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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反對最低工資立法的其中主要聲音，是來自擔心最低工資不單對中小企造成額外

的負擔， 更會障礙香港經濟發展，而同時低學歷或低技術的工人亦可能被排拒

於人力市場外，增加失業率。為了深入了解最低工資對不同行業的中小企造成的

實質影響，樂施會在本年初展開了一個名為「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影響」個案探討

研究， 我們以面對面的深入訪談法來蒐集相關資料( 如中小企的開支及盈利結

構，特別是薪金的開支等)，從中了解各行業中小企的“低薪工人工資上升的百分

率”, “總開支上升的百分率” 以及 “工資開支佔總成本的新百分比”, 以助進一

步考證最低工資實際上對各中小企構成何程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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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及研究方法 
 
統計處 2004 年的資料顯示，本港中小企在工資上的開支佔總成本的 10%-38%。

假設現時低薪工人的薪金水平為 A， 而 B 等如最低工資立法後出現的新工資水

平。除薪金外，其他開支的成本維持不變，就可得出以下圖表。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材料, 租金, 其他 

不變 

總開支 (EO) 
工人薪金的開支 

(10%-38%) 

[EO x 10%~38%] 

低薪員工以外的薪金開支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A) 

[低薪=薪金水平少於 B]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最低工資立法後的工資新水平 

(B)] 

 額外薪金開支 額外支出 (Ee) 

Detailed Formulas and Symbols 
因為最低工資的立法而產生的額外開支 (Ee) 
Ee = Σ(B - A) x N x H x D 
原來的低薪工人的工資開支 (ESLO) 
ESLO = ΣA x N x H x D 
低薪工人的工資提升的百分率 
(Ee / ESLO)x 100% 
總開支提升的百分率 
<Ee / EO > x 100% 
新的工資開支佔總成本的百分比 
{[(EO x %ESO) + Ee]/ EN} x 100% 
 
B = 在最低工資立法後的工資新水平 
A = 低薪工人現時的工資水平 
N = 在某特定工資水平的工人數目 
H = 在某特定工資水平的工人每人每日工作時數 
D = 在某特定工資水平的工人每人每月工作日數 
%ESO= 現時的工資開支佔總成本的百分比 
Ee = 額外開支 
EO= 現時的總開支 
EN = 新的總開支= EO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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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方程式，我們就可以得出“低薪工人的工資上升的百分率”，“總開支

上升的百分率” 與及 “工資開支佔總成本的新百分比” ，這些資料有助我們清

晰理解最低工資對中小企將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是次研究在 2009 年二月至九月舉行，我們訪問了 15 間中小企的僱主， 這些僱

主從事社會上不同的行業, 例如飲食、室內設計以及老人院舍服務等( 看表一: 
個案背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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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個案背景摘要 
 

行業 地區 顧員人數 
物流 上水 4 (全職) 

老人院舍 葵涌 20 (全職) 

1 (兼職) 

裝潢 火炭 4 (全職) 

20-30 (按工程獨立計算) 

園藝 荃灣 8 (全職) 

2 (兼職) 

髮廊 A 西灣河 11 (全職) 

髮廊 B 北角 9 (全職) 

電子零件 大埔 (香港辦公室) 25 (全職) 

咖啡店 佐敦 7 (全職) 

港式餐廳 A 炮台山 11 (全職) 

1(兼職) 

港式餐廳 B 旺角 16(全職) 

7 (兼職) 

港式餐廳 C 屯門 6 (全職) 

潮式餐廳 北角 4 (全職) 

3 (兼職) 

大排檔 銅鑼灣 12(全職) 

3(兼職) 

素食餐廳 沙田 1(全職) 

3(兼職) 

大排檔 沙田 7(全職) 

2(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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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研究結果  
 
1. 絕大多數受訪者(14/15)指出，在金融海嘯陰影下仍然有利潤。(表 2). 
 
2. 研究結果顯示， 除了薪金外，其他開支一般也佔去總成本的 50-60%，而飲

食業過去兩年的原材料價格(例如豬肉、煤氣和米等)大幅增加近一倍。 
 
3. 研究結果亦指出，假設最低工資訂於$30/小時，在共 15 間受訪企業中，有 8 

位受訪者表示公司會受到影響，但全部都可以負擔起額外的開支。其中有兩

個案例的生意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第一個案例是港式餐廳，最低工資執行後

盈利會下降兩成，由$20, 000 減至 $16,100。 另一案例是素食餐廳，最低工

資會使其盈利下調近三成，由$20,000 減至 $14,000.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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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訪問結果摘要 
 

受訪者 盈利  
(按月計算) 

總開支 
(按月計算) 

總開支 (%) 薪金分佈 

(時薪計算) 

備註 

物料 租金 其他 薪金 

物流 - 上水 無 - 不重要. 20% 40% 30% 高於$30(全部)  

老人院舍 -葵涌 $80,000 - 

$100,000 

$460,000 不重要. 25% 30% 25%-30% $21(4 人) 

$23(11 人) 

$30(5 人) 

 

裝潢 -火炭 有 $300,000 60%-70% 15% 不重要.. 15%-20% 高於$30(全部)  

園藝 -荃灣 等同總開支

10%-20% 

- 60% 免費 不重要.. 40% $30 (全部) 社會企業 

髮廊 A -西灣河 對比前年高 30% $200,000 不重要. 20% 20% 60% $15.6(3 人) 

$26(3 人) 

* 學徒制的影響 

髮廊 B -北角 有 - 不重要. 20% 30% 50% 高於$30(全部) 

電子零件 -大埔 (香港

辦公室) 

有 - 35% 私人擁有 25% 40% 高於$30(全部)  

咖啡店 -佐敦 有 - 15% 20% 25% 40% 高於$30(全部)  

港式餐廳 A -炮台山 有 - 33% 15% 22% 30% 高於$30(全部) 過去兩年用在材料上的消

費(例如豬肉, 煤氣和米等)

大幅增加了一倍。 港式餐廳 B -旺角 有 - 35% 25% 5% 30%-40% $29 (1 人) 

高於$3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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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餐廳 C -屯門 等同總開支 10% 

(一個月約

$20,000) 

$200,000 40% 10% 5%  33% $25 (3 人) 

高於$30 (3 人) 

 

潮式餐廳 -北角 有 $300,000 25% 20% 10% 25% $27 (2 人) 

高於$30 (其他) 

 

大排檔 -銅鑼灣 $60000 $500,000 45% 20% 10% 25% 高於$30(大多數) 

$ 28 (4 人) 

 

素食餐廳 -沙田 約 $20,000 

(收入: 平日 - 

$2000-$3000 

假日/節日 - 

$6000-$7000) 

 

$100000 20% 25% 28% 27% $ 40 (1 人) 

$22 (3 人) 

 

大排檔 -沙田 有 $300000 20% 30% 10% 30% 高於$ 30(7 人) 

$ 25 (2 人) 

 

 
記號: 
有 = 表示有盈利但不願詳細透露 

- =不願詳細透露 

不重要 = 佔總開支比率極低 

$25 (2 人) = 2 名員工享有$2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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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假設最低工資定於$30/小時，受影響個案的盈利開支變化 
 

受訪者 盈利(立法前) 
(按月計算) 

盈利(立法後)
(按月計算) 

總開支 
(按月計算) 

總開支 (%) 薪金分佈 

(時薪計算) 

物料 租金 其他 薪金 

案例 1: 老人住宿服務 - 

葵涌 

$80,000 - 

$100,000 

$50,620-$70,620 $460,000 約 10-15% 25% 30% 25%-30% $21(4 人) 

$23(11 人) 

$30(5 人) 

案例 2: 髮廊 A -西灣河 對比前年高 30%  $200,000 不重要. 20% 20% 60% $15.6(3 人) 

$26(3 人) 

案例 3: 港式餐廳 B -旺

角 

有 Yes - 約 30% 30% 約 5% 30%-40% $29 (1 人) 

高於$30(其他) 

案例 4: 港式餐廳 C -屯

門 

一個月約$20,000 約$16,100 $200,000 40% 10% 5% 33% $25 (3 人) 

高於$30 (3 人) 

案例 5: 潮式餐廳 -北角 有 有 $300,000 25% 25% 5% 25% $27 (2 人) 

高於$30 (其他) 

案例 6: 大排檔 -銅鑼灣 $60000 $58,336 $500,000 45% 20% 10% 25% 高於$30(大多數) 

$ 28 (4 人) 

案例 7: 素食餐廳 -沙田 約 $20,000 

(收入: 平日 - 

$2000-$3000 

假日/節日 - 

約$14,000 $100,000 20% 25% 28% 27% $ 40 (1 人) 

$22 (3 人) 



 11 

$6000-$7000) 

案例 8: 大排檔 -沙田 有 有 $300,000 20% 30% 10% 30% 高於$ 30(7 人) 

$ 25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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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1: 老人住宿服務 - 葵涌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物料,  
租金 (25%),  
其他 (30%)…etc. 

不變 

總開支 (EO) 
$46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25%-30%)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39,000)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87,62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117,00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33.5%) 

 額外薪金開支 
$29,380 

額外支出 (Ee) 
$29,380 (+6.4%) 

員工薪酬資料 
清潔工 (主要是負責院內的清潔工作, 10 小時/日) – 4 人 

$21/小時 =>+$9 (x4) = $36/小時 => $9360/月 [增加 42.9%] 
起居照顧員 (負責長者日常生活的起居照顧，包括洗澡等，10 小時/日) – 11 人 

$23/小時 =>+$7 (x11) = $77/小時 => $20020/月 [增加 30.4%] 
保健員 (負責分派藥物及注射, 10 小時/日) – 5 人 

$30/小時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 29.5% - 34.2% (+ ~4.3%) 
  
案例 1 每月的總開支約$460,000，其中薪金佔 25%至 30%。鑑於該案例的僱主指

出公司每月都有穩定的收入($80,000 - $100,000)(等同總開支的 19.6%)，預計最低

工資立法後，雖會令對盈利有一定程度的影響(由原來的水平下降$50,620 至 
$70,620 (等同於總開支的 12.4% )，但僱主表示對整體營運影響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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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2: 髮廊 A -西灣河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物料,  
租金 (20%),  
其他 (20%)…etc. 

不變 

總開支 (EO) 
$2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60%)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96,038)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23,962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34,56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44.2%) 

 額外薪金開支 
$10,598 

額外支出 (Ee) 
$10,598 (+5.3%) 

員工薪酬資料 
初級員工 (8 小時/日, 24 日/月) – 3 人 
$15.6/小時 => +$14.4 (x3) =>$43.2/小時 => $8294 [增加 92.3%] 
資深員工 – 3 人 
$26/小時 => +$4(x3) =>$12/小時 => $2304 [增加 15.4%] 
其他 – 髮型師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 62% (+2%) 
 
案例 1 一個月的總開支約$200,000， 其中薪金佔 25%至 30%。僱主表示公司的

收入對比上年同期， 大幅增加 30%。預計最低工資立法後, 該髮廊每月額外要

支付$10,598(等於總開支的 5.3%)作為員工的薪金。 而公司的低收入員工， 例

如新入職員工， 他們的收入會即時增加一倍, 對低薪員工的薪金開支將會增加

約 44%。 
 
* 顧主指出, 由於髮廊有採用學徒制, 所以部份職位的薪金明顯較其他職位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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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3: 港式餐廳 B -旺角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物料 (35%),  
租金 (25%),  
其他 (5%)…etc. 

不變 

總開支 (EO) 
- 

工人薪金的開支 
(30%-40%)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96,038)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7,50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7,76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3.4%) 

 額外薪金開支 
$260 

額外支出 (Ee) 
$260 

員工薪酬資料 
清潔工 (10 小時 s/day, 26 日/月) – 1 人 
$29/小時 => +$1 (x1) =>$1/小時 => $260 [增加 3.4%] 
侍應 
高於 $30 
部長 
$50-$60/小時 

 
雖然僱主並未明言餐廳的總開支，但他明確指出餐廳的收入一直維持在可接受的

水平，由此推斷，最低工資並不會對餐廳的經營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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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4: 港式餐廳 C -屯門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物料 (40%),  
租金 (10%),  
水電 (5%)…etc. 

不變 

總開支 (EO) 
$2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33%)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46,500)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19,50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23,40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20%) 

 額外薪金開支 
$3,900 

額外支出 (Ee) 
$3,900 (+2.0%) 

員工薪酬資料 
清潔工、侍應 (10 小時 s/日, 26 日/月) – 3 人 
$25/小時 => +$5 (x3) =>$15/小時 => $3,900 [增加 20%] 
部長 (10 小時 s/日, 26 日/月) – 3 人 
$50-$60/小時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 34.3% (+4.3%) 
 
這間餐廳每月的開支大約要$200,000，薪金佔整體開支的 33%。 由於此餐廳位

處舊區， 因此，租金的開支比例不大(10%)，扣除日常開支後，餐廳每月可以賺

到約$20,000(等同於總開支的一成)， 由於僱主夫婦都同時兼任餐廳內工作，換

言之，餐廳的收入亦等同他們的薪金。 
 
預期最低工資執行後，餐廳每月的額外開支約是$3,900 (等同於總開支約 2%)，
低薪員工的收入水平可即時增加 20%，預計餐廳每月仍可有利可圖，但盈利水平

會因此下調至$16,000(-20%)，由此可見，最低工資亦會對這種家庭式生意的經營

構成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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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5: 潮式餐廳 -北角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物料 (25%),  
租金 (20%),  
水電(10%)..etc. 

不變 

總開支 (EO) 
$3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25%)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60,960)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14,04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15,60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11.1%) 

 額外薪金開支 
$1,560 

額外支出 (Ee) 
$1,560 (+0.5%) 

員工薪酬資料 
清潔工 (10 小時/日, 26 日/月) – 2 人 
$27/小時 => +$3 (x2) =>$6/小時 => $1,560 [增加 11.1%] 
侍應– 3 人 
$30-$35/小時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 25.4% (+0.4%) 
 
案例 5 每月的總開支約需$300,000，薪金佔其中的 25%，僱主表示雖然去年的金

融海嘯令生意額下降 30%，但他表示餐廳收入仍然可維持在一個可觀的水平， 即

使最低工資正式立法，仍然無礙他的正常收入，而最低工資立法更會給其低薪員

工帶來超過 10%的薪酬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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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6: 大排檔 -銅鑼灣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租金(20%), 
物料(45%) 
其他(10%) 

不變 

總開支 (EO) 
$5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25%)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 $101,704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23,296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24,96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7.1%) 

 額外薪金開支 
$1,664 

額外支出 (Ee) 
$1,664 (+0.3%) 

員工薪酬資料 
清潔工 (8 小時/日, 26 日/月) – 4 人 
$28/小時 => +$2 (x4) =>$8/小時 => $1,664(增加 7.1%)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25.3% (+0.3%) 
 
在共$500,000 的每月開支中，薪金的佔整體開支的 25%，僱主指出金融海嘯的確

令生意額減少了一半，她亦表示最低工資對她的生意毫無影響，因為最低工資只

會令她每個月額外付出$1,664(0.3%)，她估計其生意額是可以負擔起這個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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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7: 素食餐廳 -沙田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租金 (25%) 
物料與其他(48%) 不變 

總開支 (EO) 
$1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27%)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 $10,400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17,16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23,40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36%) 

 額外薪金開支 
$6,240 

額外支出 (Ee) 
$6,240 (+6.24%) 

員工薪酬資料 
侍應 (10 小時/日, 26 日/月) – 3 人 
$22/小時 => +$8 (x3) =>$24/小時 => $7200(增加 36%) 
部長 (10 小時/日, 26 日/月) – 1 人 
$40/小時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33.8% (+6%) 
 
在這個案例中，薪金開支只佔總開支的 27%。 事實上， 僱主表示現今的生意並

不在理想的水平，因為每月扣除成本，只可賺到$20,000 左右， 假如最低工資實

施後，餐廳每月便要額外付出$6,240，佔去盈利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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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8: 大排檔 -沙田 
 

開支結構 最低工資立法前 最低工資立法後 總成本 
租金(30%) 
物料(20%) 
其他(10%) 

不變 

總開支 (EO) 
$300,000 

工人薪金的開支 
(30%) 

低薪員工以外的員工開支  - $82,000 

低 薪 員 工 的 薪 金 開 支 
( <$30/ 小時) 
$ 7,800 

低薪員工的新薪金開支

$9,360 
低薪員工的開支增長百分比 
(增加 20%) 

 額外薪金開支 
$1,560 

額外支出 (Ee) 
$1,560(+0.52%) 

員工薪酬資料 
侍應 (6 小時/日, 26 日/月)– 2 人 
$25/小時 => +$5 (x2) =>$10/小時 => $ [增加 0.52%] 

*薪金開支的新百分比= 30.5% (+0.5%) 
 
此案例每月總開支約$300,000， 其中 30%用於支付員工的薪金。 僱主表示今年

暑假的生意額比上年減少了 20%。 預計最低工資立法後，每月要額外支付

$1,560(等同於總開支的 0.52%)作低薪員工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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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論及分析:  
 
1. 最低工資給中小企帶來輕微的影響 

 
1.1 大多數中小企都只有小部份員工屬低薪工人 

以上案例明確顯示，即使最低工資定於$30/小時，亦不會對中小企的經費

造成沉重負擔，因為若果以$30/小時作為界定低薪工人的基準，則大多數

中小企都只有小部份員工屬低薪工人，以受訪的飲食企業為例，在有聘用

的 83 名員工當中，只有 15 名屬於低薪工人類別(時薪少於$30)，僅佔整體

員工總數的 18%; 而這些低薪工人薪金亦只佔總成本少於兩成，由 2.6%至

17%不等 (看下表))。 
 

案例 低薪員工的薪金開支 總成本 
 

低薪工人薪金佔總成

本百分比 
四: 港式餐廳 C-屯門 $19,500 $200,000 9.7% 
五: 潮式餐廳-北角 $14,040 $3000,00 4.7% 
六: 大排檔-銅鑼灣 $23,296 $500,000 4.7% 
七: 素食餐廳-沙田 $17,160 $100,000 17% 
八: 大排檔- 沙田 $7,800 $300,000 2.6% 

 
  1.2 最低工資只會帶來輕微的薪金成本上升 

總括而言，最低工資只會令企業在薪酬方面的開支上升 0.3 至 4.3%，這個

數目對比起企業龐大總成本而言，影響微乎其微，由此可見，受訪的中小

企是有能力支付最低工資。 
 
另一方面，我們亦關注到少數企業在最低工資執行後，利潤減少的情況，

如案例 4 和 5 的餐廳，它們現時每月盈利約$20,000，假設最低工資定$30/
小時，案例 4 的利潤會下降 20%， 由每月$20, 000 減至$16,100; 在案例 5
的素食餐廳，其利潤便會降低 30%，由每月$20,000 減至$14,000，這些案

例的共同特徵是僱主(通常是夫婦)同時要兼任餐廳內的日常工作，所以餐

廳利潤減少亦意味僱主的”薪酬”同時減低，下調後的「薪酬」由$8,050 至 
$7,000 不等。 由此推斷，若果其他成本上漲，將會進一步威脅這類食肆的

利潤。 
 

1.3 其他開支比薪金更加影響總成本. 
研究結果顯示， 除了薪金外，其他開支一般也佔去總成本的 50-60%，而

租金的比重更是亦越來越高，很多受訪者都表示金融海嘯後，他們的舖租

開支也大幅上升。就飲食業而言，食材的成本僅次於租金，佔總成本約 30%
至 40%不等，鑑於本港的鮮肉供應被供應商壟斷，令飲食業僱主被逼購買

不合理的高價鮮肉，事實上，不少經營飲食業的受訪者都表示，鮮肉的售

價在短短一年間上漲達一倍。 近年的經營環境確實越趨艱難，而主因正正

是中小企缺乏議價能力，在市場處於被動位置，任由市場擺佈。 為了維持經

營，只有逼不得已減低員工薪金，進而節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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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僱主的輕微付出會大大提昇僱員的收入 
從研究結果中亦可見，只要少許增加「工人薪金的開支」和 「總開支」的水平，就可為低薪員工帶來大幅的收入提升。以「薪

金開支」為例，即使最低工資訂於$30/小時，只會令它增加 0.3% 至 4.3%， 但是低薪員工的薪金卻會即時顯著上升 7.1% 至 44.2%
不等(看下表)。在案例 2 的髮廊中，低薪員工的薪金是$15.6/小時，若最低工資訂於$30/時，這群員工的薪金可以即時增加近一倍，

這個現象同樣反映在案例 8 的餐廳上，增加總開支 0.52%或薪金開支 0.5%已可即時令低薪員工的薪金大幅增加 20%。 
 
表 4: 訪問結果對比 
受訪者 薪金佔總開支的原

比例 
薪金佔總開支的新比例 
{[(EO x %ESO) + Ee]/ EN} x 
100% 

總開支的上升百分比 
(Ee/ Eo) x 100% 

低收入員工的薪金上升百分比 
*假設基準是$30/小時 

$30/小時 $30/小時 詳情 總數 

案例 1: 老人住宿服務 - 葵

涌 
25%-30% 29.5%-34.2% 

(+ ~4.3%) 
+6.4% $21/小時 

+42.9% 
+33.5% 

$23/小時 
+30.4% 

案例 2: 髮廊 A -西灣河 60% 62% 
(+2%) 

+5.3% $15.6/小時 
+92.3% 

$26/小時 
+15.4% 

 

+44.2% 

案例 3: 港式餐廳 B -旺角 30%-40% + $260 + $260 $29/小時 
+3.4% 

+ $260 

案例 4: 港式餐廳 C -屯門 33% 34.3% 
(+1.3%) +2% $25/小時 

+20% 
+20% 

案例 5: 潮式餐廳 -北角 25% 25.4% 
(+0.4%) +0.5% $27/小時 

+11.1% 
+11.1% 

案例 6: 大排檔 -銅鑼灣 25% 25.3% 
(+0.3%) 

+0.3% $28/小時 
(+7.1%) 

 

+7.1% 

案例 7: 素食餐廳 -沙田 27% 31.3% 
(+4.3%) 

+6.24% $22/小時 
(+36%) 

 

+36% 

案例 8: 大排檔 -沙田 30% 30.5% 
(+0.5%) 

+0.52% $25/小時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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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結論及建議:  
 

總括而言，立法最低工資後無疑會增加中小企薪金開支的成本，但從訪問結

果顯示，這未會“對整盤經營構成嚴重的影響”，反之， 整體薪金開支上升

將令大幅提昇低收入員工的薪酬水平，直接改善他們的生活。 
 

此外, 樂施會認為政府必須對中小企提供更多的援助，特別是只有極少員工

或僱主兼任僱員的企業，政府可效法國外的做法，為這些中小企提供過渡性

資助， 令它們可以用最低工資聘請員工。 在法國，用最低工資聘請員工的

僱主可獲減免社會福利供款，在荷蘭，這類僱主可以獲得減稅(Funk and 
Lesch 2005)。 

 
最後， 我們要強調，香港經濟長遠的發展不應依靠剝削低薪員工以圖取低

廉的營運成本， 反之， 積極協助中小企的方法是積極營造一個公平的營商

環境，包括倡議公平競爭法，減低壟斷，為了全港市民的福祉，最低工資勢

在必行， 它既確保市民可以分享到經濟復甦的成果，又能夠宣揚社會公義

的訊息，更重要的一點是，最低工資不但對僱主的利潤影響輕微，更會大幅

改善員工的生活質素， 由此可見， 最低工資達致勞資雙贏的局面， 亦有

助解決本港的在職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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