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CSBCR/PG/4-085-001/5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的改良方法 

引言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  

 ( a )  應根據下文第 7 至 1 1 段所載的建議，改良薪酬趨勢調查方

法；以及  

( b )  應根據經改良的方法進行調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日至  
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的薪酬趨勢調查。  

理據  

( A )  年度薪酬調整機制和過往的批評  

2 .  在一九七四年至二零零二年間，當局每年進行薪酬趨勢調查，以

確定私營機構薪酬在年度之間的平均變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

慮根據薪酬趨勢調查得出的薪酬趨勢指標，以及其他相關考慮因素 (即經

濟狀況、政府的財政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

以及公務員士氣 )後，便會決定公務員薪酬的調整率。  

3 .  現行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 (載於附件 A)是經管職雙方過去多年磋

商制定而成的。自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調查方法受到外間批評，主

要的批評包括：  

( a )  調查範圍並不包括僱員人數少於 1 0 0  人而屬香港經濟支柱的

中小型企業；  

( b )  調查範圍未能反映本港從事經濟活動人口在各經濟行業的分

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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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調查方法沒有計及私營機構推出有關削減人手、重組架構或

節省開支等影響員工薪酬調整的措施；以及  

( d )  從每年的薪酬趨勢總指標扣減公務員每年遞增薪額的開支 1，

不足以抵銷公務員透過賺取增薪額 (在私營機構中並不常見 )
而實際獲得的價值。  

( B )  薪酬趨勢調查的改良方法  

4 .  我們依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作出的決議，

手制定一套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該套機制的組成部分包

括： ( a )定期進行的薪酬水平調查，作為確定公務員薪酬是否與私營機構

薪酬保持大致相若的主要方法；以及 ( b )根據經改良的方法按年進行薪酬

趨勢調查。  

5 .  在顧問的協助下，我們剛完成了首次的薪酬水平調查。調查的參

照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目前，我們正就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

公務員隊伍一事，徵詢員方意見，並希望在短期內完成諮詢工作。  

6 .  與此同時，經與員方緊密諮詢後，我們為薪酬趨勢調查制訂了改

良的調查方法。下文第 7 至 1 1 段闡述有關改善的方法。這些方法可以處

理上文第 3 ( a )和 ( b )段批評所指的問題。不過，基於附件 B 所述的理由，

我們並無進一步修改調查方法，以處理上文第 3 ( c )和 ( d )段批評所指的問

題，  

( a )  把規模較小公司納入薪酬趨勢調查範圍  

7 .  本港大部分私營機構的僱員人數都是少於 1 0 0 人。 2 以往的薪酬

趨勢調查只把僱用至少 1 0 0 名員工的公司納入調查範圍，這與香港公司

的規模和僱員數目的結構脫節。為了提高薪酬趨勢調查的公信力，規模

較小公司 (即僱用 5 0 至 9 9 人的公司 )將被納入日後的薪酬趨勢調查範圍。

這做法一方面可加強參與調查公司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亦可釋除員方擔

                                                           

1  大部分公務員職級的薪金由相關薪級表 (目前共有 11 套公務員薪級表 )上的一系列薪點

所定。公務員如工作表現 (包括品行、態度和效率 )令人滿意，便會每年獲遞增一個薪

點，直至達到所屬職級的頂薪點為止。由於薪酬趨勢調查範圍涵蓋私營公司的基本薪

酬和浮動薪酬 (包括非固定獎金 )，因此，須從薪酬趨勢總指標扣除公務員每年遞增薪額

的開支 (以某年份薪酬支出總額的某一個百分比計算 )，以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  
2  根據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的統計資料，近 70%的私營公司員工受僱於僱員人數少於  

100 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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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關小型公司較不穩健和並非以合理及有系統措施管理薪酬的疑慮，

在兩者之間求取合理平衡。  

8 .  日後將採用下列準則以揀選規模較小公司 (即僱用 5 0 至 9 9 人的

公司 )：  

( a )  已在香港營運至少約五年；  

( b )  與上一年比較，僱員人數的增減幅度不超過 5 0 %。重點應

放於減幅方面。因此，僱員人數減幅超過 5 0 %的規模較小

公司不會納入薪酬趨勢調查範圍。僱員人數增幅超過 5 0 %
的規模較小公司，如適合的話，也可納入薪酬趨勢調查範

圍；  

( c )  在過去五年並沒有因觸犯與勞工有關的法例 3 而被定罪的記

錄；在過去五年並沒有涉及勞資糾紛 (即使在糾紛中沒有因

觸犯與勞工有關的法例而被定罪 )則更合適；以及  

( d )  在管理員工薪酬方面有一套合理和有系統的管理方法。  

9 .  此外，當考慮揀選符合有關準則的公司參與調查時，將考慮從那

些在以往的薪酬趨勢調查並沒有充分反映的經濟行業中揀選公司。此舉

有助處理上文第 3 ( b )段批評所指的問題。  

( b )  規模較小公司在薪酬趨勢調查範圍中所佔的比率  

1 0 .  為使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更具代表性，我們須令納入調查範圍內的

規模較小公司，在調查中有足夠的比重。作為一般的指引，規模較小    
公司 (即僱用 5 0 至 9 9 人的公司 )應佔薪酬趨勢調查範圍約 2 5 %，而規模

較大公司 (即僱用 1 0 0 人或以上的公司 )所佔的比率則約為 7 5 %。上述比

                                                           

3  目前，與勞工有關的主要法例為數超過 20 條。大部分針對違例僱主的檢控，都是由勞

工處依據《僱傭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 章 )、《僱員補償條例》 (香港法例第 282 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香港法例第 509 章 )、和《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

第 59 章 )提出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負責就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香港法例第 485 章 )的行為，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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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配是以目前私營機構僱員在這兩類公司的分布情況作為依據 4，上述

公司所佔比率可容許有正負約五個百分點的偏差  (即規模較小或規模較大

公司分別佔薪酬趨勢調查範圍約 2 0 %至 3 0 %及 7 0 %至 8 0 % )。由於參與

薪酬趨勢調查公司的實際數目，以及規模較小和規模較大公司所佔的比

率，取決於有多少間規模較小和規模較大公司同意參與調查，因此，有

需要這樣酌情靈活處理。  

( c )  數據整合方法  

1 1 .  過去，薪酬趨勢調查蒐集所得的數據，會按加權平均值計算方法

予以整合，因此調查結果受僱員人數眾多的公司左右。除非修改這個計

算方法，否則，把規模較小公司納入薪酬趨勢調查範圍，對調查結果的

影響根本微不足道。為解決這個問題，日後將採用下文所闡述的一個經

修訂的加權平均值計算方法，來整合從參與調查公司蒐集所得的數據，

並按此計算出薪酬趨勢總指標：  

 
( a )  參與調查的公司按其僱員人數分為兩個組別：一組為僱用不

足 1 0 0 人的公司；另一組則為僱用 1 0 0 人或以上的公司；  
 
( b )  分別為兩個組別的公司計算調薪率的加權平均值；  

 
( c )  根據按公司規模劃分的私營機構僱員人口分布情況 (參閱上

文註釋 4 )，把兩個不同的計算因子 (即僱用不足 1 0 0 人的公

司組別的計算因子為 0 . 2 5，而另一組別則為 0 . 7 5 )，應用於

每個組別的調薪額加權平均值。不論每組參與調查公司的實

際數目為何，上述兩個計算因子都維持不變；以及  
 
( d )  把按 ( c )項方法計算所得的數字相加，即得出薪酬趨勢總指

標。  
 

                                                           

4  根據統計處公布的統計數字，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按公司規模 (不包括僱員人數少於

50 人的公司 )劃分的私營公司僱員分布情況如下：  
 

公司規模 僱員總數 比率(%) 
50 至 99 人 247 364 人 24.57 

100 至 499 人 317 689 人 31.55 
500 至 999 人 111 344 人 11.06 

1000 人或以上 330 460 人 32.82 
總數 1 006 857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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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予以保留的薪酬趨勢調查現有特點  

1 2 .  除上文第 7 至第 1 1 段所述的改良方法外，下文所載的薪酬趨勢

調查方法 (載於附件 A )的其他現有特點，會予以保留：  

( a )  調 查 期 ( 即 由 調 查 前 一 年 的 四 月 二 日 至 調 查 當 年 的 四 月       
一日 )；  

( b )  選取公司參與調查的其他準則 (例如，參與調查的公司不應

以政府的薪酬調整作為釐定其薪酬調整的主要因素 )；  

( c )  按三個薪金級別 5 從參與調查的公司蒐集數據；  

( d )  決定是否把某些薪酬調整類別／組成部分納入薪酬趨勢指標

計算範圍所採用的準則 (例如，不論是以現金還是實物形式

提供的附帶福利，一概不納入薪酬趨勢指標的計算範圍

內 )；以及  

( e )  從薪酬趨勢總指標中扣減公務員的每年增薪開支，以計算出

薪酬趨勢淨指標。  

( D )  予以保留的其他與薪酬趨勢調查有關的安排  

1 3 .  進行薪酬趨勢調查的現有體制安排會予以保留，包括：  

( a )  負責委託有關方面進行薪酬趨勢調查的薪酬趨勢調查委員

會。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由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

會 (薪常會 )的一名委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薪常會、紀律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紀常會 )、四個中央評議會職

方和當局的代表；  

( b )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 (薪
諮會聯合秘書處 )轄下的薪酬研究調查組，按照協定的方法

                                                           

5   這三個薪金級別是︰  
 低層︰總薪級表第 1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  
 中層︰總薪級表第 10 至 33 點或同等薪點  
 高層︰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至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8 點或同等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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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薪酬趨勢調查，並向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作出匯報；以

及  

( c )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可就修改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提出建議，

以供薪常會考慮，然後由薪常會向當局提供意見。  

1 4 .  根據既定政策和做法，在每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完成後，當局會邀

請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交薪酬調整要求，並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審議職方的要求和其他相關因素後，向職方提出調薪建議。待四個中央

評議會職方就當局的調薪建議提交進一步意見後，當局會把其最後建議

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由後者決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  

( E )  進行二零零七年薪酬趨勢調查和與薪酬水平調查的銜接  

1 5 .  經改良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將用以進行二零零七年薪酬趨勢調查

(調查期涵蓋二零零六年四月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當局會把從該

次薪酬趨勢調查計算所得的薪酬趨勢淨指標，連同其他相關因素，一併

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由後者決定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是次調

整會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1 6 .  當局會把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薪酬調整幅度，應用於二零零六年

四月一日適用的公務員薪級表。不過，該等薪級表有待釐訂，考慮因素

包括局方就如何把薪酬水平調查結果應用於公務員一事諮詢員方的結

果，以及各個與公務員薪酬及服務條件有關的諮詢委員會的意見。  

影響  

 1 7 .  改良的調查方法符合《基本法》，包括《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

規定。改良方法對可持續發展亦無影響。 

1 8 .  至於對財政的任何影響，須待當局決定是否對二零零七至零八年

度公務員薪酬作出任何調整，及因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如何把

薪酬水平調查結果 (以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作為參照日期 )應用於公務員，

以決定是否把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的公務員薪級表調整後，才可評

估。按照以往做法，薪酬趨勢調查由薪諮會聯合秘書處轄下的薪酬研究

調查組負責進行。  

1 9 .  在經濟影響方面，目前公務員佔本港總勞動人口約 4 %，而公務

員薪酬佔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8 %。公務員連同資助機構僱員

的薪酬合共佔本港經濟體系中僱員薪酬總額約 1 7 %。一套結構完善，講

求職位、才幹和薪酬相稱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有助發展一支穩健及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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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公務員隊伍，亦可確保整個經濟體系的人力資源調配得宜。  

 

諮詢  

2 0 .  經改良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是經緊密諮詢督導委員會及員方 (透
過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 ) 6 後制訂的。改良的方法獲員方支持。

而薪常會亦表示支持。我們已通知紀常會和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

委員會 (首常會 )有關改良的調查方法，儘管此事並不屬於他們的職權範

圍。  

宣傳安排  

2 1 .  我們會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知會與公務員薪酬及服務

條件有關的諮詢委員會、各部門首長、四個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四個主

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以及全體公務員。此外，我們也會發出有關的新

聞稿和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負責人員  

2 2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孫玉菡先生聯絡 (電話︰2810 3112)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   
 

                                                           

6  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督導委員會及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諮詢小組在二零零三年四月成

立，就制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分別提供專業意見及員工的意見。督導委員

會的成員來自薪常會、紀常會及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諮詢小組的成員

包括來自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和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的代表。  



附件 A  

薪酬趨勢調查資料文件  

引言  

 私營機構薪酬趨勢調查每年進行 (但自二零零三年起暫停 )，
以確定私營機構年度之間的平均薪酬變動。附帶福利，不論是以

現金或實物形式發放，都不屬於該項調查的範圍。  

調查期  

2 .  薪酬趨勢調查所包括的期間，由去年的四月二日起，至本

年的四月一日止。  

調查範圍  

3 .  選取公司納入調查範圍的準則如下：  

( a )  調查範圍內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公司分布情況，應
盡量反映香港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整體分布情況；  

( b )  調查範圍內的個別公司：  

( i )  應在所屬行業中被視為具代表性的僱主，通常僱
用的僱員達 10 0 名或以上；  

( i i )  應被普遍認為是穩健良好的僱主，在工資和薪金
方面，有一套合理和有系統的管理方法；  

( i i i )  應根據適用於香港的因素和考慮，而不是以適用
於香港以外的因素，來作為釐定薪酬的依據；  

( i v )  若為本港某集團或財團屬下的公司，則只有完全
有權自行訂定和調整薪酬者，才被視為獨立的公

司；及  

( v )  並非以政府的薪酬調整幅度，作為釐定其薪酬調
整幅度的主要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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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級別  

4 .  調查資料按三個薪金級別蒐集。該三個薪金級別是：  

 低層薪金級別：  總薪級表第 1 0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  

 中層薪金級別：  總薪級表第 1 0 點至 3 3 點或同等薪點  

 高層薪金級別：  超過總薪級表第 33 點至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 8 點或同等薪點  

納入調查範圍的僱員  

5 .  參與調查公司的所有僱員均納入調查範圍內，但下列幾類

僱員除外：  

( a )  底薪超過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級 )薪級表第 3 8 點或同等
薪點金額的僱員；  

( b )  技工學徒和技術員學徒；  

( c )  所屬公司證明為工作少於每周正常工作時數 75%的兼
職僱員；  

( d )  按件計酬僱員；   

( e )  所有輸入勞工；以及  

( f )  並 非 根 據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因 素 和 考 慮 來 釐 訂 薪 酬 的 僱
員。  

薪酬調整包括的項目  

6 .  在計算薪酬趨勢指標時，因下列因素而給予僱員的薪金調

整，均包括在內：  

( a )  生活費用；  

( b )  一般經濟繁榮和公司業績；  

( c )  薪酬市值一般變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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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級內遞增薪額和勞績獎賞。  

7 .  底薪以外的額外酬金變動，如年終花紅等，亦列入計算範

圍。  

8 .  參與調查的公司須確定和申報因內外對比關係而作出的薪

金 調 整 ， 但 有 關 資 料 僅 供 參 考 ， 不 會 用 作 計 算 薪 酬 趨 勢 指 標 。

(註：因外部對比關係而作出的薪金調整，是指因應其他公司支付
予 同 類 工 作 的 薪 金 ， 而 給 予 公 司 內 某 一 特 定 類 別 僱 員 的 薪 金 調

整。 )  

計算準則  

9 .  用以計算薪酬趨勢指標的準則如下：  

( 1 )  所有參與調查的公司，只要符合下列各點，均計算在
內：  

( a )  在 一 個 指 定 的 日 期 前 ， 提 供 全 部 僱 員 中 不 少 於
7 5%人 員 的 薪金 及額 外 酬金 調整 數據 ， 並核 實 有
關資料；  

( b )  能夠按適當情況，分別或一併提供與計算薪酬趨
勢指標有關的薪金調整數據 (即上文第 6 段所列出
的因素 )；及  

( c )  公司的業務、規模或薪俸結構在過去一年來變化
不大，其最新數據因而仍可與上年度的數據作一

比較。  

( 2 )  只有調查期內的薪金調整及額外酬金數據，以及調查
期前 1 2 個月遲報的額外酬金數據，才用以計算薪酬趨
勢指標。  

( 3 )  某公司如在一個指定的日期前宣布，某一級別中不少
於 75%僱員的薪金予以調整，在調查期有關的期間生
效，則該級別僱員的薪金及額外酬金數據，均用以計

算薪酬趨勢指標。  

( 4 )  在計算薪酬趨勢指標時，因內外對比關係而作出的薪
金調整，均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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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花紅酬金的變動均計算在內。一個月的花紅當作相等
於每年底薪的 8 . 33%計算。  

( 6 )  以幣值計算的酬金及每月津貼的變動，均按適當的薪
金率，折算為年薪的百分比。  

( 7 )  某一薪金級別的薪酬調整百分比如有多項，則以該等
百分比的平均數計算。  

調查結果  

1 0 .  薪酬趨勢調查得出三個薪酬趨勢總指標，分別代表每個薪

金級別內所有調查對象的加權平均薪酬調整幅度。薪酬趨勢總指

標交予當局後，當局從這些指標中扣除相關的公務員遞增薪額的

薪酬開支，以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

慮薪酬趨勢淨指標及其他相關因素後，決定公務員該年度的薪酬

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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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對現行薪酬趨勢調查方法的其他批評  

沒有計及私營公司削減人手等因素 (參閱文件第 3 ( c )段 )  

 有人批評，薪酬趨勢調查沒有計及私營機構削減人手、重

組架構或節流措施對私營公司薪酬調整的影響，而這個做法也導

致多年來公務員的薪金增幅高於私營機構僱員。  

2 .  理論上，我們可以要求參與薪酬趨勢調查的公司提供他們

在薪酬趨勢調查所涵蓋期間推出有關削減人手、重組架構及節流

措施的資料，並評估這些措施如何影響他們調整僱員的薪酬。我

們可以根據這些資料，考慮如何在計算薪酬趨勢指標時把資料反

映出來。但實際上參與公司不大可能會接納這項要求，因為須動

用資源整理有關資料，另外所涉及的可能是商業敏感資料。事實

上，如果我們堅持要求參與公司提供這些資料，他們或會對參與

薪酬趨勢調查卻步，結果便可能進一步削弱薪酬趨勢調查範圍的

代表性。縱使參與公司願意合作，所提供的資料也可能以描述為

主，難以詮釋。  

3 .  況且，過去數年，公務員隊伍亦進行了精簡編制及架構重

組。在精簡人手的層面上，要把公務員隊伍與參與薪酬趨勢調查

的 私 營 公 司 作 一 公 平 比 較 ， 無 論 是 在 本 質 上 或 實 際 上 ， 都 有 困

難。  

4 .  基於以上的考慮，我們認為不宜修訂薪酬趨勢調查方法，

以反映可能對參與公司的薪酬調整有所影響的精簡人手及節流措

施。我們並且認為，在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每隔一

段時間定期進行薪酬水平調查，並在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相應地

調整公務員薪酬，有助確保公務員薪酬不會高於私營機構薪酬水

平。  

扣減增薪額的做法不當 (參閱文件第 3( d )段 )  

5 .  有批評指，現時從每年的薪酬趨勢總指標中扣減公務員遞

增薪額的總薪酬開支，從而得出薪酬趨勢淨指標的安排，不足以

抵銷公務員透過賺取每年遞增薪額 (在私營公司中並不常見 )而獲得
的價值。自一九八九年起，當局按照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採用上

述扣減安排，以配合薪酬趨勢調查把私營機構的勞績獎賞納入計

算範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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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誠然，按年增薪在私營機構並不常見。不過，該項安排卻

是公務員薪酬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認為，現時從每年的

薪酬趨勢總指標中扣減實際的遞增薪額的總薪酬開支，從而得出

薪酬趨勢淨指標，是公平恰當的安排，應繼續遵行。此外，我們

注意到，大部分在職公務員已到達頂薪點 (約佔全部的 8 0 %或佔按
第一標準薪級表支薪的初級員工的 99 % )，沒有資格賺取每年的遞
增薪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