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第五波疫情後遺症 確診勞工「傷上加傷」調查報告   6/2022 

 



 

1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第五波疫情後遺症 確診勞工「傷上加傷」調查報告   6/2022 

調查背景 

根據政府資料顯示1，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期間確診數目為 1,200,068 

人，住院個案為 419 人，可見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下，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確診，醫院及社

區隔離設施不勝負荷，大部份確診者未能入院醫治，只能居家養病。按照政府家居檢疫規定，

有接種疫苗的感染人士居家隔離至少七天(如果仍屬陽性，家居隔離至少十四天，直至有陰性

結果為止)，染疫勞工在此期間未能返工，亦未能享有薪病假，在「手停口停」的情況下家庭

收入大減。政府雖設有「向本地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發放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給予

確診前有工作但無領取疾病津貼的確診人士提供五千元一次性津貼，但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只

限於留院人士才有資格申請，令絶大多數居家隔離確診基層勞工未能領取，政府提供的恩恤現

金津貼並未能惠及最欠缺勞工保障的基層勞工，未能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經濟支援。 

 

再者，疫情期間衛生署為確診者提供的網上登記平台出現不少混亂，有確診者登記後未能取得

「隔離令」或僱主並不承認網上登記的資料令工友未能獲得有薪病假，甚至有些工友因未能取

得「康復紀錄二維碼」而未能復工甚至失去工作；有些工友即使擔心提早接種疫苗會否對健康

構成風險，但為保飯碗亦要迫提早兩個月打針。 

 

政府抗疫及經濟支援措施一直未能回應確診勞工的需要，防疫專家亦預計第六波及第七波疫情

將會繼續出現。有見及此，明愛荔枝職工中心於本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向基層勞工進行第五波疫

情調查及個案訪問，了解工友在確診及家居隔離下面對勞工保障不足的問題，反映工友的境況

及提出相關改善建議。  

 

 

調查目的 

1. 了解基層勞工因確診及家居隔離遇到勞工保障不足的問題 

2. 了解確診工友因家居隔離而停工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3. 了解受訪者對政府抗疫措施及經濟援助的意見。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採取方便抽樣的調查方法，訪問了 195 位基層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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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次調查結果可以作爲參考，了解基層勞工在疫情下的

處境及探討改善基層工友保障的方法。 

 

                                                      
1 2019冠狀病毒病第 5波數據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及醫院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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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1.1 性別  

  

 

受訪者有 74.4%為女性，有 25.6%為男性。 

 

 

1.2 年齡 

 

 

受訪者主要為 41-50歲人士，佔 40%；其次為 51-60

歲佔 29.2%。 

 

 

 

 

1.3 在職情況 

 

 

 

受訪者有 23.1%為失業人士；在職人士則佔 76.9%。 

 

 

 

 

 

1.4 職業 

 

 

 

受訪者任職飲食/酒店從業員佔 23.6%，個人/社會

服務從業員佔 23.1%，建造業從業員佔 21%，零

售/銷售從業員佔 13.3%。 

 

 

 

  人數 % 

男 50 25.6 

女 145 74.4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18-30歲 8 4.1 

31-40歲 31 15.9 

41-50歲 78 40.0 

51-60歲 57 29.2 

61歲或以上 21 10.8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失業 45 23.1 

全職 55 28.2 

兼職 50 25.6 

散工 45 23.1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飲食/酒店從業員 46 23.6 

個人/社會服務從業員 45 23.1 

建造業從業員 41 21.0 

零售/銷售從業員 26 13.3 

物業管理從業員 13 6.7 

運輸業/倉務從業員 4 2.1 

無答 20 10.2 

總數 1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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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庭人數 

 

有 26.2%受訪者為一人家庭，二人家庭則

為 30.8%，三人家庭及四人家庭以上家庭

或以上均佔 21.5% 

 

 

 

1.6 每月收入 

 

 

 

有 45.7%受訪者每月收入少於$6000或以

下；$6,001-10,000佔 16.9%；

$10,001-$15,000佔 25.1%；

$15,001-$20,000佔 10.8% 

 

 

 

1.7 家庭每月收入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或以上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6,000或以下 18 35.3 12 20.0 5 11.9 2 4.8 37 19.0 

$6,001-$10,000 13 25.5 10 16.7 6 14.3 2 4.8 31 15.9 

$10,001-$15,000 18 35.3 24 40.0 9 21.4 7 16.7 58 29.7 

$15,001-$20,000 2 3.9 11 18.3 12 28.6 17 40.5 42 21.5 

$20,001-$25,000 0 0 0 0 7 16.7 10 23.8 17 8.7 

$25,001-$30,000 0 0 2 3.3 2 4.8 1 2.4 5 2.6 

$30,001或以上 0 0 1 1.7 1 2.3 3 7.0 5 2.6 

總數 51 100.0 60 100.0 42 100.0 42 100.0 195 100.0 

一人家庭每月收入在$6,000或以下有35.3%；$6,001-$10,000佔25.5%；$10,001-$15,000佔35.3%。 

二人家庭每月收入在$6,000 或以下有 20.0%；$6,001-$10,000佔 16.7%；$10,001-$15,000佔 40%；

$15,001-$20,000佔 18.3%。 

三人家庭每月收入在$6,000 或以下有 11.9%；$6,001-$10,000 佔 14.3%；$10,001-$15,000 佔

21.4%；$15,001-$20,000 佔 28.6%；$20,001-$25,000 佔 16.7%。 

四人或以上家庭每月收入在 $10,001-$15,000 佔 16.7%； $15,001-$20,000 佔 40.5%；

$20,001-$25,000佔 23.8%。 

 人數 % 

一人 51 26.2 

二人 60 30.8 

三人 42 21.5 

四人或以上 42 21.5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6,000或以下 89 45.7 

$6,001-$10,000 33 16.9 

$10,001-$15,000 49 25.1 

$15,001-$20,000 21 10.8 

$20,001-$25,000 1 0.5 

$25,001-$30,000 1 0.5 

$30,001或以上 1 0.5 

總數 1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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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診情況 

2.1. 你有沒有確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有 39.0%受訪者曾確診新型冠狀病毒 

未有確診者則佔 61.0%。 

 

 

確診時間 

 

  

有 35.5%受訪者於 2022 年 1月至 2月 26日

期間確診；有 42.1%於 2022年 2月 27日至

3月 7日期間確診；有 19.8%則於 3月 8日後

確診。 

 

 

如有確診，你如何申報至衞生署？ 

有 25%確診者未有向衛生署申報；

有 55.3%透過網站、電話或於社區檢

測中心申報核酸陽性結果；有 19.7%

透過「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申報

確診。 

 

 

3. 隔離情況 

你有沒有因新型冠狀病毒面對過強制隔離/圍封隔離(包括確診及家居隔離) 

 

有 42.1%受訪者曾因確診或強制檢測而面對過隔

離。 

 

 

隔離方式 

 

曾面對過隔離的受訪者中(n=82)，有 95.1%是在

家居隔離。沒有被訪的確診者是在醫院或指

定隔離處所接受隔離。 

 

 

  人數 % 

曾確診 76 39.0 

未有確診 119 61.0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12/2021前確診 2 2.6 

1/2022-26/2/2022 確診  27 35.5 

27/2-7/3/2022確診 32 42.1 

8/3/2022後確診 15 19.8 

總數 76 100.0 

 人數 % 

透過網站/電話/社區檢中心申報核酸陽性結果 42 55.3 

透過網上平台(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 15 19.7 

沒有申報 19 25.0 

總數 76 100.0 

 人數 % 

有 82 42.1 

沒有 113 57.9 

總數 195 100.0 

  人數 % 

家居隔離 78 95.1 

圍封隔離 4 4.9 

醫院  0 0.0 

指定隔離處所 0 0.0 

總數 8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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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冇取到證明(康復碼/隔離令) 

 

 

確診受訪者中 (n=76)24 人取得康復碼佔有

31.6%；有 17.1%仍未取得康復碼；有 25%因沒

有申請或不懂申報而無法取得康復碼。 

 

 

 

 

冇取到康復碼對生活及工作影響 

未有康復碼的確診者(n=13)有 46.2%表示返工

及生活均受影響；有 53.8%表示因已打齊三針疫

苗，因此生活未受影響。 

 

 

 

4. 確診/隔離的影響 

確診/隔離能否獲得有薪病假 

 

需要隔離的受訪者中(n=82)，有 91.5%不能夠獲

得有薪病假。 

 

 

不能夠獲得有薪病假的原因 

 

 

未能夠獲得有薪病假旳原因主要是沒有

固定僱主(做散工)佔 37.3%；有 20%失

業；有 18.7%因工時不足(兼職工)而不符 

合連續性契約規定；有 12%因累積病假不

足而未能獲得有薪病假。 

 

 

 

 

 

 

  人數 % 

有康復碼 24 31.6 

冇康復碼 13 17.1 

隔離令 6 7.9 

無申報/不懂申報 19 25.0 

無答 14 18.4 

總數 76 100.0 

 人數 % 

有影響(返工/生活) 6 46.2 

無影響(已打三針) 7 53.8 

總數 13 100.0 

 人數  % 

能夠 7 8.5 

不能夠 75 91.5 

總數 82 100.0 

   人數 % 

失業 15 20.0 

沒有固定僱主(散工) 28 37.3 

工時不足(兼職) 14 18.7 

累積病假不足 9 12.0 

僱主不認受隔離令為病假紙 3 4.0 

不敢向僱主要求 6 8.0 

總數 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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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確診或家居隔離有沒有影響家庭收入？ 

 

 

因確診或家居隔離的受訪者中有 73.2%表示

家庭收入受到影響；無影響只佔 14.6%。 

 

 

家庭收入減少金額 

  

 

 

 

因確診或家居隔離而影響家庭收入的受訪者

中，收入減少$5000以下有 18.3%；收入減少

超過$10,000或以上有 41.7%。 

家庭收入減少中位數為$10,000。 

 

 

 

家庭收入減少幅度 

 

 

 

有 11.7%的受訪者表示家庭收入減幅少有兩

成；有五成受訪者的家庭收入減幅度超過六成

以上。 

 

 

 

 

 

 

 

 

 

 

  人數 % 

有 60 73.2 

沒有 12 14.6 

不適用(失業) 10 12.2 

總數 82 100.0 

  人數 % 

$5000以下 11 18.3 

$5,000-$10,000以下 10 16.7 

$10,000-$15,000以下 13 21.7 

$15,000-$20,000以下 7 11.7 

$20,001以上 5 8.3 

無答 14 23.3 

總數 60 100.0 

家庭收入減少中位數   $10,000 

 人數 % 

少於 20% 7 11.7 

20-40%以下 3 5.0 

40-60%以下 6 10.0 

60-80%以下 5 8.3 

80-100%以下 4 6.7 

100%或以上 21 35.0 

無答 14 23.3 

總數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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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確診者的恩恤現金津貼意見 

是否認同將「向本地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發放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給予有工作但無

領取疾病津貼的確診人士提供$5,000 一次性津貼，但只限於住院人士) 受惠人士擴展至因不

同情況而需要家居隔離的人士嗎？ 

 

 

有 66.2%受訪者認同將現行恩恤現金津貼 

擴展至不同情況需要家居隔離的人士。 

 

 

你對確診/隔離津貼有沒有其他意見？     

內容摘錄 

應該全部確診都要保障 

應該付給所有影響收入的確診人士 

應該中左就可以領取，因多人失業要幫補 

因政府醫院爆滿,不是重病才入院 

無機會入院,申報都無用 

不一定入院人士才可申請.因醫療不勝負荷使確診者未能入院 不是病情輕而不入院 

應居家隔離亦能受惠隔離津貼 5000 

因為確診已隔離，短暫時間冇工開， 應該都要提供小小津貼 

需要包調理身體(2-3個月, 12 次診症費) 

因醫院未能及時收確診病人,打電話或去急診都冇用,都系喊返屋企,自行隔離,自己買藥,自己檢測,在

屋企一個傳染一家人,當然要在家隔離都有的補貼 5千蚊啦啦! 

好難排到入院,應該一視同仁 

當時睇醫生都無得睇，自己聽衞生署講留家隔離 

 人數 % 

認同 129 66.2 

不認同 25 12.8 

無意見 41 21.0 

總數 1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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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析 

 

1. 大部份基層勞工未能受到勞工保障，疫下確診雪上加霜 

195 位受訪勞工，有 48.7%從事兼職或散工而不受勞工法例保障(註：僱傭條例規定要為同一

僱主連續受僱四星期以上，每星期工作至少 18 小時)。調查顯示，82 位曾確診或須隔離的受

訪者中，有 91.5%未能獲得有薪病假，其中有 56%因沒有固定僱主及工時不足而未能獲得有

薪病假。縱使政府將立法修訂《僱傭條例》，若僱員因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例如確診、

強制隔離或圍封強檢而缺勤，該日可享有薪病假津貼，若日後法例修訂通過，但現時香港基層

勞工仍有不少因從事兼職、散工或為自僱人仕，不受勞工法例保障，最終也無法領取疾病津貼。

由此可見，基層勞工在疫下不受保障，一旦確診未能返工又沒有病假津貼，收入全無，他們的

經濟困境更是雪上加霜， 

 

2. 疫下家庭收入驟減，確診勞工「傷上加傷」 

有 46.7%受訪者從事行業為是飲食及酒店業、個人/社會服務業(包括家務助理員、美容、按摩、

理髮員)，在第五波疫情下，這些行業被政府勒令停業或限制營業時間，接近一半受訪者因停

業或開工不足令收入驟減。調查顯示，疫下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已近乎在貧窮線邊緣，以一人

家庭為例，有 35.3%受訪家庭收入在$6,000 以下(一人家庭貧窮線$50002)；二人家庭有 37.3%

收入在$10,000 以下(二人家庭貧窮線$10,000)；三人家庭有 47.6%收入在$15,000 以下(三人

家庭貧窮線$16,500)；四人家庭或以上有 66.7%收入在$20,000 以下 (四人家庭貧窮線

$21,750)。 

 

調查顯示，195 位受訪者中有近四成受訪者表示曾確診新型冠狀病毒。82 位因確診或家居隔

離的受訪者中有 73.2%表示家庭收入受到影響。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人確診都要在家隔離，未

能返工；即使個人的檢測結果已屬陰性，但因家人隨後確診而再度要在家居隔離，令家庭收入

大幅銳減。調查顯示，有一半確診受訪者表示確診後旳家庭收入減幅高達六成或以上，而收入

減少中位數為$10,000。 

受訪者表示疫下工作收入已經減少，確診後更不能返工至少一星期，有些更長達二至三星期，

收入全無；再加上確診後身體不適要到私家西中醫求診，醫療費動輒數百元；他們需要動用積

蓄或向親友借錢治病、交租及應付生活費等。由此可見，在第五波疫情下，確診勞工身體受損

之餘，工作收入驟減，困境可謂傷上加傷。 

 

 

 

 

                                                      
2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22年1月至3月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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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檢疫系統滯後，確診勞工未能取得康復証明影響生活 

調查顯示 76 位確診受訪者中，有 55.3%透過網站、電話或於社區檢測中心申報核酸陽性結果；

有 19.7%透過「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網上快測陽性平合台)申報確診。惟政府網上平台經

常遲遲未能發出康復証明(康復紀錄二維碼)。調查顯示有 17.1%確診受訪者未取到衛生署發出

的康復碼，直接影響他們未能返工及出入指定場所受到限制，有關情況不但影響基層勞工的生

計，亦令他們的生活構成不便。 

 

4. 政府經濟支援措施未能惠及基層勞工 

調查顯示 76 位確診受訪者中，全部在家隔離休息，未能符合政府為住院確診者發放$5,000 恩

恤現金津貼的資格。有 66.2%受訪者認為現行恩恤現金津貼應擴展至不同情況需要家居隔離的

人士，才能惠及基層勞工。 

 

 

調查建議 

1. 政府應主動呼籲僱主酌情處理無法提交康復碼的曾染疫員工 

6 月 1 日，疫苗通行證要求市民須接種三劑新冠疫苗才能進入指定處所，亦要求指定行業的員

工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才能上班。疫苗通行證亦為康復者提供碓診後六個月的豁免期，政府專

家亦曾作出「染疫等同一針」、「已打兩針染疫者毋須打第三針」的言論。但調查發現受訪者在

領取康復紀錄二維碼實際上出現不少問題，有逾四成康復者無法取得康復碼，包括: 有已申報

康復者查並未能找到紀錄、有康復者因當時快測申報系統混亂而無法申報、後報申報陽性結果

者等候結果則遙遙無期。新設檢疫證明系統，包括申報系統(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或康復碼

系統並未成熟，市民亦可理解。但疫苗通行證與工作要求掛勾，令檢疫證明系統問題未能取的

得康復碼的勞工，變得非常徬徨無助；同時僱主因遵守規例而無法繼續聘請員工。其實員工有

否曾染疫，僱主已有紀錄，調查建議政府現階段應呼籲僱主不應因未能提供康復碼證明的僱員

而作出解的決定，而讓上述員工繼續上班等候證明亦非違法行為，昐能消除因呈報確診及領取

康復紀錄證明系統混亂造成的種種不必要的勞資糾紛。 

 

2.《僱傭條例》(修訂)中更清晰定義隔離令或醫學證明的使用 

調查中有工友表示僱主不承認受隔離令為病假紙，僱主只願提供七天的疾病津貼，其餘日子因

密切接觸者確診、圍封隔離、進入隔離設施的隔離令亦不被視作連續有薪病假，反映有關隔離

令或醫學證明於實際運作時有很多勞工保障的模糊地方。調查建議政府盡快通過修訂《僱傭條

例》若僱員於某日因遵守《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相關修訂，同時要更清晰定義隔離令或醫學

證明的使用：如員工受圍封、強制隔離、確診家居隔離、作為密切接觸者被隔離時，均能以隔

離令或醫學證明領取有薪病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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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 

調查中超過九成曾於第五波疫情確診或受強制隔離者的基層勞工(散工、工時不足、自僱人士

等)，隔離七至十四天期間未能獲得有薪病假，沒有任何收入，甚至因原職位被取代而失去工

作機會。調查顯示家庭收入減少中位數為$10,000，五成家庭收入減少六成以上，令基層家庭

生活非常困難。新冠疫情下更反映僱傭條例保障的漏洞，社會福利署提出「2019 冠狀病毒病

患者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讓未能領取疾病津貼的確診勞工給予一筆過$5000 的津貼，嘗試

以一次性津貼填補缺口，奈何該津貼條件停留在第五波疫情前的狀況，局限只有入院確診者可

以申請，家居隔離、於隔離設施隔離的確診者也無法申請。第五波疫情爆發時，讓公營醫療系

統能更針對性服務重症患者，輕症患者會先被考慮社區隔離設施或家居隔離。為應對未來的第

六波疫情，調查建議政府能完善恩恤現金津貼的政策，擴闊受惠者至其他隔離方法的勞工，讓

有需要家庭能得到適切的援助，津貼金額亦應參考隔離時失去的收入，及「長新冠」下處理後

遺症的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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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勞工個案實錄 

 

亞月：遲遲未收隔離令，強檢隔離無人工 

任職外判兼職清潔工，月入約有 6000 元。在確診前工作一直沒有問題，收入亦可維持，僱主

亦認可她的工作表現。直至在 3 月 1 日確診後更形容為混亂的開始。3 月 1 日因公司要求下，

她曾到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檢測，但由於社區檢測人數眾多，等候檢測結果亦隨之增加，她亦只

回家等待檢測結果。直到 3 月 2 日她自行在家使用快速檢測呈陽性，結果一出，她立即上報，

上司便安排她不用上班，再加上當時醫院負荷嚴重超標，任何政府熱線都難以接通，令亞月感

到相當混亂：「快速檢測陽性後，都打電話報上去，但喺打電話又無人聽，一喺就接駁去咗入

境處消防處，但又咩都幫唔到手，網上上載平台又入唔到，咁唔上載又話犯法，都唔知想點，

總之好混亂啦！」直到 3 月 6 日她才收到政府社區檢測結果和上報資料，最後在３月９日快

速檢測呈陰性後才回復工作。 

正當她認為一切終於可以回復正常時，才是惡夢的開始。到 3 月 13 日她又因居住的屋邨需圍

封強檢而被迫再度停工，及後又因復陽而入住方倉一日，到 3 月 15 日向上司上報望能處理有

薪病假時，公司主管卻因她沒有隔離令而未能視作有薪病假，而且由於她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下，公司即使將確診未能上班的日子視作有薪病假，亦只會給予最多 7 天的有薪病假，其餘日

子不會視作病假，此舉令她感到相當荒謬。 

「確診拎唔到隔離令，唔喺我嘅問題，喺當時好混亂，上報又上報唔到，咁我可以嚸？好啦，

依家我拎返隔離令，間公司又話最多只喺比返７日嘅錢我，仲要依家都未比喎，咁其他日子嚸

算？我真係好無助！」 

 

 

亞玲：確診已有隔離令，資方仍要扣人工 

亞玲為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任職已有六個月。月入大約一萬二千元。她於今年三月初因為身體

不適及喉龍痛，在社區檢測中心做核酸檢測為陽性，由於見到醫院擠滿病人，她覺得醫院求診

更不安全，寧願在在家隔離休息。由於打了兩針疫苗，在家休息七天，之後自行做快速檢測為

陰性，可以返工。她收到衛生署收到隔離令通知電話訊息，並上網登記。惟她向主管出示衛生

署發出的隔離令時，人事部表示隔離令不能視作病假証明，所以沒有發放有薪病假，該月人工

亦只得$9,800。 

對於公司扣減了接近三千元的人工，阿玲感到十分無奈。因為她確實有病，自己又怕外出睇醫

生將病毒傳播，影響他人，所以不去求診。只靠早前買落的成藥醫好。她所住劏房租金三千多

元，該月只好再慳點使費。阿玲表示反正自己患病至今胃口欠佳，所以食用開支亦減少很多，

由於她生活一向慳儉，收入少咗，惟有該月收入無得剩，亦無得儲點應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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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紅：知道打中介公司份工係乜都無，最慘到連份工都無埋 

亞紅於中介公司任職替假護理員，於 2 月 7 日打第三針，隨後因呼吸道持續不適而請假，期

間起碼看了 6-7 次私家醫生，收到強制檢測的通知，亞紅身體不適於 2 月 10 日、12 日及 13

日去社區檢測中心排隊進行核酸檢測。2 月 10 日的結果仍然是陰性，但其後兩次的檢測結果

於 2 月 23 日才收到，結果是陽性，隔離至 3月 2 日才有陰性檢測結果，她通知公司可以回復

上班，但中介公司表示她的職位已有其他人補上，暫時沒有工作給她，最後直至 4 月 15 日才

復工，整整超過 2 個月沒有收入(約$21,000)，但因她沒有固定僱主，不符合僱傭條例中連續

性契約的保障，領取不到疾病津貼。中介公司只為她購買意外保險，但保險要求員工要入院接

受治療才能得到賠償，但當時疫情嚴重，政府呼籲非重症患者留家隔離，故亞紅也無法入院。

保險取不了以外，社會福利署向本地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發放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計劃

亦只向曾入院的患者發放，令亞紅慨嘆相當無助。 

 

 

亞娥：公司話未交到康復碼，一係辭職，一係提早打第三針 

任職外判清潔員，工作地點雖然不屬於指定處所，但公司要求員工出示疫苗通行證才可以上

班，亞娥於夠期打第三針前(3 月 3 日)確診，但因網上查不到康復紀錄而令疫苗通行證失效。

公司要求她於 6 月 1 日前接種疫苗，或取得康復紀錄，衞生署電話長期無法接通，只能電郵

資料過去，但至今仍沒有回覆。亞娥笑表示作為基層勞工，手停口停，現在先請大假拖延，之

後沒有辦法就只可以自己辭職，或冒著風險未夠期就打第三針。 

「中咗招唔係擔心身體，只係好想打得通個電話，收到檢疫包裡面又無樽仔，好想要個樽仔，

怕唔認受快速測試。早知就唔好聽政府講要留屋企隔離，直接落去檢測站。」 

亞娥回想當時政府要求染疫者在家隔離，要打電話或上網申報，電話打不到，網上資訊又混亂，

亞娥收到抗疫包以為成功申報，但後來查詢康復紀錄又查不到。她表示政府很矛盾，要人留在

家不去檢測站，但只有快測要取得確診證明又困難重重；聽政府呼籲確診後不要立即打針，結

果又過不到疫苗通行證。無論是爆疫期間時申報的問題，或後來取康復紀錄二維碼，也出現混

亂的狀況，但現實中沒有確診證明就直接失去病假津貼；又因為沒有有效疫苗通行證而被停職

甚至解僱。她認為政府不應以「一刀切」的谷針政策令基層勞工的生計雪上加霜，也令僱主因

疫苗問題失去有能力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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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樣本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第五疫情確診勞工處境問卷調查 2022 
 
確診/隔離情況下的收入 

1 .你有沒有確診 2019新型冠狀病毒？ 確診   沒有確診 

1.1 如確診，確診時間：12/2021前  1/2022-26/2/2022 27/2-7/3/2022 8/3/2022後   

1.2. 如有確診，你如何申報至衞生署？ 

透過網站/電話申報檢測中心核酸陽性結果   透過網上快測陽性申報平台  沒有申報 

 

隔離情況 

2. 你有沒有因新型冠狀病毒面對過強制隔離/圍封隔離(包括確診後家居隔離)？) 有 沒有 

2.1 如有，隔離方式：醫院  指定隔離處所 圍封隔離 家居隔離 

2.2 有冇取到證明(康復碼/隔離令)？  

有康復碼 冇康復碼  有隔離令  冇隔離令  無申報/不懂申報   

2.3 如冇取到康復碼對生活及工作影響？有 沒有 

 

 

確診/隔離的影響 

3. 確診/隔離能否獲得有薪病假？ 能夠 不能夠 

3.1 如不能夠，因為：失業  沒有固定僱主 自僱 兼職/工時不足 累積病假不足  

其他原因(請註明：                                  ) 

 

4. 因確診或家居隔離有沒有影響家庭收入？有 沒有 

如有，家庭收入減少幾多？$               

未確診或家居隔離正常家庭收入有幾多？$            

 

對確診者的恩恤現金津貼意見 

5. 你認同將「向本地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發放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給予有工作但無領取疾病

津貼的確診人士提供$5,000一次性津貼，但只限於住院人士) 受惠人士擴展至因不同情況而需要家

居隔離的人士嗎？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電話：                       

年齡：18-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或以上 

家庭人數：   人   職業：       

在職情況：全職  兼職   散工  失業 

個人收入(每月)：  

$6,000或以下   $6,001-$10,000    $10,001-$15,000  $15,001-$20,000  

$20,000-$25,000   $25,001-$30,000   $30,001或以上 

家庭收入(每月)：  

$6,000或以下    $6,001-$10,000    $10,001-$15,000  $15,001-$20,000 

$20,000-$25,000   $25,001-$30,000   $30,001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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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本港在第五波疫情中，逾百萬人感染，政府及專家皆承認有不少確診者未有申報。明愛荔枝角職工

中心於 3月至 6月期間進行調查，訪問了 195位基層勞工，發現逾九成染疫或須隔離的基層勞工，未獲有薪病假。

團體指雖然政府修例在即，訂明隔離或檢疫屬有薪病假，但不少基層勞工因屬兼職或散工，修例後亦未能受惠，

倡放寬社會福利署五千元「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申請資格。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於 3月 23日至 6月 1日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 195位基層勞工，發現逾九成基層勞工在隔

離及檢疫期間未獲有薪病假，其中兼職及散工者佔近五成。社工黃韻然指，雖然政府修訂《僱傭條例》，列明因

隔離令或檢疫令而無法上班可領取有薪病假，但至今仍未通過，且《條例》亦對未受勞工條例保障（為同一僱主

連續工作四星期，每星期工作 18 小時或以上）的兼職及散工。 

目前社會福利署設有五千元「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惟該筆津貼只限予在公立醫院接受治

療的確診者申請，社工吳栢明形容為「形同虛設」，機構接觸的確診者全數無法獲得津貼。他表示，在第五波疫

情下不少確診者留家隔離，調查中亦有逾九成確診者居家，根本不可能符合申請條件。調查發現七成受訪者家庭

收入下降，接近貧窮線邊緣，促放寬申請資格、檢討金額，並支援處理「長新冠」後遺症的醫療費用。 

調查又發現，有 25%確診者未有申報，四成確診者則在領取康復碼上有困難，機構籲僱主彈性處理，不要因不符

「疫苗通行證」要求而解僱員工。 

外判兼職清潔亞月在 3月 2日確診，期間到社區檢測中心檢測，但直至 3月 6日才收到檢測結果及成功上報資料。

不久之後，阿月的屋邨又被圍封，需要停工，及後因「復陽」而入住社區隔離設施一日。結果出糧時，阿月僅 5,000

元的工資被扣除 2,100元。僱主更明言不會承認其確診的日子屬有薪病假。阿月就此向勞工處求助，惟至今未獲

回覆。 

從事中介公司替假護理員已六年的亞紅，於 2月 7打第三針後因呼吸道持續不適而請假，期間花數千元向私家醫

生求醫六次惟仍未康復。期後亞紅於 2月 23日時收到月頭呈陽性的檢測結果，須隔離至 3月 2日。惟她康復後，

僱主已聘請代工，結果亞紅「無工開」兩個月，而因為她沒有入院，亦無法索償保險，須向朋友借款應付醫療費

及租金。 

 

 

 

 

 

 

 

 

 

 

 

 

 

 

 

網址來源: 獨立媒體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
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
%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
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
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8B%9E%E5%B7%A5/%E6%98%8E%E6%84%9B%E8%AA%BF%E6%9F%A5%EF%BC%9A%E9%80%BE%E4%B9%9D%E6%88%90%E5%9F%BA%E5%B1%A4%E5%8B%9E%E5%B7%A5%E6%9F%93%E7%96%AB%E6%88%96%E9%9A%94%E9%9B%A2%E6%9C%AA%E7%8D%B2%E6%9C%89%E8%96%AA%E7%97%85%E5%81%87-%E5%80%A1%E6%94%BE%E5%AF%AC%E6%81%A9%E6%81%A4%E6%B4%A5%E8%B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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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期間確診個案超過 120萬，最嚴峻時醫院及社區隔離設施不勝負荷，確診者只能居家隔離，基

層勞工卻深受其害。有關注團體發表勞工調查報告，發現曾確診或須隔離受訪者中，多達 91.5%未獲有薪

病假，近五成確診受訪者家庭收入減幅高達六成以上，其中六十多歲外判清潔女工確診及復陽兩度停工，康

復後向公司遞交隔離令只獲批最多七日有薪病假，薪金卻率先被扣減，連之前聲稱有薪病假仍未獲發還，勞

工處答覆亦模稜兩可，令她求助無門，中心指至少接獲 10宗染疫工人未能取得康復碼的求助，否則只能面

對解僱或提早打第三針的抉擇，促請政府檢視。 

 

 

41.7%受訪者疫下家庭收入減幅超過 1 萬元或以上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3月底至 6 月 1日訪問 195名基層勞工，了解他們面對第五波疫情時確診及居家隔離的

勞工保障問題，其中有 48.7%受訪者屬兼職或打散工，46.7%從事飲食酒店業，以及家務助理員、美容師等

個人或社會服務業。另有 62.6%受訪者每月收入少於一萬元以下。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今日發表勞工「傷上加傷」調查報告結果。(莫家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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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清潔工染疫及復陽兩度停工未獲有薪病假 

六十多歲的女士阿月，原本在醫院任職工人，因屆法定退休年齡，兩年多前改任大廈外判清潔工，每日返

半天，月入大約為五千多元，確診前工作未有問題，惟至第五波疫情最嚴峻期間，她 3月 2日在家中進行

快速測試證實陽性，立即通報公司，獲告知暫停上班，她曾致電衞生署熱線、入境處及消防處，不是未能

打通，就是告知會跟進後石沉大海，「個波交來交去，搵唔到人幫」，直至 3月 6日收到政府社區檢測結

果及上報資料後，至 3月 9日快速檢測呈陰性後才復工。 

然而禍不單行的她，3月 13日又因居住屋邨圍封隔離強檢而停工，經檢測證實她「復陽」，在青衣方艙醫

院居住一日後，至 15日出院。她將有關情況向上司申報，以為可獲有薪病假，惟相隔一個月後出糧始知涉

及沒有上班的日子共 2100元薪金悉數被扣減，經查詢後上司指在接種兩針疫苗後，最多只獲 7日有薪病

假，由於同一時間太多工友申請，需經核實後才獲退回，即使她事後取回隔離令，至今公司聲稱的有薪病

假仍未退還，她曾因此向勞工處查詢，職員對隔離令能否取得有薪病假不置可否，令她感到無助。「確診

拎唔到隔離令，唔係我嘅問題，係當時好混亂，上報又報唔到，咁我可以點？好啦，呢家我拎返隔離令，

間公司又話最多只係畀返七日(有薪病假)嘅錢畀我，仲要依家都未畀喎，咁其他日子點算？」 

 

調查結果發現，有 39%受訪者曾確診新冠肺炎病毒，42.1%受訪者分別因確診或強制檢測而需要接受隔

離，當中有 95.1%主要是居家隔離。確診受訪者當中有 31.6%取得復康碼，但有 42.1%分別申請需時、

不懂得如何申報等原因無法取得康復碼。而未有康復碼的確診者當中，有 46.2%受訪者表示返工及生活受

到影響。而需要隔離的受訪者中，有 91.5%表示無法獲得有薪病假，主要原因包括打散工、正在失業或工

時不足以符合法例連續性契約的要求。 

受第五波疫情影響，曾確診或家居隔離的受訪者中有 73.2%表示家庭收入受影響，收入減幅超過 10,000

元或以上的人士多達 41.7%，亦有 35%人表示家庭收入減幅多達百分百，而收入減少中位數為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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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中介公司任職替假護理員的阿紅，今年 2月初接種第三針，隨後持續出現發燒咳嗽等不適癥狀，先後看

了六至七次私家醫生，花了數千元仍未查出病因，只獲醫生告知是疫苗後副作用，直至她收到強制檢測的通知，

先後在 2月 10日、12日及 13日去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核酸檢測，至 23日收到的第二次檢測結果才證實陽性，

需要居家隔離，至 3月 2日才有陰性檢測結果，她才能通知公司可以上班，惟公司告知已另找他人頂替她上班，

暫時沒有工作安排，直至 4月 15 日才重新安排她復工，其間整整兩個月沒有收入。由於她病發時沒有入院，

加上沒有固定僱主，既不符法例要求領取有薪病假等疾病津貼，又不符資格申領一筆過恩恤確診 5千元現金津

貼計劃，只能靠親友借貸渡過難關。 

促請政府修例完善現行政策缺失 

任職外判清潔工的阿娥，在接種第三針疫苗前確診，但因網上查不到康復紀錄而令疫苗通行證失效，公司已要

求她 6 月 1日前接種第三針疫苗，或取得康復紀錄，否則只能自行辭職或冒着風險未夠期限便提早接種疫苗。

目前她正放大假等待取得康復紀錄二維碼，批評政府不應一刀切谷針政府令基層勞工生計雪上加霜。 

中心建議政府應主動呼籲僱主酌情處理未無法提交康復碼的染疫員工，讓員工繼續上班以等待獲得證明；同時

修訂《僱傭條例》更清晰界定隔離令、大廈圍封隔離或居家隔離等情況亦可取得有薪病假津貼；並完善一筆過

恩恤現金津貼範圍擴闊至其他非入院隔離的患者，讓有需要家庭獲得適切協助。 

網址來源：香港 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80163?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hk01.com/article/780163?utm_source=01appshare&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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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波新冠肺炎疫情下數以百萬計市民均受影響，而部分染疫勞工因未受惠於「向本地確診 2019冠狀病毒

病患者發放一筆過恩恤現金津貼」，更是傷上加傷。有團體今日(10 日)發表調查報告，指出大部分基層勞工未

能受勞工保障，第 5波疫情期間接獲逾 400宗求助個案，其中有 91.5%受訪者根本未能獲得有薪病假；而疫

下家庭收入大減，有 35.3%一人家庭收入在 6,000港元以下；甚至政府經濟支援措施亦未能惠及基層勞工。

團體促請政府應主動呼籲僱主酌情處理無法提交康復碼的曾染疫員工，同時應完善「確診津貼」的涵蓋範圍。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於今年 3 月至 6月期間，訪問了 195 名基層勞工，其中包括 39%確診者，當中有 95.1%

患者均以家居隔離形式隔離，其餘 4.9%則是圍封隔離，由於沒有確診者可以在醫院隔離，故全部確診受訪勞

工均不符合政府發放的 5,000 港元「確診津貼」資格。而疫情下政府檢疫系統滯後，確診勞工亦未能取得康

復證明影響生活，有 17.1%確診受訪者表示因未獲得康復碼，而未能上班及出入場受限制。 

因確診而導致失業的阿紅，在提到自己的確診經歷時不禁傷心落淚，她早前曾任職中介公司替假護理員，但

由於沒有固定僱主故無法獲得疾病津貼，沒有入院的她也無法獲得確診津貼，中介公司說服她購入的意外保

險亦因沒有入院而無法獲賠。阿紅及後哽咽指，在 1個月後康復時正打算復工上班，中介公司卻稱已有其他

人補上其職位。而同樣確診的阿月，因遲遲未收到隔離令，以致公司扣除其有薪病假，該月工資由 5,000港

元減至 2,900港元，甚至到現時亦未發還餘下有薪病假，雖然亦曾向勞工處求助，但該處卸責，令亞月不禁

嘆息「勞工處都幫唔到我！」 

 

 

網址來源: 東網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20610/bkn-20220610153534332-0610_00822_001.html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20610/bkn-20220610153534332-0610_0082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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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來源:文匯網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6/10/AP62a32c27e4b033218a516207.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6/10/AP62a32c27e4b033218a516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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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近半確診勞工收入減六成 憑隔離令難獲有薪假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今（10 日）發表調查報告指，5成基層勞工確診後家庭的收入減幅逾 6成 

 

 

 

 

 

 

 

 

 

 

 

 

 

 

 

 

 

 

 

 

 

 

第五波疫情嚴峻，數以百萬計的市民確診，醫院及社區隔離設施不勝負荷，確診者未能入院治療，不能領取確

診津貼，。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今（10日）發表調查報告，發現確診勞工不但收入大減，申請有薪病假更困難

重重，而康復碼安排混亂亦令確診勞工面對被辭退的困境。 

疫下確診勞工收入大減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在 3月 23 至 6月 1日，透過訪問 195 位基層勞工，其中有 46.7%受訪者從事飲食/酒店業

及個人/社會服務業（包括家務助理、美容員、按摩員及理髮員，上述行業大部份在第五波疫情勒令停業及限制

營業時間，令受訪者收入大減。1人、2人、3人和 4人以上家庭貧窮線分別為 5000 元、10000元、16500元

和 21750 元，但根據調查，其中有 35.3%的一人家庭收入在 6000元以下；二人家庭有 37.3%收入在 10000元

以下；三人家庭則有 47.6%收入在 15000元以下；四人家庭以上更有 66.7%收入在 20000元以下，反映疫情

下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低於貧窮線。另外，有近 4成受訪勞工表示曾確診新冠肺炎，當中有 73.2%表示家庭收

入受影響，更有 5成表示確診後家庭的收入減幅高達 6成以上，而收入減少中位數為 10000元。 

逾 9 成確診者無有薪假 有工人有隔離令仍被扣人工 

調查中的 195位基層勞工，近半因從事兼職及散工而不受法例保障。在 82位曾確診或須隔離人士中，有逾 9

成未能獲得有薪病假，其中有 56%因沒有固定僱主和工時不足而未能獲得有薪病假。 

 

 

https://spyan-jour.hkbu.edu.hk/category/hk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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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來源: 新報人 (香港浸會大學) 

https://spyan-jour.hkbu.edu.hk/2022/06/10/%e8%bf%91%e5%8d%8a%e7%a2%ba%e8%a8%ba%e5%8b%9e%e5%b7%a5%e6%94%b6%e5%85%a5%e6%b8%9b%e
5%85%ad%e6%88%90-%e6%86%91%e9%9a%94%e9%9b%a2%e4%bb%a4%e9%9b%a3%e7%8d%b2%e6%9c%89%e8%96%aa%e5%81%87/ 

 

 

 

 
 
 
 

 

 

 

 

 

 

 

 

 

 

⚫於中介公司擔任替假護理員的亞紅表示，因染疫停工兩個月，須向親友借 

錢維持生活。 

 

 
 
 
 
 
 
 
 
 
 
 
 
 
 
 

 

 

 

 

 

 

 

 

 

 

任職外判兼職清潔工的亞月，曾於 3月 1日確診新冠病毒，她指，4月出糧時她才發現 5000元工資被扣去 2100

元，即使後來她提供政府發出的 14 日隔離令予公司，但公司卻以她已接種兩劑疫苗為由，表示最多只會給予七天

的有薪病假，且公司以多人申請為由至今仍未退回 7日病假工資。她補充，曾於 4月 9日向勞工處求助，「但勞工

處說答不到，像波一樣將我推去其他部門」。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亞玲，曾在 3月初確診在家休息 7天，她表示，公

司不接受以隔離令作為病假證明，最終扣去她 4日例假，餘下 3日便作無薪假 

 

於中介公司擔任替假護理員的亞紅表示，她在 2月 7日接種疫苗後，因身體不適而請假，並在 2月 10、12及 13

日進行核酸檢測，當中 2月 10結果為陰性，其後兩次陽性結果則在 2月 23日才收到。她指，期間她看了 7-8次

私家醫生，花費了數千元，當她 3月 2日隔離完成後打算復工時，中介公司卻稱她的職位已被其他人補上，最終 4

月中她才復工，使她整整兩個月沒有收入。她補充，由於她沒有固定僱主，不符合僱傭條例中連續性契約的保障，

故領取不到疾病津貼，而中介公司替她購買的意外保險需她入院才能賠償，所以她要向親友借錢看醫生和維持生

活，至今都仍需還款，她形容那段時間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逾四成確診者無康復碼 有人稱被迫打第三針 

調查顯示 76位確診受訪者中，有 17.1%仍未取得康復碼；有 25%則因沒有申請或不懂申請而無取得康復碼，而當

中近半成表示工作及生活均受影響。 

任職外判清潔員的亞玲，表示她在 3月 3日快測確診，當時坊間資訊混亂，她收到抗疫包後以為成功申報，然而

其後她在網上查不到康復紀錄，電郵至衛生署查詢至今仍未回覆。她指公司要求她於 6月 1日前接種疫苗或取得

康復紀錄，現她只能申請大假拖延，若仍無法解決，便只能辭職或打第三針。 

團體促政府定義醫學證明使用 完善確診者津貼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指，隔離令於實際運作時有很多模糊區域，故希望政府盡快通過《僱傭條例》（修訂）法案，

並要清晰定義隔離令或醫學證明的使用，令員工能以隔離令或醫學證明領取有薪病假津貼。 

中心表示， 調查中所有確診者都是家居隔離，不符合社會福利署提出的「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一筆過恩恤現金津

貼」要求，條件停留在第五波疫情前的狀況，因此中心要求更改相關條件，同時津貼金額亦應參考隔離時失去的收

入及處理後遺症的醫療費用。另外，中心建議政府主動呼籲僱主酌情處理無法提交康復碼的曾染疫員工。 

⚫任職外判兼職清潔工的亞月指，公司以她已接種兩劑疫苗為由，表示最多會給予

七天的有薪病假， 且至今仍未退回扣減的病假工資。 

 

https://spyan-jour.hkbu.edu.hk/2022/06/10/%e8%bf%91%e5%8d%8a%e7%a2%ba%e8%a8%ba%e5%8b%9e%e5%b7%a5%e6%94%b6%e5%85%a5%e6%b8%9b%e5%85%ad%e6%88%90-%e6%86%91%e9%9a%94%e9%9b%a2%e4%bb%a4%e9%9b%a3%e7%8d%b2%e6%9c%89%e8%96%aa%e5%81%87/
https://spyan-jour.hkbu.edu.hk/2022/06/10/%e8%bf%91%e5%8d%8a%e7%a2%ba%e8%a8%ba%e5%8b%9e%e5%b7%a5%e6%94%b6%e5%85%a5%e6%b8%9b%e5%85%ad%e6%88%90-%e6%86%91%e9%9a%94%e9%9b%a2%e4%bb%a4%e9%9b%a3%e7%8d%b2%e6%9c%89%e8%96%aa%e5%81%87/


 

22 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                           第五波疫情後遺症 確診勞工「傷上加傷」調查報告   6/2022 

 

 

 

 

 

 

 

 

 

 

 

 

 

 

 

 

 

 

 

 

 

 

 

 

 

 

 

 

 

 

 

 

 

 

 

 

 

 

 

香港第五波疫情令許多染疫基層勞工手停口停，收入大減。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今日（10日）發布

的一項調查顯示，在 195位受訪勞工中，82位曾確診或需隔離的受訪者，有七成三表示收入受到影

響，超九成人未能獲得有薪病假，其中逾半是因為沒有固定僱主或工時不足，而全部受訪確診者都未

符合政府為住院人士提供的 5000元一次性津貼。中心希望政府在之後的疫情中，擴闊受惠者至其他

需隔離的勞工，讓有需要家庭能夠得到適切援助。 

調查顯示，有近半受訪者從事飲食及酒店業、個人或社會服務業（包括家務助理員、美容、按摩、理

髮員等），都因為防疫要求被勒令停業或限制營業時間。有一半的確診者家庭收入減幅達六成以上，

金額中位數達到 1萬元。不少受訪者表示，疫下工作收入已經減少，確診後更不能返工至少一星期，

有些更長達二至三星期，收入全無，再加上確診後身體不適要到私家醫生或中醫求診，醫療費動輒數

百元，需要動用積蓄或向親友借錢交租及生活費，實在是傷上加傷。 

有工友表示，僱主不認受隔離令為病假紙，只願提供 7 天的疾病津貼，其餘日子因密切接觸者確診、

圍封隔離、進入隔離設施的隔離令，不被視作連續有薪病假，反映有關隔離令或醫學證明於實際運作

時仍有很多模糊地帶。明愛荔枝角職工中心建議政府盡快通過相關修訂，清晰定義隔離令或醫學證明

的使用範圍，如員工受圍封、強制隔離、確診家居隔離、作為密切接觸者被隔離時，均能以隔離令或

醫學證明領取有薪病假津貼。 

（點新聞記者李斯哲報道） 

 
網址來源：點新聞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206/10/AP62a32544e4b0adad9d41c58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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