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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孫旭議員

構建新業態工作者勞動權益安全網

　　隨著經濟模式的轉變，本澳近年興起了不少與數字經濟、平台經濟
有關的新產業。新經濟模式一方面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改變居民的生
活和消費的方式，與此同時也創造了不少新職業，如新媒體、直播營銷、
文化藝術、KOL及數字營銷等職業，逐漸改變了工作模式，形成了本澳
的新就業形態。

　　然而，目前新業態工作者更多屬於自僱人士，不受勞工法例保障，
須自行承擔風險與成本，如惡劣天氣期間工作，聘方或中介少有為其購
買工作意外保險等。此外，有業內人士指出，在職業認證方面，即使自
己持續進修以提升技能，但專業資格不被外地認可。

　　因此，新業態下的職業統計、工作保障、行業規範、職業培訓、職
業認證等方面存在不夠成熟之處，有待完善。本人認為，相關部門應及
時關注新業態領域就業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適時檢視本澳就業環
境並作出前瞻性部署，建立相關指引及修訂配套法律法規，以應對新就
業形態衍生的職業保障問題，締造更友善、更多元的就業環境。

　　目前國家已就新業態工作及相關勞動權益制訂指導方針，「十四五」
就業促進規劃提出，加快落實《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
益的指導意見》，建立完善新業態的勞動權益保障制度，引導有關新業
態工作者參加社會保險；明確平台企業勞動保護責任，健全職業分類動
態調整機制。同時，參考台灣地區經驗，當地有自由職業者通過職業工
會投保勞健保及繳交費用。綜觀各地經驗，本人建議政府積極探討新業
態下勞動者的安全與權益保障，制訂短中長期策略，逐步完善社會保障、
配套措施及法律法規，配合時代發展步伐。

　　為此，現提出以下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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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前統計暨普查局曾指出，「1+4」新興產業的內涵涉及大量子
行業的細分，以及跨行業的概念，須有待清晰界定有關概念，方能開展
相關統計工作。隨著國家發展改革委早前發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鼓
勵類產業目錄》，以及本澳6月將完成編製「1+4」適度多元發展細化方
案，請問會否以此為參考方向，制訂行業分類的編碼工作？或會考慮按
甚麽標準來界定相關行業的概念？

　　二、新業態工作有別於傳統的勞動關係，亦容易處於社會安全網外，
存在責任轉移的風險，請問目前對新業態工作有何支援措施，保障有關
人士的職業權益？

　　三、新業態下有部分職業資格及技能認證未必受到外地承認，期望
能夠與內地及國際作銜接，尤其是大灣區，擴展新業態工作者的發展空
間。對此，目前粵澳積極推動職業技能「一試多證」，並拓展合作範圍
及培養層次，但目前主要集中酒店業、醫療業等，請問日後會否有計劃
結合新業態發展需求，推動其他職業技能同樣可「一試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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