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基層勞工工資應付生活開支實況及對最低工資意見 

調查報告(2010 年 8 月) 
 

 

(一)  調查目的： 
政府於2008年的施政報告決定立法制定最低工資政策，並推行至各行業。 於2010年7月立法會政

府提交的『最低工資條例』中，表示草案旨在訂立法定最低工資制度，以防止工資過低，但同

時確保不會嚴重損害本港勞工市場的靈活性、經濟競爭力，以及對弱勢僱員的就業機會不會造

成重大的不良影響。政府同時表明最低工資不是生活工資，工資只是僱員個人付出勞力的回報，

有經濟困難的僱員，如有需要及合資格家庭可以另行從綜援計劃獲得協助。在討論時薪工資水

平，大部分商界亦表示工資水平的制訂時薪水平以不可超過$30，普遍認為時薪應訂立在$23-$26

之間的水平。勞工界則以最低工資應可支付個人的生活費用及家庭需要(養家的責任)，普遍認為

時薪工資水平應訂為$33。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於八月底制訂出影響基層勞工的時薪水平，交由特首及行政會議審閱，預計

會在十月提交立法會表決。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七月向基層勞工家庭進行一項調查，了解他們

的工資收入如何應付生活開支的情況、以及他們對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準則及水平的意見。 

 

 
(二)  對象選取：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社區所接觸的家庭大部份以三至四人家庭為主。此外，社工曾就最低工資

應訂立在那個水平與街坊討論，大部份接觸街坊提出時薪應為不少於$30，亦有不少街坊認為$40
時薪是合理工資水平。為減低因不同家庭人數組合、以及家庭的在職成員的工資收入帶來家庭

開支及經濟情況的差異，因此本調查只訪問三至四人家庭，而家庭的在職成員的平均時薪亦不

能超過於$40。 
 
 
(三)  調查對象： 
受訪對象為 3 至 4 人家庭，家庭結構不限。但同住成員中，所有就業者時薪均要低於$40。 
受訪者不包括綜援受助人或自僱人士。 

 
 
(四)  調查方法： 
調查採用方便抽樣方式，於 2010 年 7 月，分別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十個服務地區，進行問卷調

查。由於調查對象選取有上述的規限，因此訪問只能成功做了 60 份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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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調查結果 
 

5.1 受訪者背景資料 

 

性別 

 

女性受訪者佔66.7%；男性則佔33.3%。 

 

 

 

年齡  
 
受訪者的年齡組別，29至45歲佔35%；46-64歲佔65%。 

 

 

 

 

學歷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佔45%；初中程度佔38.3%；

高中程程度16.7%。 

 
 
 

 
婚姻狀況 

 
 
 
有86.7%受訪者為已婚人士；10%則為單親人士。 

 
 

 
居港年期 

 

 

有 46.7%受訪者在本港出世；有 16.7%為居港未滿七年的

新來港人士；有 36.6%居港超過七年以上。 

 
 

 
 
 
 
 
 
 
 
 

【表1】 人數 % 

男 20 33.3 

女 40 66.7 

總數 60 100.0 

【表2】 人數 % 

29-45 21 35.0 

46-64 39 65.0 

總數 60 100.0 

【表3】 人數 % 

小學或以下 27 45.0 

初中 23 38.3 

高中或以上 10 16.7 

 總數 60 100.0 

【表4】 人數 % 

已婚 52 86.7 

單親 6 10.0 

其他 2 3.3 

總數 60 100.0 

【表5】 人數 % 

香港出世 28 46.7 

未滿七年 10 16.7 

七年或以上 22 36.6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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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每人的居住面積(只計租住居所的受訪者) 

 

42 位受訪者現時租住私人樓或寮屋；其

有 78.6%的受訪者租住單位中，每位家

庭成員的居住空間少於 12.5 平方米。 
 

(註)根據房署的居住面積規定每人的居住空間為 12.5 平方米 

 
 
 
家庭人數 

 

 

受訪者家庭人數以三人家庭佔68.3%；四人家庭佔31.7%。 

受訪者的家庭平均人數為 3.32人。 
 

 

 

家庭就業人數 

 

 

受訪者家庭的就業人數以二人為主，佔 51.7%；一人就業

佔 33.3.%；三人就業為 13.3%；四人就業只佔 1.7%。 

受訪者家庭中就業人數平均為 1.83人 

 
 

 

 

受訪者的職位 

 

 

 

受訪者從事清潔/校工/什工為主佔 53.3%；有

16.7%從事保安工作；有 15%從事樓面/傳菜/

店務工作。 

 

 
 
受訪者受僱的性質                                    

 
受訪者主要是全職受僱，佔 86.7%；兼職受僱

佔 13.3% 
 

 

 

 

 

 
 
 

【表 6】 戶數 % 

12.5 平方米以下(註) 33 78.6 

12.5 平方米或以上 9 21.4 

總數 42 100.0 

【表7】 人數 % 

3人 41 68.3 

4人 19 31.7 

總數 60 100.0 

【表8】 人數 % 

1 20 33.3 

2 31 51.7 

3 8 13.3 

4 1 1.7 

合計 60 100.0 

【表 9】 人數 % 
清潔/校工/什工 32 53.3

保安 10 16.7

樓面/待應/傳菜/店務 9 15.0

廚師/司機/技工 7 11.7

倉務 2 3.3

總數 60 100.0

【表10】 人數 % 

全職 52 86.7

兼職 8 13.3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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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者每天工作時數(不計用膳時間) 

 
 

受訪者有 15%每日工作 6至 7小時，35%每天

工作 8小時， 28.3%每日工作 9至 10 小時，

另外有 16.7%工作 11 至 12 小時。 

  
 
 

 

平均時薪【月薪受訪者計算方法：月薪每月返工總數每日工時(不包括用膳時間)】 

 
 
受訪者的時薪$30 以下佔 68.3%；時薪$30-34 佔 16.7%；

時薪$35-39 佔 15.0%。受訪者工資中位數$26。 

 
 
 

 

 

 

 

 

5.2 家庭生活開支情況 

 

1) 受訪者家庭生活支出情況一覽表  【表13】 

支出 
一家每月 

外出用膳 

成人 

每年購衣 

子女 

每年購衣

成人 

每年購鞋 

子女 

每年購鞋 

一家每月 

參加活動 

一家每年 

離港探親 
電腦數目

平均 

次數 
0.87 2.25 3.14 1.89 2.69 0.18 1.36 0.93 

 

 

2) 一家人每月外出用膳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有53.3%的受訪者表示全家人每月沒有外出用膳。受訪者一家每月外出用膳次數平均0.87次。 

有83.3%表示一受訪者家人外出用膳的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 
 

 

 

 

 

【表 11】 人數 %

4-5 小時 3 5.0 

6-7 小時 9 15.0 

8 小時 21 35.0 

9-10 小時 17 28.3 

11-12 小時 10 16.7 

總數 60 100.0

【表 12】 人數 % 

$19 或以下 2 3.3 

$20-24 19 31.7 

$25-29 20 33.3 

$30-34 10 16.7 

$35-39 9 15.0 

 總數 60 100.0 

【表14】 人數 %  【表15】 人數 % 

0 32 53.3 有關係 50 83.3 

1 13 21.7 無關係 10 16.7 

2 9 15.0 總數 60 100.0 

3 3 5.0    

4 3 5.0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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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因收入問題而少於家人外出用膳的原因   【表16】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製造業清潔工作，

平均時薪$16。家庭就業人數2人。

一家人每月沒有外出用膳。 

『日日都要開工,邊有時間,手停口停,全家得果幾千蚊收入, 唔做唔

得,出去食飯又要用錢邊有咁多錢』 

 

三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飲

食業清潔工人，平均時薪$25， 

一家人每月沒有外出用膳。 

『有關係。咁既收入，都好難出街食飯，一家人出去食飯，都要成百

幾蚊啦。除非你食麥當勞啦，但都要六、七十蚊。 

 

三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社

會服務業二級工人，平均時薪$39。

一家人每月只有一次外出用膳。 

『想同班細路一齊出去食飯,但又唔可以出去咁多次,始終要慳,賺得

果幾千蚊 唔慳唔得』 

 
 

 

 

3) 家中成人每年購衣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受訪者家中成人全年購衣平均為2.25次，有30%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成年人全年沒有購買衣服，

81.7%表示成人購衣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 

 

受訪者家中成年人因收入問題而少於購衣的原因 【表19】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校工，不均時薪

$24。家庭二人就業，家中成年人過

去沒有購衣。 

『我地兩公婆 d衫仲可以繼續著,我地件都著左成十年,唔慳唔得』 

 

四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小

巴司機，平均時薪$38。 

家中成年人過去一年沒有購衣。 

『慳錢留俾子女自己買衫。』 

 

 

 

 

 

 

 

 

 

 

【表17】 人數 %  【表18】 人數 % 

0 18 30.0 有關係 49 81.7

1 8 13.3 無關係 11 18.3

2 15 25.0 總數 60 100.0

3 6 10.0  

4 4 6.7  

5 3 5.0  

6 2 3.3  

10 1 1.7  

12 2 3.3  

唔知 1 1.7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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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中子女每年購衣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表20】 人數 %  【表21】 人數 % 

0 7 11.7 有關係 34 56.7

1 6 10.0 無關係 21 35.0

2 15 25.0 無答 5 8.3

3 8 13.3 總數 60 100.0

4 5 8.3  

5 3 5.0  

6 3 5.0  

10 2 3.3  

12 1 1.7  

15 1 1.7  

唔知/不適用 9 15.0  

總數 60 100.0  

受訪者家中子女全年購衣平均為3.14次，有11.7%受訪者表示家中的子女全年沒有購買衣服，

56.7%表示子女購衣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35%表示與收入無關。 
 

 

受訪者家中子女因收入問題而少於購衣的原因 【表22】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四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保

安，平均時薪$22。家中子女每年

購衣2次。 

『會買 D 平衫，不過 D衫多數都係人地比。寧願呢 D買少 D，儲多 D 錢

仲好。』 

四人家庭，現職飲食業樓面，家庭

就業人數二人，平均時薪$35。 

家庭兩名子女每年有購衣3次。 

『啲細路大，啲衫、褲會唔啱著，一定要買，不過都盡量慳。』 

 

 

 

5) 家中成人每年購鞋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表23】 人數 % 【表24】 人數 % 

0 11 18.3 有關係 43 71.7

1 18 30.0 無關係 17 28.3

2 13 21.7 總數 60 100.0

3 5 8.3   

4 4 6.7  

5 3 5.0  

6 3 5.0  

唔知 3 5.0  

總數 60 100.0  

受訪者家中成人全年購鞋平均為1.89次，有18.3%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成年人全年沒有購鞋30%表

示年只購鞋一次；71.7%表示成人購鞋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 

 

受訪者家中成人因收入問題而少於購鞋的原因  【表25】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製造業倉務，

平均時薪$27。家中成人每年購鞋1次。 
『新年才買，應吓節。』 

四人家庭，現職飲食業洗碗，家庭就業人數

二人，平均時薪$21。家中成人多年沒有購鞋。
『冇錢買,幾年先買一對,爛左先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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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中子女每年購鞋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表26】 人數 % 【表27】 人數 % 

0 3 5.0 有關係 28 46.7

1 7 11.7 無關係 22 36.7

2 23 38.3 無答 10 16.7

3 3 5.0 總數 60 100.0

4 6 10.0   

5 3 5.0  

6 2 3.3  

7 1 1.7  

12 1 1.7  

唔知/不適用 11 18.3  

總數 60 100.0  

受訪者家中子女全年購鞋平均為2.69次，有50%受訪者表示家中子女每年購鞋1-2次；有46.7%表

示子女購鞋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36.7%表示與收入無關。 

 

受訪者家中子女因收入問題而少於購鞋的原因 【表28】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家庭經濟支柱，現職外判市政清

潔，平均時薪$26。家中子女每年購鞋3次。 
『要返學，返學鞋都要日日著，都係買平平哋咋，邊有咁多

錢呀。』 

三人家庭，現職飲食業侍應，家庭就業人數

二人，平均時薪$29。家中子女每年購鞋2次。
『有需要先買，唔爛唔買。』                            

 

 

 

 

7) 一家人每月一同參加本地娛樂活動次數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表29】 人數 %  【表30】 人數 % 

0 52 86.7 有關係 50 83.3

1 5 8.3 無關係 10 16.7

2 3 5.0 總數 60 100.0

總數 60 100.0   

受訪者一家每月參加活動平均次數為0.18次，有86.7%受訪者表示沒有一家參與活動；有83.3%

受訪者表示一家參加活動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 

 

受訪者因收入問題一家人每月甚少參加本地娛樂活動的原因  【表31】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四人家庭，現職食品製造包裝，平均時薪$23。家

庭就業人數2人。一家人每月沒有參加本地娛樂活

動。 

『因為入息不多,自己都想外出玩,但沒有餘錢。』 

四人家庭，現職油站入油員，平均時薪$38家庭經

濟支柱。一家人每月沒有參加本地娛樂活動。 
『唔去要錢地方玩，通常都係去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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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家人每年會離港探親多少次                  是否與收入情況有關係 

【表32】 人數 %  【表33】 人數 % 

0 26 43.3 有關係 36 60.0

1-2 24 40.0 無關係 15 25.0

3-4 7 11.7 不適用 9 15.0

5 2 3.3 總數 60 100.0

12 1 1.7  

總數 60 100.00  

受訪者一家每年離港探親平均次數為1.36次，有43.3%受訪者表示沒有離港探親；有60%受訪者

表示一家人每年離港探親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15%受訪者因沒有親人在外地故無需要

離港探親。 
 

 

受訪者因收入問題一家人每年甚少離港探親的原因 【表34】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清潔工人，平均時薪$28。家庭就

業人數2人。一家人每年沒有離港探親。 
『花費大,要買嘢返去,伙食費都要俾。』 

四人家庭，現職社會服務業清潔，平均時薪$26，

家庭經濟支柱。一家人每年離港探親二次。 
『都係清明同過年先返去，往日手鬆 D可以返多 D，而家

一邊要諗使費，一個人剩係車錢都$200。』            

 
 

 

9) 家中有多少部電腦                            家中沒有電腦的原因 

有23.3%的受訪者家中沒有電腦；家中有一部電腦則佔60%。有14位家中沒有電腦原因是與家庭

收入少而沒有購置。 

 

受訪者家中沒有購置電腦的原因： 【表37】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售貨員，平均時薪$22。家庭就業

人數2人。 
『太貴，仔大的要先買。』                            

三人家庭，現職保安，平均時薪$27，家庭經濟支

柱。 
『一部腦最少幾千蚊 現在每月都唔夠用,出唔起錢買。』  

 

 

 
 
10) 曾否維修／更換電腦？                      沒有維修/更換電腦的原因： 

【表38】 人數 %  【表39】 人數  

有 21 45.7 經濟因素 3

沒有 25 54.3 無需要維修或更換 22

總數 46 100.0 總數 25

46位家中有電腦的受訪者，有25位表示沒有需要維修或更換電腦，其中有三位表示即使電腦壞

但因經濟問題而沒有維修。。 

 

 【表35】 人數 %  【表36】 人數  

0部 14 23.3 經濟因素 10 

1部 36 60.0 無需要 4 

2部 10 16.7 總數 14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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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過去一年，自己或家人有否參與進修/補習       沒有進修/補習的原因： 

【表40】 人數 %  【表41】 人數 % 

有 18 30.0 經濟因素 23 54.8

沒有 42 70.0 無需要/無時間 19 45.2

總數 60 100.0 總數 42 100.0

有70%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在過去一年沒有參加進修或補習，有進修或補習則佔30%。 

42位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沒有進修或補習的原因，有54.8%受訪者因為經濟原因；其餘則表示

沒有需要或沒有時間進修。 

 

受訪者或家人在過去沒有進修或補習的原因：【表42】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清潔工人，平均時薪$26，家庭經

濟支柱。 
『都無多餘錢比個女補習啦！』                        

三人家庭，現職製造業清潔工作，平均時薪$16，

家庭就業人數2人。 
『補習咁貴,點俾佢去補,咪至多叫佢唔識問老師,再俾埋

補習,就唔洗交水電費。』                             

 
 

12) 過去一年是否有家居維修需要而沒有進行          沒有維修的原因： 
【表43】 人數 %   【表44】 人數 % 

有 28 46.7 經濟問題 21 75.0

沒有 32 53.3 其他原因 7 25.6

總數 60 100.0 總數 28 100.0

受訪者有28位(46.7%)表示家居需要維修但沒有進行。其中有21位表示因經濟問題而沒有進行維

修。有7位則因沒有時間、單位是租住或將會入住公屋等原因而沒有維修。 

 
受訪者因經濟問題而沒有進行家居維修的原因： 【表45】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漁船維修，平均時薪$26，家庭就

業人數2人。居於漁民寮屋。 
『無錢，若無即時危險都唔做，門口天花現都有一石屎跌

落。』                                              

三人家庭，現職社會服務業二級工人製造業清潔

工作，平均時薪$39，家庭經濟支柱。居鄉郊寮屋
『頂住先，維修要用好多錢，一個月都所餘無幾， 仲邊度

有錢維修費。』                                      

 
 
13) 過去一年，自己或家人曾否向私家醫生求診        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的原因 

有65%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在過去一年有向私家醫生求診。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則佔35%。 

21位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的受訪者，有14位因為收入少未能負擔到私家醫生的費用而沒有求診。 
 

 

受訪者或家人在過一年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的原因： 【表48】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清潔工人，平均時薪$23，家庭就

業人數2人。 
『我會去公家醫院或者死捱，或者先食山草藥！』        

四人家庭，現職飲食業洗碗，平均時薪$21，家庭

就業人數2人。 
『有錢寧願買成藥平啲，私家醫生成 200 幾蚊，比唔起！』

                                                   
 

【表46】 人數 %  【表47】 人數 % 

有 39 65.0 經濟因素 14 66.7

沒有 21 35.0 無需要 7 33.3

總數 60 100.0 總數 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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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己或家人會否因為經濟問題而不去求診 

 

有70%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因為經濟問題而

不去去求診。。 

 

 

 

受訪者或家人因經濟問題而不去求診的原因： 【表50】 

受訪者背景 訪問內容節錄 

三人家庭，現職漁船維修，平均時薪$26，家庭就

業人數2人。 
『有，買成藥服用，執藥都係$20-30，就唔使睇醫生！』  

三人家庭，現職飲食業侍應，平均時薪$21，家庭

就業人數2人。 
『試過忍咗成個月，自己食藥唔得先去睇！』            

                                                   

 
 
15) 有否供養非同住父母 

 

有81.7%受訪者表示沒有供養非同住父母，11位

(18.3%)則需要供養非同住父母。 

 
 

 

供養父母人數  
 

11位需要供養非同住父母的受訪者中，有4位供養一位親人；有六位

受訪者則需要供養二至三位親人；平均供養2名的非同住父母。 
 

 

 

 

 

11位需要供養非同住的父母之受訪者背景：【表53】 

月薪中位數 $7400 

每天工時中位數 10小時 

平均時薪中位數 $26 

家庭就業平均人數 1.9人 
 

 

 

16) 如果你全家人都失業，你的家庭積蓄可應付多久(以月數計) 
 
受訪者有26.7%表示一旦全家人

失業，家庭沒有積蓄可以應付生

活費；30.0%表示只可應付1-2個

月家庭支出；18.3%只能應付3-4

個月，即合共75%家庭積蓄最多

只能應付四個月開支，能應付

5-6個月及一年家開支各佔

11.7%。 

 

【表49】 人數 % 

會 42 70.0

不會 18 30.0

總數 60 100.0

【表51】 人數 % 

有 11 18.3

沒有 49 81.7

總數 60 100.0

【表52】 人數 

1 4 

2 4 

3 2 

4 1 

【表 54】 人數 % 

0 月 16 26.7 

1-2 個月 18 30.0 

3-4 個月 11 18.3 

5-6 個月 7 11.7 

12 個月 7 11.7 

唔知 1 1.7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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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過去一年，家庭收支狀況                 未能應付每月支出的解決方法    

有 61.7%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家庭收支狀況是入不敷支；有 33.3%表示僅僅能應付；只有 5%表示

有餘錢。37 位表示入不敷支的受訪者有 56.8%表示靠積蓄解決未能應付每支出；有 35.1%表示親

友借錢。 

 
 
 
 
5.3. 對最低工資意見 
 
1)你認為合理工資是否應該包括可以應付以下列的生活支出項目  【表 57】 

同意 不同意 
項目 

人數 % 人數 % 

膳食： 
一日有三餐，有足夠的營養 

59 98.3 1 1.7 

衣服： 
能購買合身並應對氣候的衣服鞋履，包括工作需

要上的皮鞋和制服 

56 93.3 4 6.7 

租屋： 
有安全而大小合適的居所，每個人起碼有 12.5 平

方米的居住空間，並設有獨立廚廁 

56 93.3 4 6.7 

交通： 

能應付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費用 
58 96.7 2 3.3 

通訊： 

能應付各項通訊需要，包括支付流動電話月費、

上網費、及購置通訊器材 

54 90.0 6 10.0 

進修： 
能持續進修，提升工作技能及掌握資訊科技 

48 80.0 12 20.0 

社交： 
能參與社交活動、回鄉探親、及應付傳統節慶祭

祀等需要 

51 85.0 9 15.0 

醫療： 

能應付醫療開支，包括私家診所費用和基本及必

須的檢查費用 

51 85.0 9 15.0 

退休及失業儲備： 
能儲蓄來保障失業及退休的生活 

53 88.3 7 11.7 

有九成或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合理工資可以應付一日三餐支出(98.3%)、衣服支出(93.3%)、租屋

支出(93.3%)、上班交通費(96.7%)、電話及上網等通訊開支(90%)。有八成或以上的受訪者認為

合理工資應能應付進修(80%)、社交(85%)、醫療(85%)、退休及失業儲備(88.3%)等支出。 

【表 55】  人數 %  【表 56】  人數 % 

完全不能應付 0 0.0 親友借錢 13 35.1 

入不敷支 37 61.7 財務借錢 1 2.7 

僅僅能應付 20 33.3 靠積蓄 21 56.8 

有餘錢 3 5.0 其他 2 5.4 

 總數 60 100.0 總數 3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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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40是否合理 

 

 

有78.3%受訪者認為的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40

是合理；有21.7%認為不合理。 

 
 
 
 
認為合理最低工資時薪 

 

 

 

  

各有一位受訪者認為合理最低工資時薪為$27及$43；

有18.3%受訪者認為的最低工資應訂為$30-35。 

 
 
 
 
 
  

 
受訪者訪問節錄   【表 60】 

認為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40 

合理原因 

認為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40 

不合理原因 

『賺左先養到屋企，樣樣野都貴』 

 

『定得高老闆就會炒幾個人，我來計 27 蚊會夠,但係如要

養家，27 蚊就唔夠』 

『起碼有個保障，可以有積蓄，可以有應

急錢，又要交通開支』 

『僱主唔願意俾咁多』 

 

『起碼做都可以維持到生活， 人工高 d我

地生都唔洗慳抵』 

 

『訂$35 時薪就差唔到，呢個價錢如果你唔出去食飯，基

本上都過得到，做人唔好要求太高，咁樣令雙方(僱主同僱

員)好過 D，人工叫再高 D，老細保唔住飯碗，唔請咁多人，

咪又攬住一齊死？多 D工可以俾大家攤開碗飯來食最好。』

『咁嘅人工生活先好少少，仲可以儲少少

錢,咁係好似我老公而家失業咁都冇哂錢』

 

『$40 會令老闆俾不到 變相令到他們倒閉』 

 

『可以儲到錢，可以租到大 D屋啦！而家

一家三口只能住緊唔夠一百呎的地方』    

 

『自己都五十歲唔敢望好闆比到$40，$30 可以維持到基本

生活就算，要太高怕自己嘅飯碗保唔到』 

 

 
 
 
 
 
 
 
 
 
 

 【表58】 人數 % 

合理 47 78.3

不合理 13 21.7

總數 60 100.0

【表59】 人數 

$27 1

$30 4

$32 1

$33 1

$34 1

$35 4

$40 47

$43 1

 總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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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同意最低工資水平應與通漲掛鈎 

 

有 98.3%受訪者同意最低工資水平應

與通漲掛鈎。 

 
 

 
4)是否同意訂立最低工資應配合「最高工時」的訂立？ 

( 即每天工作最多 8 小時，不包括用膳時間) 

有 93.3%受訪者同意最低工資應配合

「最高工時」的訂立，即每天工時最

多 8小時。 
 

 
 
 
 
 
(六) 調查總結 
 

受訪者背景資料 
 

1. 女性受訪者佔66.7%；男性則佔33.3%。【表1】 

2. 受訪者的年齡組別，29至45歲佔35%；46-64歲佔65%。【表2】 

3.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佔45%；初中程度佔38.3%；高中程度16.7%。【表3】 

4. 有86.7%受訪者為已婚人士；10%則為單親人士。【表4】 

5. 有 46.7%受訪者在本港出世；有 16.7%為居港未滿七年的新來港人士；有 36.6%居港超過七年

以上。【表 5】 

6. 42位受訪者現時租住私人樓或寮屋；其有78.6%的受訪者租住單位中，每位家庭成員的居住

空間少於12.5平方米，低於房署的居住面積規定每人的居住空間為12.5平方米。【表6】 

7. 受訪者家庭人數以三人家庭為主佔68.3%；四人家庭佔31.7%。受訪者的家庭平均人數為 3.32

人。【表7】 

8. 受訪家庭就業人數以二人為主，佔 51.7%；一人就業佔 33.3.%；三人就業為 13.3%；四人就

業只佔 1.7%。受訪家庭就業人數平均為 1.83 人【表 8】 

9. 受訪者從事清潔/校工/什工為主佔 53.3%；有 16.7%從事保安工作；有 15%從事樓面/傳菜/店

務工作。【表 9】 

10. 受訪者主要為全職受僱，佔 86.7%；兼職受僱佔 13.3%。【表 10】 

11. 受訪者有 15%每日工作 6 至 7 小時，35%每天工作 8 小時， 28.3%每日工作 9 至 10 小時，另

外有 16.7%工作 11 至 12 小時。【表 11】 

12. 受訪者的時薪$30 以下佔 68.3%；時薪$30-34 佔 16.7%；時薪$35-39 佔 15.0%。受訪者工資中

位數$26。【表 12】 

 

 

 

 

 

 

 

【表61】 人數 % 

同意 59 98.3

不同意 1 1.7

總數 60 100.0

【表62】 人數 % 

同意 56 93.3

不同意 4 6.7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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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開支情況 

 
13. 有53.3%的受訪者表示全家人每月沒有外出用膳。受訪者一家每月外出用膳次數平均0.87

次。有83.3%表示受訪者一家人外出用膳的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表14及表15】 

14. 受訪者家中成人全年購衣平均為2.25次，有30%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成年人全年沒有購買衣

服，81.7%表示成人購衣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表17及表18】 

15. 受訪者家中子女全年購衣平均為3.14次，有11.7%受訪者表示家中的子女全年沒有購買衣

服，56.7%表示子女購衣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35%表示與收入無關。【表20及表21】 

16. 受訪者家中成人全年購鞋平均為1.89次，有18.3%受訪者表示家中的成年人全年沒有購鞋，

30%表示年只購鞋一次；71.7%表示成人購鞋次數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表23及表24】 

17. 受訪者家中子女全年購鞋平均為2.69次，有50%受訪者表示家中子女每年購鞋1-2次；有46.7%

表示子女購鞋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36.7%表示與收入無關【表26及表27】 

18. 受訪者一家每月參加活動平均次數為0.18次，有86.7%受訪者表示沒一家參與活動；有83.3%

受訪者表示一家參加活動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表29及表30】 

19. 受訪者一家每年離港探親平均次數為1.36次，有43.3%受訪者表示沒有離港探親；有60%受訪

者表示一家人每年離港探親次數是與家庭收入情況有關，有15%受訪者因沒有親人在外地故

無需要離港探親。【表32及表33】 

20. 有23.3%的受訪者家中沒有電腦；家中有一部電腦則佔60%。有14位家中沒有電腦原因是與

家庭收入少而沒有購置。【表35及表36】 

21. 46位家中有電腦的受訪者，有25位表示沒有需要維修或更換電腦，其中有三位表示即使電腦

壞但因經濟問題而沒有維修。【表38及表39】 

22. 有70%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在過去一年沒有參加進修或補習，有進修或補習則佔30%。42

位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沒有進修或補習的原因，有54.8%受訪者因為經濟原因；其餘則表

示沒有需要或沒有時間進修。【表40及表41】 

23. 受訪者有28位(46.7%)表示家居需要維修但沒有進行。其中有21位表示因經濟問題而沒有進行

維修。有7位則因沒有時間、單位是租住或將會入住公屋等原因而沒有維修。【表43及表44】 

24. 有65%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在過去一年有向私家醫生求診。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則佔

35%。21位沒有向私家醫生求診的受訪者，有14位因為收入少未能負擔到私家醫生的費用而

沒有求診。【表46及表47】 

25. 有70%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因為經濟問題而不去去求診。【表49】 

26. 有81.7%受訪者表示沒有供養非同住父母，11位(18.3%)則需要供養非同住父母。【表51】 

27. 11位需要供養非同住父母的受訪者中，有4位供養一位親人；有六位受訪者則需要供養二至

三位親人；平均供養2名的非同住父母。【表52】 

28. 需要供養非同住父母的受訪者，他們月薪中位數$7400；每天工時中位數10小時；平均時薪

中位數$26；家庭就業平均人數1.9人。【表53】 

29. 受訪者有26.7%表示一旦全家人失業，家庭沒有積蓄可以應付生活費；30.0%表示只可應付1-2

個月家庭支出；18.3%只能應付3-4個月，即合共75%家庭積蓄最多只能應付四月開支，能應

付5-6個月及一年開支各佔11.7%。【表54】 

30. 有61.7%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家庭收支狀況是入不敷支；有33.3%表示僅僅能應付；只有5%

表示有餘錢。 37位表示入不敷支的受訪者有56.8%表示靠積蓄解決未能應付每月支出；有

35.1%表示親友借錢。【表55及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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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最低工資意見 
 
31. 有九成或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合理工資可以應付一日三餐支出(98.3%)、衣服支出(93.3%)、租

屋支出(93.3%)、上班交通費(96.7%)、電話及上網等通訊開支(90%)。有八成或以上的受訪者

認為合理工資應能應付進修(80%)、社交(85%)、醫療(85%)、退休及失業儲備(88.3%)等支出。
【表57】 

32. 有 78.3%受訪者認為的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40 是合理；有 21.7%認為不合理。【表 58】 

33. 各有一位受訪者認為合理最低工資時薪為$27及$43；有18.3%受訪者認為的最低工資應訂為

$30-35。【表59】 

34. 有 98.3%受訪者同意最低工資水平應與通漲掛鈎。【表 61】 

35. 有 93.3%受訪者同意最低工資應配合「最高工時」的訂立，即每天工時最多 8 小時。【表 62】 

 

 

 
(七)  調查分析 
 
1. 六成五受訪者屬 46-64 歲的中年人士，超過八成只得初中或以下的教育程度。大部份受訪者

均從事非技術性工作，超過八成為全職受僱，有 45%的受訪者每日返工時間超過十小時。大

部份受訪者均為低薪人士，平均時薪的中位數為$26，有 35%的受訪者時薪低於$24 或以下。 
 
2.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低薪人士在應付各項生活開支時，都出現壓縮情況。其中以「一家人 

外出用膳」、「一家人參加活動」兩方面最為明顯，每月進行次數平均只有 0.87 及 0.18 次。

除此以外， 家庭成員購買新衣新鞋、離港探親、家居維修、電腦購置和維修、個人進修或

子女補習、甚至使用醫療服務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反映基層勞工在低微工資，「限

米煮限飯」的情況下，要養活家人，壓縮生活無法避免。 
 
3. 受訪者在「一家人外出用膳」、「一家人參與活動」、「離港探親」等項目，均受到經濟影響而

減少，其中過半數家庭因經濟而不會一家人外出用膳；而因經濟不會一家參加活動者更超過

八成六；六成受訪者亦因此而不會離港探親。基層勞工不少面對工時長、輪班的情況，與家

人共聚天倫的時間本已不多，而在收入不足的情況下，更限制了家庭成員藉共同活動增進感

情和溝通的機會。政府近年不時強調重視家庭關係，然而基層工友的收入情況卻產生相悖的

較果。 
 
4. 調查結果顯示，家庭成人每年購買新衣及新鞋的平均次數分別為 2.25 次及 1.89 次；而子女

每年購買新衣及新鞋的平均次數分別為 3.14 次及 2.69 次。有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家中成人

不購買新衣及新鞋是與收入低有關；只有四至五成的受訪者表示家中子女不購買新衣及新鞋

是與收入低有關；反映低收入的勞工在開支壓縮下，仍盡量滿足子女需要，支出項目以子女

為優先考慮。 
 
5. 調查顯示，有七成受訪者曾試過因經濟問題有病而不去求診(包括公立醫院及私家醫生)。此

外，有 14 位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自己或家人因經濟問題而不去私家醫生求診。受訪的

勞工有不少是長時間工作，有病告假看醫生亦會被扣薪，以致難於使用政府醫療服務，寧以

較低廉價錢購買成葯服用。反映出基層勞工收入微薄，連有病都用壓縮醫療的開支。 
 

6. 有 11 位低收入的受訪者需要供養非同住的父母，平均供養人數有 2 名。他們的平均時薪的

中位數只得$26，而返工中位時數 10 小時。反映了他們需要做長工時的工作，才能賺取較多

工資來供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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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受訪者有 26.7%表示一旦全家人失業，家庭沒有積蓄可以應付生活費；30.0%表示只可應付 1-2

個月家庭支出；18.3%只能應付 3-4 個月，即合共 75%家庭積蓄最多只能應付四月開支，能應

付 5-6 個月及一年開支各佔 11.7%。顯示基層勞工在薪金微薄情況下，累積儲備有限，造成

家庭面對經濟危機的承受力十分薄弱，倘遇上突發的轉變，例如傷病或失業時，基層家庭便

即時陷入經濟危機中。 
 
8. 受訪者中每月家庭收支狀況屬「僅僅能應付」者有三成；表示「入不敷支」者更有六成。未

能應付每月支出的受訪者，有五成多靠積蓄解決；有三成五則需要向親友借錢。基層勞工的

工資若得不到改善，借貸不但未能解決這些家庭的經濟困境，更可能使他們跌入循環欠債的

更不利處境中。 
 

9. 絕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對最低工資的釐定準則應包括膳食(包括一日三餐)、衣服鞋物、租屋、

返工交通費、通訊、進修、社交、醫療、退休及失業儲備。有七成八的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

訂立在時薪$40 水平是合理。有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為最低工資應配合標準工時的訂立，即

最低工資以八小時工作；亦有絕大部份的受訪者(98%)同意最低工資水平應與通脹掛鈎。 
 
 
 
(八)  建議 
 
1. 就著現時基層勞工的情況及處境，最低工資釐定準則應保障到工人的生活需要，並且同時配

合標準工時的立法﹝即立法規管每日工作八小時工作﹞，以免工人因工資過低而需要增長工

時以解決生活問題；因此最低工資應訂立在時薪$40，即工資中位數七成。讓基層勞工能夠

獲有合理及有生活保障的工資額。 
 
2. 最低工資水平應以定期檢討，並工資水平亦應與通漲掛釣，讓基層勞工的工資可以應付到生

活必需要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