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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下，不少的基層勞工都面臨被解僱或放無薪假的經濟困境。有見

及此，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 2020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了 102 位受疫情影響下出

現就業問題的基層勞工，了解疫情對基層勞工的就業及經濟處境、分析政府推出的支援措施，

包括「防疫抗疫基金」，應對勞工就業不足和失業的支援程度，從而建議可行的支援措施。 

 

 

是次調查在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轄下的九龍、新界及香港島的服務單位採取方便抽樣的調查方

法，訪問了18歲以上受疫情影響下出現就業問題的基層勞工。調查不是以隨機抽樣方法進行，

所以樣本不代表整體基層勞工狀況。這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爲參考，了解基層勞工在疫情下的

需要和探討可行的回應方法。 

 

 

1. 受訪者背景: 

 

 性別（表 1） 

受訪者約六成是女性，四成是男性。 

 

 

 

 

 

 年齡（表 2） 

 

 

整體受訪者的年齡中位數是 48

歲。六成多（66·7%）受訪者集中

在 41-60 歲的年齡層，而超過一

成（11.8%）的受訪者，其年齡更

是 61 歲或以上。 

 

 

 

 

 
人數 % 

 男 40 39.2 

 女  62 60.8 

 總數 102 100.0 

 
人數 % 

 18-30 2 2.0 

 31-40 20 19.6 

 41-50 37 36.3 

 51-60 31 30.4 

 61-70 11 10.8 

 71 或以上 1 1.0 

 總數 102 100.0 

中位數：4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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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表 3） 

 

 

受訪者普遍是中學程度，佔 75.5%，

小學或以下程度的有兩成

（20.5%），大學程度的受訪者則

只佔小部分（3.9%）。 

 

 

 

 

 婚姻狀況（表 4） 

 

 

受訪者主要是已婚（55.9%）、未

婚/單身（28.4%）和單親（15.7%）。 

 

 

 

 

 家庭人數（表 5） 

 

 

受訪者普遍來自核心家庭：二人

家庭有 26.5%、三人家庭有 28.4%、

四至六人家庭有 20.6%，而一人家

庭則有 24.5%。 

 

 

 

 

 

 住屋類別及租金中位數（表 6） 

大部份受訪者是租客身份。過半數

居住在劏房（54.9%），而住在寮屋

及獨立單位分別各佔一成四，亦有

一成受訪者居住在公屋。此外，獨

立單位的租金最貴，租金中位數高

達$7,000；其次是劏房，租金中位

數也達$4,200，最平的是公屋，租

金中位數是$1,500。 

 

 

 
人數 % 

 未受教育 3 2.9 

 小學 18 17.6 

 初中 45 44.1 

 高中 32 31.4 

 大學 4 3.9 

 總數 102 100.0 

 
人數 % 

 未婚/單身 29 28.4 

 已婚 57 55.9 

 單親 16 15.7 

 總數 102 100.0 

家庭人數 人數 % 

 一人 25 24.5 

 二人 27 26.5 

 三人 29 28.4 

 四人 19 18.6 

 五人 1 1.0 

 六人 1 1.0 

 總數 102 100.0 

 
人數 % 租金中位數 

 劏房 56 54.9 4,200 

 獨立單位 14 13.7 7,000 

 公屋 11 10.8 1,500 

 自置居所 7 6.9  NA 

 寮屋 14 13.7  NA 

 總數 1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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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下基層勞工就業情況： 

 就業情況（表 7） 

 

 

 失業月數（表 8） 

 

 

 

根據表 7 及 8，現時疫情下，近七

成受訪者仍然在職，有三成多受

訪者正失業。當中，過八成（84.4%）

受訪者的失業時間為一至三個月

不等。 

 

 

 

 在職勞工從事的行業（表 9） 

 
人數 % 

 社會及個人服務 17 24.3 

 飲食 16 22.9 

 建造 16 22.9 

 運輸/航運 12 17.1 

 零售 6 8.6 

 製造 1 1.4 

 保險 2 2.9 

 總數 70 100.0 

 

 

 

 

 

 

 

 

 

 

 

 

 

 

 
人數 % 

 在職 70 68.6 

 失業 32 31.4 

 總數 102 100.0 

 
人數 % 

 少於一個月 2 6.3 

 1 個月 6 18.8 

 2 個月 13 40.6 

 3 個月 8 25.0 

 4 個月 1 3.1 

 5 個月 1 3.1 

 6 個月 1 3.1 

 總數 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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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勞工從事的職位（表 10） 

 

表 9 及表 10：在職受訪者主要受

僱於四個行業：1）社會及個人服

務業–24.3%；2）建造業–22.9%；

3）飲食業–22.9%；4）運輸/ 航

運業–17.1%。他們主要從事的職

位：銷售員/收銀/侍應（20%）、

地盤散工（17.1%）、清潔（15.7%）。

由此可見，受訪者多數是從事體

力勞動工作的基層勞工。 

 

 

 

3. 疫情對基層勞工的工作及經濟影響： 

 工作處境（表 11） 

 

 

 

 

 

 

 

 

 

 

 

疫情下，幾乎所有受訪者的工作受都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近三成受訪者有開工不足的問題

（29.4%）、近兩成受訪者遭解僱（18.6%）、約兩成受訪者無工開/搵唔到工（17.6%）、一成半

被減薪（15.7%）；而受訪者被迫放無薪假或因照顧停學子女而未能工作的百分比，分別 5.9%

及 3.9%。沒有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僅得 2%。 

 

 

開工不足情況：過去兩個月（2020 年 2 月及 3 月）內，一成多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工開； 

兩成多受訪者開工日數只得 1-10 天，三成多的勞工開了 10-20 天，二成開了 20-30 天。 

有關開工不足的詳細情況，可參考附錄的內容。 

 

 

 

  人數 % 

 銷售員/收銀/侍應 14 20.0 

 地盤散工 12 17.1 

 清潔 11 15.7 

 倉務/跟車/搬運 7 10.0 

 司機 6 8.6 

 裝修工 4 5.7 

 廚師 4 5.7 

 文職（文員/保險/導師） 4 5.7 

 其他(保安/送飯/食品加工) 8 11.4 

 總數 70 100.0 

  人數 % 

 開工不足 30 29.4 

 解僱 19 18.6 

 無工開/ 搵唔到工做 18 17.6 

 被減薪 16 15.7 

 被迫放無薪假 7 6.9 

 被迫停薪留職  6 5.9 

 因照顧停學子女未能工作 4 3.9 

 工作無影響 2 2.0 

 總數 1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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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經濟轉變及困難指數： 

 

A. 家庭收入的轉變 （表 12） 

 

 

 

 

 

 

 

 

    疫情前，一人家庭及三人家庭的受訪者的入息中位數為分別$10,785 及$18,000 接近全港 

    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家庭接近貧窮邊緣；四人家庭的受訪者在疫情前的入息中位數為 

    $18,000，更是低於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已屬貧窮家庭。 

受訪家庭在疫情影響下，整體的家庭收入遠低於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疫情令

他們的家庭收入處於貧窮線。 

 

 

B.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2 月月申領政府資助的情況（表 13） 

 

 

 

 

 

 

 

 

 

 

  受訪家庭於疫情前已接近貧窮邊緣。過去一年，約有一半（49%）的受訪家   

  庭需要申請不同津貼去舒緩經濟壓力，20.6%的受訪家庭申請職津，11.8%的受訪家庭申 

  請書津，11.8%的受訪家庭同時申請職津及書津，少量的受訪家庭有申請交津（2%）、傷 

  殘津貼（1%）、或家人正領取綜援（2%）。 

  

 

 

 

 

 

 

全港家庭 

入息中位數 

(2019 年統計) 

疫情前 

家庭入息 

中位數 $ 

現時 

家庭入息 

中位數 $ 

 一人家庭 20,100 10,785 4,000 

 二人家庭 29,300 17,000 4,000 

 三人家庭 35,800 18,000 7,900 

 四人家庭 44,700 18,000 10,000 

  人數 % 

 在職家庭生活津貼（職津） 21 20.6 

 職津及書津 12 11.8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交津） 2 2.0 

 書簿津貼（書津） 12 11.8 

 傷殘津貼 1 1.0 

 家人領取綜援 2 2.0 

 沒有申領津貼 52 51.0 

 總數 1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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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時被削減影響職津申請（表 14） 

  人數 % 

 由基本津貼變成工時不足不合資格申領 4 16.7 

 由中額津貼變成工時不足不合資格申領 3 12.5 

 由高額津貼變成工時不足不合資格申領 11 45.8 

 由中額津貼變基本津貼 1 4.2 

 由高額津貼變成基本津貼 4 16.7 

 由高額津貼變成中額津貼 1 4.2 

 總數 24 100.0 

33 位受訪者的家庭過去一年曾申領職津或同時申領書津，其中 24 位受訪者因疫情而影響

了他們的職津申請。 

75%的受訪家庭因疫情後工時被削減，失去之後申請職津的資格外，同時還失去原先領

取的津貼。例如 45.8%受訪家庭失去原先領取的高額津貼，12.5%受訪家庭失去原先領取

的中額津貼，16.7%受訪家庭則失了原先領取的基本津貼。 

25.1%受訪家庭雖然於疫情後仍能維持申請職津的資格，但津貼金額卻有所下調。受訪家

庭由原先領取的高額津貼下調至基本津貼（16.7%）或中額津貼（4.2%），而有 4.2%受訪

家庭由原先領取的中額津貼下降至基本津貼。 

整體而言，職津的申請資格是以工作時數作為申請門檻，由於疫情令受訪者的工時被削

減，影響了其申請資格之餘，連原先享有的生活補貼也被削減，可謂雙失。 

 

D. 租金負擔 (佔家庭收入比率) 表 15 

  租住私樓(N=78) 租住公屋(N=14) 

  

疫情前 

租金負擔比率 

中位數 

現時 

租金負擔比率 

中位數 

疫情前 

租金負擔比率 

中位數 

現時 

租金負擔比率 

中位數 

一人家庭 29.2 90.0  

13.3 20.0 
二人家庭 31.1 81.0  

三人家庭 32.3 53.2 

四人家庭 33.3 48.8 

  78 個租住私樓的受訪租客，疫情前，其租金佔家庭入息比率差不多三成。一人家庭至四 

  人家庭的租金佔家庭收入比率分別為 29.2%，31.1%，32.3%及 33.3%。 

疫情後，情況更為嚴重，家庭的租金佔家庭入息比率急升。一人家庭至四人家庭的租金

佔家庭收入比率分別為 90%，81%，53.2%及 48.8%。可見私樓租客的租金負擔甚重。 

此外，14 位居住在公屋的受訪租客亦同樣受到疫情而影響其租金佔家庭收入比率。疫情

前，公屋受訪者的租金佔家庭入息比率是 13.3%；疫情後的租收比卻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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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積蓄可維持家庭開支多久（表 16） 

 

 

 

 

 

超過兩成（22.5%）的受訪家庭並沒有任何

積蓄應付家庭生活開支，即時陷入經濟困境。

另外，不足六成受訪家庭的積蓄僅能夠應付

1 至 3 個月的家庭生活開支。受訪家庭的積

蓄能夠維持 1 個月、2 個月及 3 個月的家庭

生活開支分別為 18.6%、24.5%及 11.8%。 

 

 

 

 

 

 

 

 

F. 家庭經濟困難指數（表 17） 
 

 

受訪者自我評分的家庭經濟困難指數，以

0 分表示沒有困難到 10 分的極大困難。超

過八成（82.3%）受訪者的家庭經濟困難指

數是 7 分或以上，平均分是 8.2。差不多四

成（38.2%）受訪者的家庭經濟困難指數是

最高的 10 分。 

 

根據受訪者的說話內容，大部分受訪者面

對的經濟困難是租金壓力，租金太貴令交

租有困難。【受訪者表達內容可參考附錄】 

 

 

 

 

 

 

 

 

 

 

 

 

 

 

 

 

 

 

 
人數 % 

 0 個月 23 22.5 

 1 個月 19 18.6 

 2 個月 25 24.5 

 3 個月 12 11.8 

 4 個月 7 6.9 

 5 個月 1 1.0 

 6 個月 7 6.9 

 6 個月以上 2 2.0 

 無答 6 5.9 

 總數 102 100.0 

困難分數 人數 % 

0 2 2.0 

1 0 0.0 

2 0 0.0 

3 0 0.0 

5 8 7.8 

6 7 6.9 

7 9 8.8 

8 29 28.4 

9 7 6.9 

10 39 38.2 

無答 1 1.0 

總數 102 100.0 

平均分 8.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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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層勞工應對方法及幫助： 

 搵工/轉工情況（表 18） 

 

 

面對疫情帶來的工作轉變及困境，雖然有

74.5%受訪者主動去搵工、轉行、或是找

兼職應付，但是能成功搵工、轉行、或是

找兼職的受訪者只佔少數（6.9%）。另外，

有兩成三的受訪者態度負面，表示沒有方

法應付疫情帶來的工作困境。工作沒有受

到影響的只有 2%。 

 

 

 

 

 

 自救經濟的方法（表 19） 

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境，大部分受訪者

會先選擇自救方法。例如 87.3%受訪者會

緊縮日常生活開支，4.9%受訪者會做多份

工。受訪者表示必要時也會去借錢，23.5%

會向親友借，而 5.9%則會向銀行借。 

 

 

 

 

 

 

 

 

 

 

 

 

 

 

 

 

 

 
人數 % 

 搵工/ 轉行/ 搵兼職成功 7 6.9 

 搵工失敗 37 36.3 

 轉行失敗 4 3.9 

 搵兼職失敗 9 8.8 

 搵工+轉行失敗 19 18.6 

 沒有應對方法 24 23.5 

 工作無影響 2 2.0 

 總數 102 100.0 

 
人次 %(N=102) 

 緊縮開支 89 87.3 

 親友借錢 24 23.5 

 銀行借錢 6 5.9 

 做多份工 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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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求政府/ 民間團體的經濟援助及幫助指數（表 20） 

 政府 民間抗疫基金 

防疫抗疫基金 綜援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 其他抗疫基金 

受惠/申請情況: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受惠人數/ 有申請 27 26.5 3 2.9 57 55.9 0 0 

未能受惠/ 無申請 75 73.5 99 97.1 45 44.1 102 100 

 總數 102 100.0 102 100.0 102 100.0 102 100 

無申請原因: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合資格申請 75 100 25 25.2 19 42.2 4 3.9 

唔知有此津貼/ 基金 0 0 0 0 20 44.4 93 91.2 

唔想申請 0 0 65 65.7 6 13.3 3 2.9 

再搵唔到工先申請 0 0 9 9.1 0 0 1 1.0 

名額有限 0 0 0 0 0 0 1 1.0 

 總數 75 100.0 99 100.0 45 100.0 102 100.0 

幫助分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0 2 7.4 1 33.3 0 0 -- -- 

1 1 3.7 0 0 0 0 -- -- 

2 0 0 0 0 0 0 -- -- 

3 0 0 0 0 2 3.5 -- -- 

4 3 11.1 0 0 1 1.8 -- -- 

5 6 22.2 1 33.3 10 17.5 -- -- 

6 4 14.8 0 0 4 7.0 -- -- 

7 5 18.5 0 0 5 8.8 -- -- 

8 4 14.8 1 33.3 9 15.8 -- -- 

9 1 3.7 0 0 3 5.3 -- -- 

10 1 3.7 0 0 23 40.4 -- -- 

總數 27 100.0 3 100.0 57 100.0 -- -- 

平均分 5.7 -- 7.9 -- 

 

疫情下，受訪者除了採取節衣省食的自救方法外，也會向外界申請其他的援助基金。 

接觸的受訪者主要得悉以下三類援助基金，並按其情況作出申請： 

  

1) 政府針對疫情而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 

2) 政府安全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及 

3) 民間：「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 

 

57 位申請民間基金的受訪者，全部只是申請「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沒有再申請其他民間

援助基金。27 位受訪者申請了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3 位受訪者申請了綜援。可見，使用

民間基金的受訪者遠多於使用政府的援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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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申請基金原因： 73.5%受訪者沒有申請政府「防疫抗疫基金」，原因是不合資格申請。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主要是透過協助企業去保住員工的就業，所以

直接受惠對象是企業/僱主，而非員工。再者，只是某些行業的僱員才

能得到津貼，並非所有員工也受惠。 

 

至於政府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74.8%受訪者表示唔想申

請或再搵唔到工才考慮申請綜援。受訪者普遍希望能如疫情前般自食

其力，透過工作收入去解決生活所需，並深信疫情是短暫性質，只要

捱過疫情便可，故不是迫不得已，也不考慮申請綜援。另外，25.2%受

訪者則因仍有工作、資產超額、或欠債而不合資格申請。（詳情可參考

附件節錄） 

 

44.1%受訪者沒有申請「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有這

基金（4.4%）、不合資格申請（42.2%）、唔想申請（13.3%）。 

 

另一方面，除了上述三項基金，全部受訪者表示再也沒有申請其他民

間抗疫基金。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有這基金（91.2%）、不合

資格申請（3.9%）、唔想申請（2.9%）、名額有限（1%）、及再搵不到

工才申請（1%）。 

 

 

成效方面： 曾申請「綜援」、政府「防疫抗疫基金」、「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的受訪者對上

述基金作出評分，以「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的平均分最高，有 7.9 分；政府

「防疫抗疫基金」僅僅合格，平均分是 5.7 分。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超過六成受訪者給予 8-10 的評分，當中有四成受訪

者更給予滿分 10 分。根據受訪者的說話內容：他們認為這基金能即時解決燃眉

之急，發揮救急作用。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超過兩成受訪者的評分為 0-4 的不合格分數，當中有 7.4%

的評分更是 0 分，亦有兩成多的受訪者給予僅僅合格的 5 分，差不多五成受訪

者給 6-8 分。根據受訪者的說話內容：他們認為政府做事太慢，未能急市民所

急。有些受訪者於政府宣布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期間已被遣散或解僱，根本

未能受惠。而且他們認為大部分基金只是給僱主申請，不是直接俾工人。 

 

「綜援」：只得三位受訪者申請，評分分別是 0 分、5 分及 8 分。根據受訪者的

說話內容：給予 0 分的受訪者是單身人士，失業多月，3 月中申請綜援時已沒

有積蓄，但社署只找培訓機構轉介培訓課程，一直叫他等電話卻沒有回應他的

申請，他覺得政府做事太慢，等佢救命就死；給予 5 分的受訪者認為「綜援」

有助支付租金；給予 8 分的受訪者則認爲領取綜援較為穩定，無咁擔心無錢交

租同開飯。【受訪者表達內容可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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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決就業及經濟困境的建議： 

 受訪者對「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的建議（表 21） 

 

 

57 位曾申請「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

的受訪者中，大部分均希望「公益金

及時抗疫基金」能夠增加申請次數。

由現時的一次性變成每月申請一次，

最多申請三至六個月（38.6%）。亦有

約三成受訪者希望公益金能按情況作

彈性處理，而不是一次性。 

 

 

 

 職津建議（表 22） 

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考慮取消以《每月

工作時數》為職津的申請門檻（49%）

或降低《每月工作時數》的申請門檻

（13.7%）。 

 

 

 香港現時未有失業援助金，有經濟困難家庭可申請綜援，你對此項措施的意見（表 23） 

近七成受訪者建議政府考慮

設立《失業援助金》，認為有

助解決短暫性失業問題。另外，

近一成受訪者則認為《綜援》

未能解決失業問題。 

 

 

 

 

 

 
人數 % 

 最多申領六個月 6 10.5 

 最多申領五個月 4 7.0 

 最多申領四個月 1 1.8 

 最多申領三個月 11 19.3 

 兩個月一次 5 8.8 

 三個月一次 4 7.0 

 按情況彈性處理 17 29.8 

 無意見 9 15.8 

 總數 57 100.0 

 
人數 % 

 取消工時 50 49.0 

 降低工時的申請門檻 14 13.7 

 維持不變 3 2.9 

 無意見 35 34.3 

 總數 102 100.0 

 
人數 % 

 認為失業援助金可以解決短暫性失業問題 70 68.6 

 認為綜援未能解決失業問題 9 8.8 

 無意見 23 22.5 

 總數 1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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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層勞工於疫情下的困境： 

   疫情前，基層勞工本身已是低收入一族，其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比全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為低，半數勞工更需要申請各種生活補貼/ 援助去維持基本生活。 

 

疫情令基層勞工的工作大受影響，大部分勞工面對解僱、被迫放無薪假、無工開、停薪留

職等問題，令到收入驟減。與此同時，租金卻維持不變，令租收比負擔大增，有家庭甚至

需要動用積蓄支付租金。八成受訪者的家庭經濟困難指數達七分或以上，顯示基層勞工的

處境已陷入臨界點。 

 

面對沉重的經濟負擔，基層勞工除了緊縮生活開支外，多數會積極搵工、轉行、找兼職去

繼續維持基本生活開支。無奈現時經濟大受疫情打擊，市場職位空缺緊張，就算高學歷、

有經驗的勞工，要在這個時刻找工作或是轉行已不容易，更何況是一群低學歷、年紀較大

的基層勞工！結果就算幾努力也好，最後只得 6.9%受訪者能成功找到工作、轉行或找兼

職。29.4%基層勞工更要靠借貸去生活！ 

 

在這水深火熱時，政府理應為基層勞工提供更多援助，以應燃眉之急。諷刺的是，即使之

前合資格申請「在職家庭生活津貼」的家庭，由於計劃與工時掛鈎，疫情下工時驟減，在

基層勞工最需要協助時，卻無奈地被取銷申請資格及減少津貼，令基層勞工白白失去一根

救命草，做法背道而馳。 

 

2. 現有支援措施的成效： 

   針對疫情帶來的困境，政府動用了 1675 億元，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可惜措施 

   對基層勞工的協助及成效未如理想。 

 

「防疫抗疫基金」目的是透過協助企業，去保住員工的就業。措施主要受惠對象是企業/

僱主，而非所有僱員。例如第一輪 300 億「防疫抗疫基金」，主要受惠的員工只得建製業

註冊工人、合資格的保安員及清潔等工人；第二輪受惠行業的員工包括持牌小販、註冊體

育教師、社署資助機構的興趣班導師、客運業的指定司機等行業僱員，可見措施未能涵蓋

及惠及所有行業的僱員，結果出現了一群 N 無勞工（75%），得不到任何援助。再者，受

訪者普遍認為政府措施反應太慢，未能急市民所急，成效僅屬一般，平均評分是 5.7 分，

僅僅合格而已。 

 

此外，政府亦放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資格，去協助市民渡過難關。可惜，大部

分（74.8%）基層勞工表示現時階段未想申請綜援，或等再搵唔到工才考慮申請。由於反

映，受訪者普遍希望能如疫情前般自食其力，透過工作收入去解決生活所需。並且深信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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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短暫性質，只要咬緊牙關渡過這疫情便可重新開始。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也不考慮申

請綜援。最後，只有 3 位受訪者申請綜援。 

 

總括而言，基層勞工普遍認為政府推行各項「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涵蓋面不足，未能全面

回應基層勞工的實際需要。 

 

另一方面，由民間舉辦的「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相對受基層勞工歡迎。有 55.8%受訪勞

工選擇申請這基金，好處是批核快，能作即是應急錢，解決生活需要。受訪者對這基金的

成效及評分相對較高，有 7.9 分。可惜這基金只是一次性，未能協助基層勞工渡過疫情這

難關！ 

 

 

 

1. 最大效化「防疫抗疫基金」 

政府先後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但調查中只有 26.5%的受訪者受惠，可見大部分受

疫情影響的基層家庭未能惠及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疫情下就業情況的滑落是非常突

然，「防疫抗疫基金」未能支援失業的基層人士。另外，一些受訪者早被減薪或被迫放無

薪假，就算「防疫抗疫基金」有支援餐飲業，要求領取之食肆未來 3 個月不能裁員，但也

不能改善基層勞工收入劇減或完全失去收入的困境。另外，香港有很多飲食業、酒店業、

運輸業的零散工，他們沒有固定合約，甚至沒有固定僱主，勞工法例一直存著的漏洞令他

們不受保障。零散工往往是第一批被裁員的對象，在疫情下更見沒有任何支援。加上，某

些行業的「防疫抗疫基金」是透過僱主發放給僱員，而不是直接給予受影響的「打工仔」，

有關機制存有漏洞令他們感到不安。是次調查看到政府對基層家庭的支援實在有限，覆蓋

面仍然不足，建議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要補漏拾遺及具彈性，讓未能受惠的基層家

庭得到政府基金的協助渡過難關。 

 

2.  取消在職家庭津貼與工時掛釣的申領要求 

在職家庭津貼作為政府恆常性支援低收入在職家庭的措施，但受疫情影響，從事不同工種

的受訪者都面對工時驟減的情況。調查結果顯示 33 名有申請職津的受訪者中有 75%在疫

情下因工時不足喪失領取津貼的資格，另外 25%則減少申領金額。一半受訪者認為應取消

申領職津的工時要求，另外有 13.7%表示應降低工時的申請門檻。職津一直要求申請家庭

要達到每月 192 小時的工作才能領取高額津貼，但受訪者表示日薪工人有很多不由自主的

原因沒有工開，包括工程結束與減少、天氣影響、放公眾假期等等。在工時不足時，他們

也同時面對薪金減少的處境，在這困境中職津的申領金額反而變少，甚至不能領取，這對

基層家庭來說並非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政策的原意是支援低收入在職家庭，減低跨

代貧窮，建議在職家庭津貼應全面取消與工時掛釣要求，讓在職人士在工時及收入驟減的

時候仍然可獲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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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期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一次過生活津貼」合二為一 

調查顯示疫情下租金（非公屋）佔家庭入息激增(48%至 90%)，可見租金令基層家庭出現

龐大的經濟壓力。飯可以不吃，租不能不交，面臨交不起租的狀態，有家庭開始要以借貸

度日，但面對不知什麼時候復原的社會狀況，借貸又是另一條不歸路。關愛基金將於 2020

年 7 月及 2021 年首季推出兩期「非公屋、非綜援一次過生活津貼」，為租住私樓、劏房或

寮屋的家庭提供津貼。為了應對疫情，建議政府可推前第二期津貼至與第一期同步，一次

過發放兩期的金額，申領期則覆蓋兩期預定的時段，回應基層家庭水深火熱的困境。 

 

4.  設立失業援助金 

調查顯示 99%受訪者沒有領取綜援，65.7%表示不想申請，原因是認為現時失業是疫情下

暫時的情況，認為只需過渡支援，仍然希望以盡快就業為解決問題的方案。沒有設立失業

援助金是政策的不足，惟在疫情下更凸顯對失業人士在社會上欠缺過渡支援。香港需要一

個短期、批款程序快捷、申領條件相對寬鬆的失業援助金，讓「手停口停」的基層家庭能

夠有緩衝期尋找工作、轉行或接受技能培訓。建議政府在是次抗疫經驗後，盡快落實設立

失業援助金的措施，應對失業人士的處境。 

 

5.  推出短期職位 

接近全部的受訪者都表示，最希望得到的不是錢，而是一份工作。調查中顯示能成功轉工

或轉行只屬少數(6.9%)，相反大部分受訪者面對失業時是毫無應對方法。第二期「防疫抗

疫基金」中提出於兩年內創造三萬個就業職位，但遠水不能救近火，失業潮經嚴重打擊基

層家庭。2003 年期間，政府曾以創造約三萬個短期職位如屋邨或郊野公園清潔、社區工作

幹事等 1，建議政府現時應參照當年的做法，急民所急，提出創造就業機會的具體時間表

及內容。在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政府應思考如何令產業多元化，善用民間勞動力，以應對

突發事件到來時的方案。 

 

6. 彈性處理申領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申請期限 

因政府支援措施不足的情況，不同的社福機構也推出「抗疫」相關的基金/支援服務，而

「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由 2 月 12 日截至 4 月 13 日，短短的兩個月已批出超過 2,400 個

申請 2。調查結果顯示，59 名有申領「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的受訪者給予幫助程度的平

均分數為 7.9 分，從節錄內容中可以看到受訪者認為及時抗疫基金可以達到「救急」的果

效，但也有「只能應對一時之急」的限制。有街坊成功透過「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過渡

轉行找到新工作；也有受訪者表示批出之款項大概只能幫補家庭一個月的開支，但面對持

續的疫情就業機會大大減少，他們未能找到工作處理經濟需要。因此，49 名受訪者建議

彈性處理「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的申領期限，包括縮短每次申請之間的時間，或是可連

續領取數月的安排，讓基層勞工在未有工作或申領其他援助時，可彈性處理申請基金的次

數及期限，讓他們過渡疫情下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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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會議 [立法會 CB(2)1965/02-03(03)號] 

https://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mp/papers/mp0506cb2-1965-3c.pdf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會議 [立法會 CB(2)2491/02-03(05)號] 

https://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mp/papers/mp0619cb2-2491-5c.pdf 

 
2 

The Community Chest of Hong Kong 香港公益金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ommche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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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訪問內容節錄 

 

1. 疫情對基層勞工的工作處境： 

 遭解僱受訪者的內容節錄 

機場地勤：由於無航機起飛，三月放無薪假，每月日數 4 日，4 月會加多無薪 6 天，收入由 2 萬減

到三月只得 12000，最後公司係 4 月 5 日通知正式通知解僱 

點心師傅：二月先放無薪假，三月酒樓停業 

洗碗工人：29/3 後全公司停業，3 月糧都出唔倒 

賣雪糕店員：沒有旅客，在山頂賣雪糕生意額低，即使僱主有向政府申請抗疲基金，同事以為可

以捱得到，但最後都要裁員 

倉務員：公司於 1 月開始公司暫停營業，一直到而家，疫情唔知公司幾時營業 

客機維修：二月尾接到上司通知 3 月中會被裁員，未肯定有否代通知金；後來又叫他以日薪形式

工作至 3 月 31 日。 

廚師：做主題公園員工餐廳，公司表示生意不好不再續約，而因我只做了一年也沒有任何遣散費

之類 

水吧：餐廳因疫情影響而關門，因而被解僱 

 

 

 放無薪假及停薪留職受訪者內容節錄 

接待員：被安排放兩個月無薪假 

服務員：放無薪大假，無大假就放無薪假，人手不足，因為旅遊巴少左，生意少左 

酒樓雜工：酒樓附近位置有確診個案，生意大受影響，2 月 10 日開始停業，安排員工放無薪假 

樓面；而家半個月無薪假，半個月返工，但無得加班，酒樓只做日頭唔做晚市，少左好多收入 

診所清潔工：4 月份開始停薪留職 

廚房：二月份放無薪假，2 月 16 日更通知停薪留職，仲話可以自行辭職無須通知 

學校送飯：學校冇開 所以冇工開 

學校小賣部員工：因學校停課，所以停工 

保安：疫情之後，投注站暫停開放，之後便收到通知，需要簽紙表明自願放無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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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不足受訪者內容節錄 

機場掃街：航空業人流少，散工全部休息 

搬運工人：抄散，少咗裝修搬 

繪畫導師：停課期間未能到校工作，只在私人補習中心教班 

幼稚園雜工：學校停課所以 2 月份開少咗工，但 3 月份學校老師開始返去做網上教學所以多咗

工開 

食品加工員：2 月開始已受疫情影響而減少開工日數，現時開工不穩定，時有時無得開，等電

話通知 

地盤雜工：過年後到現在，所有地盤及村屋工程都停晒，2-3月無工開，4月開左 2日。 

 

 

 

2. 基層勞工應對工作轉變方法 

 搵工/轉工情況 

受訪者沒有應對方法的容節錄 

照顧停學子女 

想搵臨時工，覺得僱主會再請她 

仍屬全職僱員，只是佣金下跌 

年紀大，難轉行；轉行風險大 

照顧停課子女，沒有再搵工 

 

 

受訪者搵工/轉行/替工困難內容節錄 

送外賣 food panda，至今只得咗 1 單，收入$10 

已向 food panda 求職，但 food panda 需時處理大量求職申請 

做過 4 天清潔替工又無得做 

搵樓面，都搵唔倒，拉腸粉都唔請 ， 文化唔高，難轉行 

沒有消息，沒有被騁請，沒有經驗難轉行 

酒樓表示無生意無需要，保安也夠人，想做散工都搵唔倒 

去試過搵西隧收銀員，但疫情無得見工。試過轉行做教會清潔，但做咗三星期就被人抄 

無人聘用，搵咗份侍應，餐廳生意唔好，唯一得我一個侍應都抄埋 

丈夫係大陸做工，得自己一人帶住三名子女來港生活。2 月公司結業，仔女又要停課，日間要照

顧佢哋，唯有份鐵通宵清潔工，返咗三晚工，好擔心佢哋安全，佢哋無大人係屋企又好驚唔肯瞓，

結果都係要辭職唔做 

飲食業散工組群都無工通知 

個行業都工開，試吓轉工未知有無人請 

找食肆工作沒有人請 / 3B 級病人助理未有回音 

麥當勞都唔請；保安之前工傷有受傷唔請 

搵工友但個個都無工開，飲食業更慘 

冇酒樓請，跟車、倉務都搵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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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者面對家庭經濟困難 

 

家庭經濟困難的內容節錄 

一人家庭，住劏房：租屋好大壓力，人工都拎哂去交租 

一人家庭，住劏房：交租，又要還銀行數 

二人家庭，住劏房：租金太貴，收入太少交租所淨無幾 

二人家庭，住劏房：支付租金、伙食費及兒子零用錢和學習開支、治療痛症 

二人家庭，住劏房：仔搵唔到工，自己開工不足，又要還錢比親友 

二人家庭，住劏房：壓力好大，租金和食，要養女又要照顧媽媽 

二人家庭，租住獨立單位：防疫用品用多左錢，但收入依家又少左，租又點都一定要交，收入少

左但開支多左 

三人家庭，住劏房：交唔起租，買唔起奶粉，為了尿片$200 都嗌交 

三人家庭，住劏房：冇錢交租，水電都好貴 

四人家庭，住公屋：交租困難，丈夫長期病患者無得做野，醫療開支都大，少左$2000 收入已經差

好遠，負擔壓力好大 

六人家庭，住公屋：交租，家中有初生 BB 生活開支大， 

 

  

4. 受訪者對政府及「公益金及時抗疫基金」經濟支援的意見 

申領公益金及時雨的受訪者-內容節錄 

因照顧在學子女未能返工劏房戶：即時有錢交下個月房租 

無工開租住劏房戶：欠三個租交租.暫救急 

被解僱的劏房戶：捱到一個月租金和食飯錢 

停薪留職的劏房戶：可以挨一個月，希望疫情有改善 

疫情收入大減劏房戶：幫到一時之急，下個月都難生活 

停工無收入的劏房戶：只係一次性，幫到交租，解決燃眉之眉，但好快又要面對 

開工不足寮屋戶可以即時用來做一個月的開支(買餸、水電費) 

因照顧停課子女未能工作的公屋戶：有錢交下個月房租 

搵不到工的住寮屋戶：好好，幫到交租同水電煤，好驚無錢交租，見到業主，俾佢趕走就唔知

點算，因為好難搵返咁平租，公屋又未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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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不想申請綜緩-內容節錄： 

好唔想攞，自己做得到都想自己做，但一直搵唔倒工都會考慮 

先 40 歲，自己又高大，唔想拎，但無辦法都要申請 

唔想攞，覺得不勞而獲，想自力更新，騎牛搵馬都唔想申請綜援，想留畀有需要嘅人 

子女不想申請，自己也希望自食其力 

認為自己仲後生有工作能力，仍然期望透過搵工解決困境 

仍然有家庭負擔，綜援幫不了幾多，所以仍期搵工解決 

因為唔想比人話拎綜援，想靠自己 

仲有工作能力就唔會想申請 

有工作能力申請的話會俾人話，會去到真係冇曬錢先申請 

相信疫情完左，工作收入可以回復正常 

好多文件要交，查好多野，好煩 

感覺後生去申請綜援唔係幾好，俾人知道唔好 

過程繁複，領取之後又有好多限制，加上依家都仲有野做，唔係幾需要 

自食其力，有得做都想自己做，如果自己最後真係唔掂先拎 

綜援攞嗰幾千蚊都唔夠用，擔心申請後做野會好多限制。 

 

 

 

受訪者對政府措施意見節錄 

公司貨車司機：不是直接幫僱員 

失業機場地勤：政府做事緩慢，自己已經比公司遣散，完全受惠唔到 

中廚：政府做野慢,我都失咗業冇收入人冇補貼。 

叫做幫補開常開支，租金最吃力，政府做唔到租金管制，劏房水電費又唔管制 

燒味師傅：對飲食業從業員支援不足，防疫做得不好，封關太慢 

診所清潔工：所有嘢好慢，市民需要好急，抗疫應該要即時 

建築業雜工：太多人失業，補貼了交租及生活費，太多人失業，政府幫唔到手 

地盤什工：夠交兩個月租 

機場掃街：等佢畀錢都餓死，唔湯唔水，乜都慢版 

失業店務員：唔夠快，做唔到即時支援 

地盤什工：保就業，令僱主減少抄人，至少可以少 D 人失業。有 7500 補貼， 

可以頂到交水電租金，幫到一個月生活費，但政府房屋問題做得唔好，攪到租一百呎地方都要

幾千元，令市民負擔重，而家發放津貼都係要來交租 

失業纖體師：自己年資短，公司唔比客我做，激氣下四月辭職，政府保就業幫唔到我呢 D 失業

工人措施 

開工不足美容師，中失業人咁多，唔唸 D 即時措施幫市民 

開工不足超市收銀：唔可以即時幫到失業同低收人家庭 

政府後知後覺，有漏洞，用行政費太。高沒有其他方法幫失業人士渡過難關，即時幫唔到無工

開的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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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應散工：一萬元都未派到，政府做事太慢 

開工不足倉務員：唔想拎綜援，對失業人士支援好少，放寬資產上限都無用 

裝修泥水：好過無，但政府做事太慢，措拖混亂，我哋上咗年紀好多唔知點申請，唔點上網睇 

家務助理：一啲都冇幫助，大家都無工開 

地盤散工：幫唔倒手，第一輪申請都未收到，就算收到，都係用來交到兩個月租金，有工做係

最重要 

雲石散工：冇工開收入少咗，叫做幫到 D 生活費 

繪畫導師：措施混亂，唔清楚點申請，政府唧牙膏式派錢比唔同行業，應該全民性派發。 

收入大減的銷售員：一萬補貼遲遲未能申請；政府各項資助申請過程繁複，上限太底 

失業廚師：好多援助計劃，但落唔到基層 

遭減薪文員：萬補貼派得慢，未能應急；行政費用高，撥款不能全數惠及有需要的市民 

開工不足的酒樓雜工：僱主收到津貼，打工仔可受惠，但會擔心僱主落格，最後自己收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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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基層勞工困境及對支援措施成效意見問卷調查 
對象 ： 受疫情影響下出現就業問題的工人 

目的 ：了解疫情對基層勞工的就業及經濟處境；了解現行的疫情支援措施對就業不足及失業勞工的支援程度 

 

受訪者姓名︰                  聯絡電話︰              年齡：         性別：□男  □女    

學歷：□未曾接受教育  □小學   □初中  □高中  □專上學院/大學  □碩士/博士生  □其他：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單親  □單身(曾結婚)  □其他：          

家庭人數(包括自己)︰       同住人：□配偶  □子女(年齡：                  )  □父母   □其他：      

住屋類別：□租住劏房    □租住獨立單位   □公屋    □單身宿舍  □自置居所  □其他：              

每月租金︰                   

領取政府資助：□於 1/4/2019 至 21/2/2020 有領取到職津  □交津 1/4/2019 後  □學生資助計劃  □其他：                       

 

 

1.疫情對你的就業處境的影響  只訪問直接受影響工友 

   現時行業：□飲食業  □零售業  □建築業  □酒店及旅遊業  □製造業  □運輸業  □其他：        

   職位：                          受僱年資：            薪金：                                      

   □失業(失業幾耐？         月)  

 疫情有否造成工作影響：□有    □冇          

如有，那些影響 □遭解僱/裁員           □減薪(減薪後薪金$                      )    

□放無薪假(每月放假日數：        )   □停薪留職     

□開工不足(2 月份開工日數：             ; 3 月份開工日數：           )  

□因照顧停學子女，而未能工作／減少工作  

□其他：                                                      

 詳細情況：                                                                                     

 

2. 你有否嘗試以下方法應對工作改變？ (可選多項) 

   □搵工  □成功  □不成功    註明：                                                                  

   □轉行  □成功  □不成功    註明：                                                           

   □尋找替工/兼職/散工   □成功   □不成功  註明：                                                         

   □其他(註明)：                                                          

   □沒有應對方法           

 

3. 疫情下對你申領職津的影響：□有影響     □無影響            

   □從未有申領職津□入息超額 □資產超額  □工時不足  □唔識申請  □其他                                        

   工時估算(即使有冇影響或從未申領，亦可作估算) 

 疫情前的申領狀況 疫情後的申領狀況 

因工時不足未能領取職津  (註：少於 144 小時/單親家庭少於 36 小時)    □ □ 

領取基本津貼  (註：144 至 168 小時以下/單親家庭 36 至 54 小時以下) 

(註：144 小時至少於 68 小時/單親家庭 36 小時至少於 54 小時) 
□ □ 

領取中額津貼 (註：168 至 192 小時以下/單親家庭 54 至 72 小時以下) □ □ 

領取高額津貼 (註：不少於 192 小時/單親家庭不少於 72 小時) □ □ 

   

其中二月至三月份工時(自己+家庭成員)：如沒有申領職津 

 

 

 二月 三月 

工時   

家庭收入   

問卷調查樣本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疫情下基層勞工困境及對支援措施成效意見調查報告 2020 年 4 月 

 

22 

 

 

4. 疫情下對家庭經濟影響： 

4.1) 疫情前(2019 年 12 月前)家庭收入每月：$                現時家庭每月收入：$             

4.2) 現時家庭經濟困難指數 (0 分無困難 10 分極大困難)：              分 

4.3) 那些經濟困難？                                                                                 

4.4) 你估計積蓄可維持家庭開支幾多個月？         個月 

4.5) 你如何處理經濟困難？(可多項)： 

 □緊縮開支(情況                                                                           ) 

 □向親友借錢    □做多份工(註明：                )   □向銀行/財務借錢   

 □其他(註明：                                                            ) 

4.6) 有否申請以下經濟援助 

①公益金及時雨基金： 

  □有幫助程度有多大 (0 分無幫助  10 分極大幫助)：           分  

        幫到/幫唔到 D乜嘢？                                                                              

  □冇□不合資格(註明：                                                          )   □唔識申請     

        □唔想申請 (點解？                                             )  □其他：                          

②政府防疫抗疫基金(各行業)：(詳見單張) 

  □有乜嘢基金                 幫助程度有多大 (0 分無幫助  10 分極大幫助)：           分 

    幫到/幫唔到 D乜嘢？                                                                 

 □冇□不合資格(註明：                                                          )   □唔識申請     

       □唔想申請 (點解？                                             )  □其他：                  

③其他基金： 

  □有乜嘢基金                  幫助程度有多大 (0 分無幫助  10 分極大幫助)：           分  

    幫到/冇幫助 D乜嘢？                                                                              

  □冇□不合資格(註明：                                            )     □唔識申請     

         □唔想申請 (點解？                                             )  □其他：                  

④綜援： 

  □有幫助程度有多大 (0 分無幫助  10 分極大幫助)：           分  

    幫到/幫唔到 D乜嘢？                                                                           

  □冇□不合資格(註明：                                                  )           □唔識申請     

        □唔想申請(點解？                                                                   ) 

        □其他：                                                                                     

 

5.你對政府係疫情下作出的經濟支援措施評分(0 至 10 分)              分 

  有何滿意/不滿意地方：                                                                                

                                                                                                                                                                                                                  

6. 解決就業及經濟困境的建議 

5.1) 有申請及時雨的受訪者作答：及時雨抗疫基金再次申領由現時六月後才可申請，如改為一個月後再申 

    請(只須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你認為最多可以申領幾多次？     次  其他建議：                                                                          

5.2) 你對職津有什麼意見？ 

    □取消工時要求(只按家庭入息及資產限制)   □降低工時要求(每月工時建議：                     ) 

    □維持不變   □其他：                                                                       

5.3) 香港現時未有失業援助金設立，家庭有經驗困難可申請綜援，你對政府此項措施有冇意見？(詳見綜援資料)              

                                                                                                                  

5.4) 其他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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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429/mobile/bkn-20200429140006372-0429_00822_001.html 

 

附錄：報導 

https://youtu.be/afnqcxdcFWQ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429/mobile/bkn-20200429140006372-0429_00822_001.html
https://youtu.be/afnqcxdcF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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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方日報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疫情下基層勞工困境及對支援措施成效意見調查報告 2020 年 4 月 

 

25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上月尾至本月中以問卷訪問 102 位受疫情影響、面對就業問題（因疫情

失業、開工不足或放無薪假）的勞工，當中逾三成受訪者失業，平均失業了兩個月。  

一半受訪者在疫情前已屬低收入人士，有申領政府補貼或援助，發言人黃韻然說，受疫情

影響，不少人工時被削甚至被迫停工，收入減少，可領津貼亦因此減少。調查中約三成（ 33

名）受訪者過去一年有申領「在職家庭津貼」，當中 24 人因工時不足或失業，領取津貼

的金額減少，甚至失去領職津資格  
 

31 歲酒樓廚房工被迫停工  零收入、失職津及兒童津貼  

現年 31 歲、原在酒樓任廚房工人的亞恆，疫情前月入約 1.8 萬元，他與太太育有一名三

歲女兒的他，疫情前每月職津連同兒童津貼約有 1,100 元。惟二月份工時被減，整月只餘

100 小時，不符申請職津要求，薪金亦減至 $8400，而三月起至今更停薪留職，只有零收入。  
 

六成半受訪者稱：家庭積蓄兩月內用盡  

收入減，租金依舊。受訪者面對困難指數平均分為 8.2（10 分為極度困難），主因是租金

負擔重。六成半受訪者稱家庭積蓄不足應付兩個月的生活開支。  

另外逾七成受惠者稱未能受惠於政府的兩輪抗疫防疫基金，有受訪者稱基金須僱主申請，

僱員難直接受惠，亦有人稱基金推出前已被解僱。他們希望港府推出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

金補漏拾遺。  
 

明愛促港府參考沙士做法  創短期職位聘基層  

明愛則認為，港府擬兩年內創造三萬個職位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促港府效法 2003 年

沙士後的做法，創造約三萬個短期職位（如屋邨清潔、青年大使等），舒緩失業人士的經

濟壓力。另同步發放關愛基金兩期的「非公屋、非綜援一次過生活津貼」，並延長申請時

限，便利基層。  

 

資料來源：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467238/防疫抗疫基金-明愛調查-73-基層勞工未受惠-促港府推短期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