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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意見書 
 
本會反對再調高最低工資水平，原因如下： 
 
1. 最低工資設立的目的是保障低收入僱員，避免工資過低。綜觀香港近年情況，

在巿場自由調節下，許多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僱員，工資水平已獲大幅提升。

以洗碗工為例，時薪大都已遠高於最低工資$30。雖然引發僱員薪酬大幅上升

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最低工資，而是旅遊業帶旺巿道及人手不足等巿場因素造

成，但本會認為，既然僱員工資過低的情況已可避免，那就更加沒有需要提

高最低工資。 
 

2. 飲食業近年經營成本持續上漲，除了租金及食材等開支不斷上升外，最低工

資每次調高均會引發薪酬階梯漣漪效應，加上低技術行業之間薪酬水平互相

推高，所引發的加薪效應尤其打擊人手密集的飲食業。根據統計處數字也顯

示，自最低工資落實後，飲食業整體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的比例持續上升，

由 2010 年 46.3%升至 2012 年 48.3%。可見，薪酬開支是飲食業最大的支出，

而且比重愈來愈大，故每次上調最低工資，對飲食業都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此外，最低工資不單引發薪酬階梯漣漪效應，也會造成成本上漲的連鎖效應，

包括勞保費、送貨運輸費用、洗熨費及管理費等各類與工資關係較大的收費

均會大幅上調。連串的成本上漲，均令經營者疲於奔命。不少業界向本會反

映，希望最低工資不要再調升，讓他們有喘息的空間。 
 

3. 從傳媒報道及會員傳來的消息，非集團式經營的中小型食肆已走向萎縮，愈

來愈多中小型食肆因支持不住急增的經營成本而退出巿場。業內的中小企僱

主不時向本會表示，沒有中央廚房及機器等輔助，難以縮減成本，只有靠人

手操作，最低工資令他們更難與連鎖企業競爭。 
 
這從統計處數字可見一斑。雖然在過去數年經濟蓬勃的時間，飲食業整體盈

利有輕微上升，但中小型食肆卻剛好相反，整體稅前及折舊前的盈利率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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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1%跌至 2012 年 2.5%。這現狀在中小型中式酒樓菜館尤其顯著，該組別

整體稅前及折舊前的盈利率由 2010 年 2.1%跌至 2012 年 0.3%。扣除稅款及

折舊後，絕大部分中小型中式酒樓菜館都是蝕本經營。 
 
當工會在倡議養活家庭的最低工資水平時，本會則堅拒一個扼殺中小企的最

低工資水平，即是反對最低工資水平過高，而扼殺了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因

為長此下去，這只會令巿場愈漸傾斜，減少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4. 業界認為，近日巿場陸續傳出不利的信息，大家必須提高警覺，不應再加重

業界的薪酬開支，避免巿道逆轉的勢頭一旦持續不變，業界失去走位空間。

其實近日不止零售巿道轉弱，食肆總收益以數量計已持續有三季（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比對上一年同期下跌。換言之，即使食肆生意額有增加，

只反映單價上升，但其實顧客光顧的次數已經持續減少。 
 
隨著近期社會一些事件的發展，自由行效應似乎有減退的跡象，加上高通脹

減低巿民消費意欲的現狀開始浮現，業界對未來一年的經濟前景甚為憂慮。

如果最低工資再上調，業界未必如過去數年般有能力將部分壓力轉嫁給消費

者，故大家必須持務實的態度去調整最低工資水平，避免倒閉潮一觸即發。 
 

5. 飲食業近年經營相當困難，除了因為經營成本持續上升外，行內缺人情況亦

非常嚴重。業界發現，自最低工資落實後，不少求職者要求僱主現金支薪，

並且要求僱主不供強積金，以免收入過高，而被取消公屋住戶或領取綜援的

資格。本會認為，如果不去堵塞有關社會政策的漏洞，而只顧盲目提高最低

工資水平，不單無助低收入家庭就業，反令社會僅餘的勞動力也沒法釋放，

加劇低技術行業人手短缺的問題。 
 

6. 本會參考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辦事處提供的《2014 年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結

果。有關調查於今年 5 月初進行，以郵寄方式向食肆發問卷調查，約一星期

收回 70 份問卷，涉及約 444 間店舖及二萬名僱員。結果顯示，49%收回來的

問卷要求最低工資維持於$30 甚或下調，另 3%要求自由巿場調節或取消最低

工資等；另外有 21%表示只可接受調升至$31，19%則指可接受升至$32，沒

有人同意加至$35。因此，以維持最低工資不變的意見為大多數。 
 
另外，問卷也問及，如果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至三個不同水平，食肆加價的情

況。結果顯示，如果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至時薪$31，約 44%回覆者會加價，當

中平均加幅為 4.4%；若調高至$33，則有 81%回覆者表示會加價，當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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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幅為 6%；若調高至$35，則高達 89%回覆者表示會加價，當中平均加幅高

達 9%。可見，不少業界嘗試以加價的方式，轉嫁部分成本的壓力給消費者。

本會認為，大家應小心研究加價潮對巿民生活的影響，千萬不要好心做壞事，

避免因為提高最低工資，反加重中下層巿民的生活負擔。 
 
須留意，根據回覆者的預測，如果最低工資時薪加至$31、$33 及$35，薪酬

總開支加幅分別平均高達 5%、9%及 13%。另外，90%回覆者認為，未來一

年將有轉嫁困難，故從調查結果亦看到，若最低工資升得愈高，對比開支增

幅，其實加價幅度愈加克制，反而更大比例的業界採取其他節約方法，舉例

如下： 
 
採取措施 

回覆者比例 
最低時薪$31 最低時薪$33 最低時薪$35 

裁減員工數目 7% 21% 36% 
減工時/增加兼職員工數目 24% 43% 44% 
停止擴充 11% 24% 43% 
結業/減分店/將營運規模縮小 6% 16% 37% 
 
事實上，有 70%回覆者估計公司盈利在未來一年將出現倒退。換言之，業界

普遍對前景並不樂觀。正如上文第 4 點所指出，本會認為未來一年的巿道並

不明朗，巿民消費能力已明顯有減弱的趨勢，如果又再調高最低工資，即又

進一步推高通脹，即是進一步減低巿民的消費力。本會實在不感樂觀，尤其

因為現時所有經營成本都已上漲至高位，質疑在惡性循環的高通脹環境下，

業界是否還有轉嫁的能力。現時企業競爭力已大減，特別是中小型食肆，幾

乎都不是求競爭，而是求生存。本會擔心，巿道逆轉的話，業界的抗逆能力

就會相當薄弱。 
 

因此，基於綜合以上分析及參考客觀的調查數據後，本會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該

維持不變。 
 

此致 

 

最低工資委員會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2014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