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618_3c.doc] 

檔號： CSBCR/PG/4-085-001/23 Pt. 3/00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二 零 零 一 年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引言  

 

 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 建 議 ，行政長官 指 令

我們應向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提出下列薪酬調整方案︰首長級

和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 4 . 9 9 %，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
2 .38%，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背景和論據  

 

現行政策和方法  

 

2 .  政府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政策，是每年調整薪酬一次，調整幅度應

大致上與私營機構相若，因此，政府每年會進行一次私營機構薪酬趨

勢調查。調查所得結果，在減去公務員的增薪開支後，便成為考慮每

年薪酬調整幅度的基礎。薪酬趨勢調查方法和扣除增薪開支的公式，

載於附 件 A。其他考慮因素包括生活費用的變動、經濟狀況、財政預
算、職方的加薪要求及公務員士氣。  

 

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薪酬趨勢調查  

 

3 .  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薪酬趨勢調查涵蓋 76 間公司共 127 625 名
僱 員 ， 收 集 了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二 日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期 間 的 數

據。調查結果顯示三個非首長級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指標和薪酬趨勢

淨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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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1 年  
薪酬趨勢總指標  

(a)  

公務員  
的增薪開支  

(b) 

2000-01 年  
薪酬趨勢淨指標  

(a- b) 

高層薪金級別  

(月薪 46,486元至  
92,700元 ) 

 
6.15% 

 
1.16% 

 
4.99% 

中層薪金級別  

(月薪 15,160元至  
46,485元 ) 

 
3.55% 

 
1.17% 

 
2.38% 

低層薪金級別  
(月薪 15,160元以下 ) 

 
2.95% 

 
0.98% 

 
1.97% 

 

生活費用  

 
4 .  與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相比，二零零

零至零一年度同期的生活指數變動如下 1︰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指以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 價格計算， 平
均每月開支為 32 ,500 元至 65 ,999 元的住戶的
消費開支模式 )  

 

- 3 .5% 

乙類消費物價指數  
(指以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價格計算， 平
均每月開支為 18 ,500 元至 32 ,499 元的住戶的
消費開支模式 )  

 

- 3 .0% 

                                                 

1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第 四 季 開 始 ，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逐 年 變 動 率 是 按 新 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系 列 (以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價 格 為 基 準 )計 算 。 在 此 之 前 ， 變 動 率 是

按 舊 的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系 列 (以 一 九 九 四 至 九 五 年 度 價 格 為 基 準 )計 算 。 新 的 指

數 已 作 出 調 整 ， 以 求 連 貫 。 改 用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系 列 的 基 準 ， 在 時 間 上 是 與 今

次 薪 酬 調 整 建 議 所 依 據 的 參 考 期 間 互 相 配 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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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指以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價格計算， 平
均每月開支為 4 ,500 元至 18 ,499 元的住戶的
消費開支模式 )  

 

- 2 .4%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上述所有住戶的消費開支模式計算 )  

- 3 .0% 

 

經濟狀況 

 

5 .  去年，本港經濟大有改善。在對外方面，貨物和服務的出口總額

大幅增加，原因是過去兩年主要市場的進口量大增、出口價格更富競

爭力，以及生產力提升。內部方面，就業情況和實質收入都有改善，

使消費開支進一步增加。本地生產總值在一九九九年只增長 3 .1%，
去年則有雙位數字的增長，增幅為 10 .5%，是一九八七年以來最大的
增幅。  

 

6 .  不 過 ， 經 濟 環 境 到 去 年 最 後 幾 個 月 變 得 較 不 活 躍 。 國 際 油 價 上

升、美國股市再度受挫和日趨波動、區內股市下瀉，以及本港地產市

道 呆 滯 ， 均 令 市 場 意 欲 轉 弱 ， 整 體 需 求下降 的 �象亦 開始 浮 現 。 今年

初開始，美國經濟放緩，日本經濟持續疲軟，引起不少憂慮，繼而影

響全球經濟，使市況進一步受到打擊。估計本地生產總值在去年急升

後，今年只有溫和增長。  

 

7 .  去年，勞工市場進一步好轉。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顯著下跌，

由一九九九年第四季的 6 .3%回落至二零零零年第四季的 4 . 4 %。就業不
足率亦告下跌。一九九八和九九年的勞工市場明顯供過於求，但這個

差 距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大 幅 縮 窄 ， 全 年 大 部 分 時 間 職 位 空 缺 數 目 顯 著 增

加。在二零零零年第一季停頓不前的按貨幣計算的勞工收入，在其後

三季均錄得比前一年同期多 2%的增幅。同樣地，在二零零零年三月相
對於一年前並無變動的工資，在去年其餘時間有 1%的增長。不過，撇
除消費物價溫和下調的因素後，勞工收入和工資的實質增幅其實比年

內 較 早 期 間 略 低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初 ，隨� 整 體經濟 活動 減 慢 ， 勞工

供應緊張的情況稍見紓緩。二零零一年二月至四月期間經季節性調整

的失業率微升至 4 .6%，就業不足率則稍為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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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的考慮因素  

 

8 .  根據臨時結算數字，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的財政年度

的財政赤字為 78 億元。這個數字比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所公佈的修訂預算赤字 114 億元少了 36 億元。赤字減少主要是
由於利得稅收入的增加以及支出比預測數字少 14 億元，以致收入比
預期多出 22 億元。至於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的本財政年
度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至 零 二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所 預 測 的 赤 字 為 30 億
元。該預算案的其中一個主要假設，是我們在出售第二批地鐵股票時

將有 150 億元收入。如市場情況許可，我們計劃在本財政年度內出售
該批股票。  

 

職方的加薪要求  

 

9 .  職方的加薪要求，分別載於附件 B 至 F。四個中央評議會的其中

三個，即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議會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提交的加薪要求，是把各薪金級別的加薪幅度劃一為不少於 4 . 9 9 %。
他 們 提 出 的 理 由 大 致 相 同 。 他 們 的 理 據 是 ， 鑑 於 政 府 推 行 各 項 新 措

施，如資源增值 計劃、公務員體制改革及各項控制公務員編制的措施

等，各級公務員的工作量已有所增加。他們又指出，公務員的薪酬在

過去兩年已遭凍結，政府應基於員工事氣的考慮而給予各級公務員不

少於 4 .99%的薪酬調整。如果高層薪金級別及首長級獲得較大加幅，
則勢將引發員工之間的分化及打擊整體公務員士氣。第一標準薪級公

務員評議會強調，該會代表的員工有 96%已達頂薪點，而升級機會在
他們的職級當中已相當渺茫。此外，三個評議會均認為在二零零零年

十二月開始實施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對中、小型公司的薪酬調整有所

影響 2。  

 

10 .  至於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三個成員協會中的兩個 (即本地高級公
務員協會及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 )遞交的意見書中所要求加薪的幅度
基 本 上 與 薪 酬 趨 勢 淨 指 標 相 同 ， 即 高 層 薪 金 級 別 及 首 長 級 應 獲 加 薪

                                                 

2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屬 附 帶 福 利 ， 並 沒 有 包 括 在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的 範 圍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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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 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則加薪 2 .38%。 餘下的成員協會，即香
港政府華員會則沒有提出具體的加薪要求，而只要求政府在考慮所有

有關因素後提出合理的加薪幅度。  

 

二零零一年薪酬調整  

 

(A)  概要  

 

11 .  在考慮上述因素後，我們 � 定向職方提交以下的薪酬調整方案，

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薪酬趨勢淨指標  建議的薪酬調整  

首長級  不適用  4 .99% 

高層薪金級別  4 .99% 4 .99% 

中層薪金級別  2 .38% 2 .38% 

低層薪金級別  1 .97% 2 .38% 

 

(B)  首長級  

 

12 .  首長級的薪酬調整幅度應與高層薪金級別一樣，即 4 .99%。這個
做法自一九九零年沿用至今，已被廣為接受。  

 

( C ) 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  

 

13 .  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幅度應緊貼各自的薪酬趨勢淨指
標，即 4 .99% 和 2 .38%。這個安排，可以令公務員的薪酬準確地反映
私營機構的調整幅度，向為職方和公眾所接受，應該維持不變。  

 

(D)  低層薪金級別  

 

14 .  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幅度應提高至中層薪金級別的水平，即
2 .38%。上述安排符合政府在接納一九八八年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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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做法︰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如果低於中層薪金級別，

便應提高至後者的水平，除非有更充分理由不應這樣做。  

 

(E)  其他方案  

 

15 .  我們曾考慮採用其他薪酬調整水平，但如果這樣做，便會實實在
在偏離長久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即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跟隨薪酬趨

勢 凈 指 標 ， 而 低 層 薪 金 級 別 的 調 整 幅 度 則 提 高 至 中 層 薪 金 級 別 的 水

平。我們不認為這樣做會對公務員和社會整體有益處。公務員薪酬已

凍結兩年。考慮到公務員的士氣，我們認為在今年調整公務員的薪酬

是恰當的，而跟隨薪酬趨勢凈指標調整公務員薪酬也是合理而又可以

接受的。  

 

16 .  我們知道有人會反駁，高層薪金級別和首長級的薪酬調整幅度高
於中層及低層薪金級別，會令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更趨嚴重，但我們

不認為對所有薪金級別採用劃一的加薪幅度 (即部分中央評議會所要

求 採 用 的 高 層 薪 金 級 別 的 薪 酬 趨 勢 淨 指 標 (4 .99%)， 或 中 層 薪 金 級 別
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 2 . 3 8 % ) )是恰當的。既然私人機構在調整高層、中

層和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時採取不同的調整幅度，而我們又跟隨私人

機構的做法，則這個機制本身已存在公務員各薪金級別之間的薪酬調

整幅度不劃一的元素。另一方面，我們已按照既定做法建議把低層薪

金級別的調整幅度提高至中層薪金級別的水平。進一步把中層及低層

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幅度提高，必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基

於上述原因，這樣做亦是不恰當的。  

 

17 .  自薪酬趨勢調查制度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實施以來，薪酬調整幅度
偏離薪酬趨勢調查結果的情況只出現過四次 (詳情見 附件 G)，每次都
是在考慮財政預算或經濟情況之後審慎作出的決定。今年的情況並不

構成足以支持偏離薪酬趨勢凈指標的理據。  

 

對受資助機構的影響  

 

18 .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把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應用於受資助機構。
這些機構的薪酬調整與公務員看齊，一直是釐定資助額的依據。受資

助機構聘請員工，是這些機構作為僱主與他們的僱員之間的事。政府



 
-   7  -  

 
 

[010618_3c.doc] 

與受資助機構之間只存在資助的關係，政府並無直接管理這些機構的

員工的職能。基於上述資助安排，如果公務員今年獲得加薪，受資助

機構的員工亦會同樣獲得加薪。我們已經透過有關的管制人員，把薪

酬趨勢調查結果通知各受資助機構，並且會繼續把薪酬調整方案通知

他們。  

 

對新聘人員的入職薪酬的影響  

 

19 .  由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起，入職薪酬已與每年的 薪酬趨勢調查脫
� 。 為 確 保 公 務 員 的 入 職 薪 酬 與 私 營 機構相 若 ，當局 會每 隔 三 至 四年

檢 討 入 職 基 準 一 次 ， 其 間 每 年 作 一 次 修訂。 雖 然脫�機制 已 在 二 零零

零年四月一日生效，但由於二零零零年沒有調整薪酬，因此入職薪酬

的水平和公務員各薪級表均沒有改動。而在二零零零年首次對入職基

準進行的每年修訂，亦沒有導致入職薪酬有任何改變。今年的薪酬調

整 建 議 如 獲 通 過 ， 脫 � 機 制 便 會 開 始 運作， 入 職薪點 將不 會 跟 隨 今年

的薪酬調整改變，而現職人員除入職薪點以外的其他薪點的金額則會

有所增加。換言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後入職，以及新近加入

政府而仍未到達第一次增薪階段的新聘人員，其薪酬會繼續維持在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的 薪 酬 水 平 (即 銳 � ／ 凍 結 後 的 新 聘 人員薪

級 )，直至到達他們首次增薪日期為止，或直至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
或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正式檢討入職基準並因而令入職薪酬／基準有

所調整為止。我們已邀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就入職薪

酬 第 二 次 每 年 修 訂 進 行 調 查 。 我 們 將 研究調 查 結果， 然後 � 定 是 否在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或二零零三至零四年進行入職薪酬檢討。  

 

對財政的影響  

 

20 .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公 務 員 和 受 資 助 機 構 人 員 的 薪 酬 調 整 方 案
(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 )在薪津方面所引致的開支，估計為 39 .75
億元。計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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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百萬元為單位  

(a )  公務員  1 , 860  

(b)  受資助機構  

(i)  不敷補助金  1 , 164  

( i i )  酌情補助金  945  

(c)  輔助部隊  6  

 合計 3 ,975 

 
對經濟的影響  

 

21 .  政 府 和 任 何 其 他 僱 主 一 樣 ， 必 須 提 供 合 理 的 薪 酬 和 其 他 僱 用 條
件，才可羅致所需人手和專才。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結

果 (亦即我們制定薪酬調整方案的依據 )，顯示出私營機構去年在勞工
巿場情況在大部分時間內均有改善的情況下，普遍給予僱員的薪酬調

整幅度。目前，公務員約佔總工作人口的 6 %，他們的薪酬約佔本港
整體僱員薪酬的 9 %，大概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5 %。 (若把受資助
機構僱員人數包括在內，則公務員連同這些機構的僱員人數便約佔總

工作人口的 10%，而薪酬總額則分別約佔整體僱員薪酬的 18%及本地
生產總值的 9%。 )公務員薪酬調整雖然對整體勞工巿場帶來的實際影
響有限，但往往會造成顯著的心理影響。  

 

宣傳安排  

 

22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已在本年六月五日下午向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
方提交薪酬調整建議，而有關的新聞稿亦已在同日發出。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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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釐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的方法  

 
每年薪酬趨勢調查  

 

 每年進行薪酬趨勢調查的制度，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實施。調查是

由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獨 立 薪 酬 研 究 調 查 組 進

行。  

 

2 .  薪酬研究調查組根據下列準則，向本港 76 間公司收集資料︰  

 

(a )  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公司分布情況，應盡量反映本港從事
經濟活動人口的整體分布情況。  

 

(b )  各公司應該符合下列條件︰  

 

(i)  是所屬行業的有代表性僱主，通常僱用 100 名或以上的
員工；  

 

( i i )  被公認是穩定的好僱主，一向以合理和有系統的方法管
理薪酬事宜；  

 

( i i i )  根據適用於香港而非其他國家的因素來釐定薪酬；  

 

( iv)  如果是本港某集團或財團的成員，則必須能夠全權自行
釐定和調整薪幅，才可視作獨立公司；以及  

 

(v )  在釐定本身的薪酬調整幅度時，不以政府的薪酬調整幅
度為主要的考慮因素。  

 

3 .  薪酬趨勢調查周期由上一年的四月二日至當年的四月一日止，調

查對象包括所有全職僱員，即工作時間為每周正常工作時數的 75%或
以上，基本薪金與政府的三個非首長級薪級對等。與基本薪金增幅有

關 的 因 素 ， 如 生 活 費 用 的 變 動 、 市 場 薪 酬 的 整 體 變 動 、 普 遍 經 濟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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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公司業績、勞績獎賞和遞增薪額等，均在調查之列。基本薪金以

外的款項 (例如固定或非固定的年終獎金 )，其變動也會計算在內 1。  

 

4 .  這項調查得出三個薪酬趨勢總指標，分別代表每一薪級內所有受

調查僱員的加權平均薪酬增幅。從這些薪酬趨勢總指標扣除公務員的

增薪開支，便得出淨指標，作為釐定薪酬調整幅度的基礎。  

 

5 .  薪酬趨勢調查制度實施 26 年以來，政府多數都能大致跟隨薪酬
趨勢指標，其中只有四次不依據薪酬趨勢指標調整公務員薪酬，詳情

載於附件 G。  

 

扣除增薪額  

 
6 .  在一九八九年之前，每年薪酬趨勢調查並不包括勞績獎賞在內，

同時也沒有計及公務員增薪額。公務員多年來一直要求把私營機構的

勞 績 獎 賞 包 括 在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內 ， 因 為 有 些 機 構 的 勞 績 獎 賞 價 值 頗

大，以致不能與一般薪酬增幅區分。不過，當局一直未能與職方就應

該如何計算公務員的增薪，達成協議。  

 

7 .  目前用以釐定公務員每年薪酬調整幅度的扣除增薪額公式，是當

局與職方在一九八八年薪酬調整事宜上出現爭議後，由一九八八年調

查委員會提出。調查委員會建議公務員增薪額應以薪酬開 支 2 而非加

權的平均百分率數值 3 計算，主要是折衷的解決方法。提出這項建議

時，委員會清楚知道當局與員方一直以來的爭議，就是如果把私營機

                                                 

1  我 們 的 計 算 方 法 ， 計 及 額 外 款 項 在 發 放 當 年 的 任 何 增 幅 ， 這 類 款 項 如 在 隨 後

一 年 停 止 發 放 ， 也 會 顯 示 出 來 。 私 營 機 構 發 放 的 任 何 一 筆 過 特 別 款 項 ， 不 會

對 公 務 員 薪 酬 造 成 長 遠 影 響 。  

2  計 算 增 薪 開 支 的 公 式 ︰  

年 內 因 增 薪 而 實 際 增 加 的 薪 金 開 支  

年 內 總 薪 金 開 支  

 
 × 1 0 0 %  

 
3  加 權 平 均 數 ＝ Σ 員 工 人 數 × 增 幅 ( % )  

     員 工 總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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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勞績獎賞包括在薪酬趨勢調查內，公務員增薪額應否扣除及如何

扣除。委員會認為不從薪酬趨勢總指標全數扣除公務員增薪額是合理

的，原因如下︰  

 

(a )  勞績獎賞與增薪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按個人表現論功行
賞，而公務員的增薪點，卻整體代表某職位的薪酬。  

 

(b )  大 部 分 公 務 員 (計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佔 全 體 公 務 員 的
63%)是 沒 有 增 薪 的 。 對 於 任 何 因 計 及 他 們 不 享 有 的 增 薪 而
使薪酬調整水平大幅降低的方案，他們必不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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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偏離薪酬趨勢調查的做法  

自薪酬趨勢調查制度在一九七四年開始實施以來，公務員薪酬調整幅

度大幅偏離薪酬趨勢指標的情況只出現四次，詳情如下：  

年度  薪金  
級別  

薪酬  
趨勢指標  

(%) 

公務員  
薪酬調整  
平均幅度  

(%) 

原因  

第一標準薪級  8 . 12  無  

$600  8 .36  無  

$2 ,500  7 .92  無  

(1)  
1974 /75  

$8 ,000  9 .26  無  

石 油 危 機 ， 高 通
脹  

第一標準薪級  3 . 94  12 .86  

$600  4 .71  13 .04  

$2 ,000 - $4 ,000  4 .42  12 .99  

1975 /76  

$7 ,000 - $8 ,000  3 .68  12 .90  

計 及 1974 /75 年

度增幅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16 .18  15 .00 /15 .01  

中級  15 .57  14 .95  

(2)  
1981 /82  

高級  15 .65  14 .96  

通脹壓力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8 . 80  5 .52 /5 .53  

中級  7 . 88  4 .74  

1982 /83  

高級  7 . 24  4 .48  

樓 市 大 跌 ； 預 期

財 政 預 算 出 現 赤
字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9 . 86  11 .21  

中級  8 . 64  9 .93  

1983 /84  

高級  8 . 45  9 .12  

職 方 對 加 薪 的 要
求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15 .11  15 .00  

中級  16 .46  15 .00  

(3)  
1989 /90  

高級  17 .00  15 .00  

高 通 脹 ， 須 控 制
政府開支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12 .09  10 .43  

中級  12 .49  10 .43  

1990 /91  

高級  11 .88  10 .43  

高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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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薪金  
級別  

薪酬  
趨勢指標  

(%) 

公務員  
薪酬調整  
平均幅度  

(%) 

原因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10 .68  11 .60  

中級  10 .82  11 .60  

1991 /92  

高級  11 .17  11 .17  

根 據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調 整 中 、

低 級 的 薪 酬 ， 以

保持其實際價值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5 . 01  5 .01  

中級  5 . 79  5 .79  

(4)  
1997 /98  

高級 *  6 .03  6 .03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3 點及以上的人員
凍薪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 0 . 54  無  

中級  +0 .84  無  

1998 /99  

高級  - 0 . 13  無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預
算 案 中 公 布 ， 該

年 度 的 薪 酬 調 整
會以凍薪為限  

第一標準薪級 /低級  - 1 . 78  無  

中級  - 1 . 97  無  

1999 /00  

高級  - 0 . 41  無  

一律凍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