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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工人生命、捍衛工人尊嚴、保障工人權益 

「國際工傷紀念日」聲明 

爭取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 

 

聯合國於 1996 年起，將每年 4 月 28 日定名為「國際工傷紀念日」，通過紀念活動，

對因工受傷或不幸喪生的工人，表示肯定及尊重，並感謝他們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同

時，亦喚醒社會對職業安全健康的關注，避免工傷悲劇再次發生。 

 

2017 年首四個月，我們可以用「震驚」、「哀傷」來形容現時香港職安健情況。震驚

的是，短短四個月，本港已經發生了三十多宗重大工業事故，平均每星期接近有兩宗嚴

重工業意外發生。哀傷的是，這三十多宗工業意外導致 18 名工友不幸去世，有超過廿

多個家庭因工業意外而造成經濟及心理壓力，造成永不磨滅的陰影。一個齊齊整整的

家，突然失去一位經濟支柱，這個家會變成如何？一位遺孀，丈夫因工業意外而離世，

她如何獨力撐起個家？一個孩子，平時爸爸喜歡帶他到公園玩耍，但是因一宗工業意

外，失去至親，他的心智是否可以得到健康發展？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立的《職業安全健康協定》指出，政府勞工部門有責任防止

工業意外發生，及將因工業意外所造成的影響減至最少。現時，香港政府是否已對保障

工人安全履行責任？香港政府雖有《僱員補償條例》規定，但條例內容及定義十分過時，

未能與時並進。對「僱員」的定義，更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跟隨經濟環境、

的變化而作出改變，條例上仍對「僱員」的定義是「全職、有合約的僱員」，自僱人士

到現在仍被忽略。全港現時接近二十一萬人士以「自僱」身份工作，他們的勞工權益是

否受到保障？與此同時，僱主可以在毫無證據情況下，否定僱員的工傷，動輒停工停糧，

甚至即時解僱！這樣的職安健環境，配得上香港成為國際大都市嗎？ 

 

我們倡議的「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其中的目的，是協助全港在職人士，特

別是高風險行業僱員，購買勞工保險，以解決他們以高昂價錢自行購買勞工保險的問

題。另外，建造業內大部份工種都屬於高危工種，大多保險公司未能承擔風險。雖然現

時保險業推行「僱員補償聯保計劃」，要求保險公司輪流承擔高危行業的勞工保險的責

任。但是，從事高風險行業的工人須要付出高昂保險費用，才能購買勞工保險。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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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的目的，是為高風險行業人士提供「中央勞工保險」服

務，將現行分散式的工傷管理工作集中化，以減省勞工保險的行政費用，將節省得來的

費用，可投放在復康服務及職業安全健康推廣。 

 

除了保障工人的權益外，勞工處須要按實際情況下，適時檢討及修訂現時有關職業

安全健康法例、安全指引，遇到已過時的法例、安全指引，做好業界諮詢、溝通，明白

他們反映的訴求，不斷改善職安健環境。反之，如沒有做好上述工作，就會為業界製造

更多計時炸彈，增加更多致命工業意外，甚至製造更多支離破碎的家庭！ 

 

工聯職安健協會藉著 4 月 28 日是「國際工傷紀念日」，謹向所有因工傷亡的工友及

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為免不幸職業事故再次發生，以及協助受傷僱員重投社會，我們

呼籲僱主要切實履行保障僱員職業安全健康的責任，投放資源培訓員工，提供保障僱員

職業安全健康的設施及工作環境，而政府更是責無旁貸，加強監管職安健的發展。我們

在「國際工傷紀念日」提出十大訴求，我們強烈要求： 

 

政府層面： 

一、 應盡快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局」，推行「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為全

港僱員承擔提供職業工傷補償的功能，並為各行業僱員，提供康復治療； 

 

二、 應盡快推行完備的職業安全健康政策，在現行《僱員補償條例》上，加入「職業

復康」及「復康後再就業」元素；改善現時過於集中以補償為主的工傷及職業病

機制，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工傷復康服務，從而讓受傷僱員及早重投社會工作； 

 

三、 應盡快落實「標準工時」立法，減輕全港在職人士工作壓力，為他們建立一個身

心精神健康生活，從而達致社會和諧、穩定； 

 

四、 應全面檢討「工傷申報及索償程序」機制，包括受傷僱員的判傷程序及所需時間，

減少受傷僱員在處理工傷申索程序所花的時間及精神上的負擔； 

 



 
 

 

 

政府部門層面： 

五、 屋宇署應要做好「把關」角色，審批樓宇圖則時，必須要求地產商加入有關日後

外牆維修及更換設備時所需要的安全考慮及設置，否則將不可批出圖則；同時，

勞工處應關注現時從事外牆工作工人的職業安全問題，重新審視現時相關的安全

指引，針對新建成的樓宇，提供有效而可依從的安全指引，確保工人安全； 

 

六、 勞工處應盡快對《僱員補償條例》進行全面性檢討，加入更多因職業直接或間接

所引致的疾病，如猝死、中暑、因工作所造成的精神及身體勞損，列為法定職業

病； 

 

七、 律政司和勞工處應就輕判的案件，提出上訴，要求司法機構檢討量刑標準，對違

反職安健法例的僱主加重刑罰，從而提高阻嚇作用； 

 

八、 勞工處應與承建商重新檢討樓宇施工期所需時間，確保工人有足夠時間進行施

工。在施工期間，給予工人充足休息時間，避免因工時過長而導致工業意外發生； 

 

九、 勞工處應加大工地巡查的力度，加強突擊巡查的次數，如有地盤在施工時違反職

業安全規例，應立即發出停工通知書，並作出即時檢控，確保工人在安全及健康

環境下工作，並且嚴懲違法的承建商，加強對承建商的阻嚇； 

 

十、 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應加大宣傳力度，在各行業推廣「職業安全健康」資訊，

增加資源，應公開表揚在職業安全有積極及良好表現的僱主和僱員，提升全民對

職業安全健康重要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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