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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提升僱員高質量就業保障新業態勞動者權益

　　國際勞工組織早前發表最新報告，指全球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預
計2025年的經濟增長率與去年3.2%的水平相若，中期增長將逐步放緩；
故有需要持續關注僱員就業和勞動保障問題。本澳的經濟發展存在一些
不平衡情況，亦正邁向發展新台階，致力推動“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在經濟結構轉型和就業市場人資需求變化的情況下，各行各業都面臨升
級轉型和發展的挑戰，從業員和人才都需要加強競爭力，適應新環境。

　　儘管在政府和社會努力下，目前本澳總體失業率較低、本地居民收
入中位數等指標基本回復至疫前水平。但仔細分析統計局的數據可見，
去年第4季，失業超過半年以上的人群逾1,600人；部份行業或工種薪酬
水平下跌，例如建築業、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整體月收入中位數
比2019年下降1200及700元，製造業的本地居民月收入中位數比去年下
降1000元；部分行業雖與疫情前水平相若，但數年間本澳有一定通脹的
情況下，相關僱員的實質工資亦是無改善。

　　此外，不少本地居民遇到就業瓶頸，未能適應當前環境，包括就業
不足，2024年第4季就業不足人口達5,700人，比2019年增加接近2倍，
亦涉及不同行業。當局在推動各行業升級轉型過程當中，除了致力落實
保障本地人優先就業的法定政策，也需有更多推進本地人穩定和高質量
就業的環境，讓本地居民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增加勞動收入，加強輔助
弱勢就業群體，例如缺乏經驗的初次就業青年、中高齡就業人口和殘疾
人士等，加強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各行業的整體勞動法律保障方面，儘管近年已有一定改善，包括最
低工資、不合理解僱賠償上限調整等，但調整機制有待優化。同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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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的勞動基準方面亦需完善，包括工作意外、職業病、僱員職安健保障、
勞動基準、休息休假權、無薪假、欠薪保障等，以及對新業態下從業人
員的相關保障和職業安全關注；還包括整體職業培訓、職涯發展方面的
法律法規，期望新一屆政府重視相關立法工作鋪排，體現政府“完善就業
支持體系”的政策願景。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我國提出健全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機制，包括增強就業的穩定
性，穩步增加收入，維護勞動者權益等。本澳在整體經濟和就業結構環
境和工作模式的改變下，2024年底對比疫情前，本澳僱員現時的薪酬變
動未必追得上各項生活開支的增加，整體僱員而言部份行業收入中位數
更呈下跌，就業不足人口比2019年升幅接近2倍，對此，當局有何措施促
進行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對推進高質量就業環境有何構想？

　　二、整體勞動法律檢視方面，本澳仍有很多涉及勞動權益條文落後
於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當局有沒有清晰計劃，按輕重緩急，對工作意
外、職業病、僱員職安健保障、勞動基準、休息休假權、無薪假、欠薪
保障等方面進行立法或修法安排，完善就業支持體系？

　　三、隨著經濟發展，本澳亦有不少新業態和工作模式，與傳統的僱
傭聘用方式和勞動關係有差異，無論是旅遊業、文旅演藝、外賣平台和
網購快遞，甚至運輸業界都存在；無論是新業態的從業員或自僱人士，
亦有其權益和保障，例如遭拖欠報酬、缺乏工作時意外的保障。早前，
有內地外賣平台進一步完善對新業態工作者的保障，包括為全職車手繳納
“五險一金”、為兼職車手提供意外和健康醫療保險等，維護其勞動者權
益。當局掌握本澳新業態從業人員的工作情況和趨勢如何？會否對這些
勞動者的權益保障進行跟進分析，以便研究完善有關工作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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