假，僱主如不讓僱員享有放取侍產假的福利，他／她仍屬犯罪。不

過，僱員如因個人原因，選擇不行使其放取侍產假的權利，便無須

通知僱主他擬放取侍產假。關於無薪侍產假，政府當局表示並不排

除日後或會考慮無薪侍產假的可能性。  
 
享有侍產假的資格  
 
17. 委員察悉法定侍產假不適用於流產個案，但適用於死胎個

案，他們詢問為何有此差異。大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把

享有法定侍產假的權利延伸至涵蓋流產個案。  
 
18.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僱傭條例》，若女性僱員流產，她有

權因流產無法上班工作而放取任何日數的病假，所放取的並非產

假。另一方面，如僱員經核證誕下死胎，則可放取產假。參照產假

的有關安排，當局認為法定侍產假不適用於流產個案，但適用於死

胎個案。鑒於侍產假是為了讓嬰兒父親在嬰兒出生日期的前後協助

照顧嬰兒及母親，因此在並無誕下嬰兒的流產個案中，並沒有充分

理據支持給予侍產假。在該等情況下，女性僱員亦無權享有產假。  
 
19. 部分委員質疑向配偶／伴侶在香港以外地方產下嬰兒的僱

員提供侍產假福利的安排，因為單就旅程本身可能已幾乎需要整整

3天時間。如相關僱員在放取 3天侍產假期間，沒有任何一天離港照
顧嬰兒的母親和嬰兒，這樣便違背了侍產假的原意。政府當局表示，

僱主和僱員可自行安排是否給予更多假期應付個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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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20. 政府當局將於 2016年 5月 17日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法
定侍產假的實施情況和檢討工作。  
 
 
相關文件  
 
21.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5月 12日  



附錄  
 

法定侍產假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08年 10月 29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5項質詢 ) 
 

立法會  2010年 4月 21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6項質詢 ) 
 

立法會  2011年 3月 2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9項質詢 )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2年 6月 20日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2年 10月 17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項質詢 )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月 25日  
 

議程  
會議紀要  
 

《 2014年僱傭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  
 

-- 報告  

立法會  
 

2016年 4月 20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7項質詢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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