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



調查目的

探討飲食業可接受的最低
工資水平

評估四個最低工資不同水
平(時薪$20、$24、$28、
$33)對飲食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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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向

 探討飲食業本身的盈利情況能否抵銷薪酬
開支的上漲（盈利損耗）。

 薪酬開支預測方法，嘗試加入漣漪效應
（Ripple-effect）的考慮因素，了解與統計
處定位快拍數字(snapshot)的分別。

 按食肆類型分開五個不同類別，以了解最
低工資對每個類別的影響有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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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背景

 雖然統計處亦有提供數據，評估飲食業為最低工資需
要增加薪酬開支的幅度，但只能採取定位快拍的數字
（snapshot），即是計算薪酬在最低工資以下的僱員，
劃一加薪至最低工資後，薪酬開支增加的幅度。聯會
相信，這未能全面反映日後最低工資，對業界實際成
本上漲的影響。

 英國低薪委員會2009年報告研究指出，有證據顯示最
低工資引發加薪漣漪效應（ripple effects/ spill-over 
effects），並集中影響薪級排在前頭約三成的僱員。

 聯會《調查》問卷設計針對上述情況，嘗試加入漣漪
效應的考慮因素，了解業界於四個不同的最低工資水
平，薪酬開支增加的幅度及相關工資數據，並將計算
出來的盈利耗損與統計處飲食業盈利數據作比較，從
而評估最低工資對業界的盈利影響，以助業界決定可
承受的最低工資水平。 iii



調查限制及解決方法

 鑑於調查時間只有數個月，而且經費有限，故調查樣本收窄至有
八間或以上食肆分店的公司。

 雖然預期調查結果可能會出現保守的推斷，但該類公司有較強的
人事管理，掌握薪酬開支增加預算及盈利影響的情況，有助提供
充份資料，作較深入的評估。

 盈利影響的調查部分，主要根據業界管理層按公司情況，作出客
觀分析及理性推斷，雖然屬於預測及展望性質，但為飲食業提供
參考數據，就最低工資引起的經營風險制定預防措施。

 這亦為飲食業提供較貼近巿場實況的預測數據，突破統計處只能
以最低工資立法前薪酬數據歸納結果的限制，而且，調查設有另
一部分，了解受訪公司最低工資及主要工種的平均工資，與預測
數據作為對照，有助調查作較準確的分析。

 另調查亦為回應臨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問題，加入個案分析部分，
以具體了解最低工資對飲食業的漣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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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樣本方法

 聯會於今年初透過多個飲食業商會協助，鎖定有8
間或以上食肆的公司為調查目標，並出信邀請67間
合乎資格的公司做訪問。

 最後共49間公司參與，回應率為73%，涉及食肆
1867間，僱員約逾75000人，佔全港飲食業僱員人
數約四成。

 聯會於2010年2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派出訪問員
以面談或電話方式解釋問卷內容，並由公司主管級
或人事部代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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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結果

73%回應率

>75,000186749接受邀請

----67去信邀請

僱員
(人)

食肆
(間)

公司
(間)

有8間或以上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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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分類數字

53
5
19
6
15
8
公司(間)

715.食堂/小型食肆

1867

602
103
301
790
食肆(間)分類(註1)

問卷總數

4. 非中式食肆

3. 茶餐廳

2. 中式食肆

1. 快餐店

註1:類別4及5與統計處《2009年收入及工時按年統計調查報告》(《工時報告》)
分類有些不同，類別4”包括亞洲美食、西餐館、酒吧及有食物提供的Karaoke”，
統計處則將酒吧及Karaoke歸膳食服務；類別5包括工廠食堂、粥店及甜品店等小
型食肆，但統計處《工時報告》 ，則把甜品屋歸快餐店類別。

每種食肆
類別填一份問卷，
故一間公司可能填

多一份問卷。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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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計算方法

調查期間或過去一年每月平
均工資(避免數據受部分食肆
二月旺季影響)

按現行《最低工資條例草案》
的定義計算工資及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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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第一部分：工資水平(P.1)

 受訪公司最低工資

 分區最低工資

 低薪職位工種

 主要職級平均工資

 不用加薪點

 第二部分：個案分析(P.11)

 某快餐集團

 一間屋邨快餐店

 某中式食肆集團

 一間屋邨酒家

 一間日式餐廳

 某茶餐廳集團

 一間茶餐廳

 某小型燒味餐廳

 第三部分：預測盈利影響(P.45)

 A.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B. 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

 C. 盈利耗損

 D. 飲食業盈利率

 盈利率抵銷薪酬增幅

 緩衝措施(P.73)

 對最低工資水平意見(P.81)

 釐訂最低工資水平考慮因素(P.84)

 給臨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意見(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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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工資水平

P.1



受訪公司最低工資
($時薪)(註1)

25

25

25

22.7

21

22.7

結果
（中位數）

22.6

24.5

22.9

22.1

21.4

22.3

結果
（平均數）

---5.食堂/小型食肆

23.14. 非中式食肆

22.03. 茶餐廳

23.52. 中式食肆*

19.51. 快餐店

21.0總類

統計處數字：
僱員第5個百分
位數(註2)分類

註1:按每間公司最低薪員工的工資所得結果。
註2:統計處 《工時報告》。

*調查數字比統計處數字低可能因為中式食肆工種分類較多，最低時薪與第5個百分位仍有距離。

除了中式食肆，
本調查樣本最低工資數字

一般較統計處數字
略高。

就茶餐廳及食堂/
小型食肆兩個組別,從中位數及平

均數可見,組別樣本在工資
水平有較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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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最低工資($時薪)

2121.422.722.12322.8

結果

（中位數）

結果

（中位數）

結果

（中位數）

結果

（平均數）

九龍

結果

（平均數）

香港島

結果

（平均數）

新界

如按區域統計最低工資，
一如所料，最低工資水平於新界區最低，但本調
查部分受訪公司指薪級標準於各區分店劃一，

不會按區域而有分別，故本調查結果可能
與整體飲食業的情況有些距離。

最低工資水平：
香港＞九龍＞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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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低薪職位工種

清
潔

洗
碗

雜
務

見
習

/學
徒

服
務

助
理

傳
菜

接
待

/侍
應

售
點

員

兼
職

其
他

受訪公司數目

其他:看更/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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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級平均工資(時薪$)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快
餐

店

中
式

食
肆

茶
餐

廳
非

中
式

食
肆

食
堂

/小
型

食
肆

H
K

$

清潔/洗碗

見習侍應生／初級侍應生

接待員／侍應生

部長／領班

經理

廚房雜工／管事

見習廚師／助手

廚師

頭鑊／大廚

(行政)總廚

調酒員／冷飲櫃領班

酒吧主管／經理

出納員

採購部文員／品質控制文員

管倉員／貨倉及收文員

辦公室助理員／信差

如圖所見，飲食業
大部分職級集中在中低

級別，大部分薪酬
平均在時薪$4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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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用加薪點

P.6



於問題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

在探討加薪問題部分，本調查先了解(I)各公司
在法定最低工資訂於哪個水平或以下，不用調
高任何員工的薪酬（不用加薪點），以及(II)假
若法定最低工資剛訂於所指的「不用加薪點」
時，預測需要加薪的僱員比例，並強調受訪者
「可能需要同時考慮調高在最低工資水平以下
職級的薪酬，以及須連鎖地提升其他超過最低
工資水平的職級的薪酬」。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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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於哪個最低工資水平或以下（時薪$),公司
不須調高任何員工的薪酬？

0% 20% 40% 60% 80% 100%

快餐店

中式食肆

非中式食肆

茶餐廳

食堂／小型食肆

總類

＜ 20
20 - ＜24
24 - ＜ 28
28 - ＜ 33
33 或以上

本調查樣本
小型食肆
組別，「不
用加薪點」
的水平差別
較大。

本調查茶餐廳樣本，「不用
加薪點」有相當大部分在較
高水平。

受訪公司所佔比例

起薪點水平
（時薪$)：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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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如最低工資高過公司不須調高任何員工
薪酬的水平，將獲加薪僱員的比例如何？

快餐店

中式食肆
非中式食肆

茶餐廳 小型食肆

0

2

4

6

8

10

受

訪

公

司

數

目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結果顯示，
最低工資對每間

公司的加薪影響,按個別公司
薪酬架構及工資水平而不同,即使最低工資

水平剛剛高過個別公司的「不用加薪點」，個別公司
因而需要加薪的僱員比例也各有不同，

部分指受加薪影響的僱員比例在0-20% ,
亦有少部分在80-100% 。

但此圖未能見到個別食肆類型
有明顯的獨特情況。

加薪僱員比例: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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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影響加薪僱員比例的因素

↑

↓

↑

該項數值
變化

加薪僱員比
例

↑法定最低工資減公司原
本的最低工資後的數值

↑工種之間薪酬差距

↑下級人手比例

p. 10



第二部分：個案分析

P.11



原則

 找不同類別的食肆作個案分析。

 由食肆主管級按自己公司情況，預測在
某個最低工資法定水平後薪酬開支變動。

 須假設不採取任何緩衝措施，保留現有
所有職位，以及純以盈利抵銷薪酬開支
增幅而作出的推算結果。

P.12



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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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某快餐集團,>8間分店

~$34初級廚師

~$28主任

~$28.5副經理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高級學徒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84.5%

68.2%

獲加薪人
數比例

71.43%

48.39%

獲加薪人
數比例

15.62%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3.14%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6.39%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4.83%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開支資料:

薪酬佔總營業額
比例: 25.6%

租金佔總營業額
比例: 12.7%

折舊佔總營業額
比例: 3.7%

假設寫字樓員工
薪酬沒有影響。

假設不採取
任何措施,以及保留

現有僱員,並以對盈利
影響最少的情況，估計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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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快餐集團,>8間分店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23.04%

4545主任廚師

4040副主任廚師

6.39%(計入
漣漪效應)

3636一級廚師

48.39%

僱員比例

4.83%(定位
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50

32

30

28.5

27.5

26.5

26

25.5

25

24

估計薪酬調整
後結果(~$)

50分區經理

32初級廚師

30經理

28副經理

27主任

26副主任

25廚務助理

23高級學徒

22收銀

20學徒

原本平均時
薪（~$）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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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快餐集團,>8間分店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16.3%

4545主任廚師

4040副主任廚師

15.62%(計
入漣漪效應)

3636一級廚師

68.2%

僱員比例

13.14% (定位
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50

34

31.5

31

30.5

30

28.5

29

28.5

28

估計薪酬調整
後結果(~$)

50分區經理

32初級廚師

30經理

28副經理

27主任

26副主任

25廚務助理

23高級學徒

22收銀

20學徒

原本平均時
薪（~$）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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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間屋邨快餐店

~$28.7收銀

~$28收銀

~$24.5清潔工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清潔工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37.5%

37.5%

獲加薪人
數比例

25%

25%

獲加薪人
數比例

6.81%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6.27%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1.74%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53%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背景資料:

薪酬佔總營業額
比例: 約35%

租金佔總營業額
比例: 約10%

折舊佔總營業額
比例: 0.08%

假設不採取
任何措施,以及保留現有僱員,並

以對盈利影響最少的情況，
估計薪酬開支增加幅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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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屋邨快餐店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1.74 %(計入漣漪
效應)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僱員比例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原本平均
時薪（~$）

工種分佈

39.339.3廚師領班

31.831.8水吧

38.738.7廚師

24.624.6收銀員

30.330.3店長

24.522.3清潔工

1.53% (定位快拍
數字)

25%2422送外賣

假設於法定最低時薪
邊緣以上員工,對薪酬差距沒有異議,

並願意以原有時薪
留下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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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屋邨快餐店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6.81%(計入漣漪
效應)

38.738.7廚師

31.831.8水吧

30.330.3店長

28.724.6收銀員

28.622.3清潔工

39.339.3廚師領班

6.27%(定位快
拍數字)

37.5%2822送外賣

僱員比例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假設於法定最低時薪
邊緣以上員工,對薪酬差距沒有異議,

並願意以原有時薪
留下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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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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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某中式食肆集團, 分店8間

36.79%

34.43%

調整後薪酬佔營業額比例

33.73%

32.57%

31.94%

調整後薪酬佔營業額比例

31.51%

調整後薪酬佔營業額比例

76.56%

50.59%

獲加薪人數比
例

65.09%

38.45%

獲加薪人數比
例

41.32%

26.81%

獲加薪人數比
例

19.05%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1.44%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33

9.15%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5.42%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3.37%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96%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背景資料:

薪酬佔總營業額
比例: 30.9%

租金及管理費
佔總營業額
比例: 14.92%

折舊佔總營業額
比例: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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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式食肆集團, 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4747廚師

3.37%
(計入漣漪
效應)

14.51%

26.81%

僱員比例

1.96%
（定位快
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69

60

52

43

39

37

35.09

33.14

32.15

31.78

28.82

26

25.79

24.93

24.51

24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69經理

60大廚

52酒吧主管

43主任

39部長

37出納

35廚師助理

32侍應

30酒吧

30貨倉

27廚什

23見習侍應

23傳菜

22清潔

21布草

20售點員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由於每間分店工種
分布及平均時薪各有不同，

以下有關數字只可反映
整體大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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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式食肆集團, 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26.64%

4343主任

9.15%
(計入漣漪效
應)

38.45%

僱員比例

5.42%
（定位快拍
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69

60

52

47

39.87

38.2

37.37

36.8

36.17

35

32

30

29.49

28.63

28.5

28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69經理

60大廚

52酒吧主管

47廚師

39部長

37出納

35廚師助理

32侍應

30酒吧

30貨倉

27廚什

23見習侍應

23傳菜

22清潔

21布草

20售點員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由於每間分店工種
分布及平均時薪各有不同，

以下有關數字只可反映
整體大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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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式食肆集團, 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33

25.97%

4743主任

19.05%
(計入漣漪效
應)

50.59%

僱員比例

11.44%
（定位快拍
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69

60

52

48.56

44.45

43.2

43

42.59

41.17

40

37

35

34.49

33.63

33.5

33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69經理

60大廚

52酒吧主管

47廚師

39部長

37出納

35廚師助理

32侍應

30酒吧

30貨倉

27廚什

23見習侍應

23傳菜

22清潔

21布草

20售點員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由於每間分店工種
分布及平均時薪各有不同，

以下有關數字只可反映
整體大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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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間屋邨酒家

~$65廚房主管

~$28部長

~$29貨倉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雜務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100%

57.14%

獲加薪人
數比例

58.57%

31.43%

獲加薪人
數比例

17.98%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2.96%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8.02%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5.08%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假設不採取任何措施,以及
保留現有僱員的估算結果:

背景資料:

薪酬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41%

租金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13%

折舊率: 3%

P.25



一間屋邨酒家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27.14%

2929高級部長

2929點心部助理

2928貨倉

33.3333.33會計

8.02%(
計入漣漪
效應)

31.43%

僱員比例

5.08%(定
位快拍數
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38

34.5

29

28.5

28.5

28

27.8

27

27

25

25

24.5

24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38主任

34.5公關

27部長

26看更

26侍應

25夜間收銀

24.8收銀

24雜務主管/售點主管/侍應

24廚房雜工

21雜務

21洗碗、潔淨

18.5傳菜

17.5售點員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由於職級分類多,只列出主
要受影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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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屋邨酒家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42.86%
3229高級部長

3229點心部助理

3228貨倉

36.533.33會計

17.98%(
計入漣漪
效應)

57.14%

僱員比例

12.96%
(定位快
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37

32

31.5

31.5

31

30.8

30

30

29

29

28.5

28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34.5公關

27部長

26看更

26侍應

25夜間收銀

24.8收銀

24雜務主管/售點主管/侍應

24廚房雜工

21雜務

21洗碗、潔淨

18.5傳菜

17.5售點員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下頁續….. P.27



一間屋邨酒家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4038主任

僱員比例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65

63

58

47.5

46

46

43

41.5

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63.64廚房主管

60.6點心部主管

55經理

45燒味部師傅

43.9點心部師傅

43.9廚師

40.9點心部師傅

39.4廚房助理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受訪者指於最低時薪$28,
中下級員工加薪幅度大增,其他僱員

受連鎖影響也須略為加薪，
否則會影響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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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式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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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間位於巿區的日式餐廳

~$28見習主任78.14%22.27%定位快拍數字

~$36廚房大工

~$29.2廚房副住任

獲加薪最頂的工
種

高級侍應

獲加薪最頂的工
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96.87%

獲加薪人
數比例

87.51%

65.63%

獲加薪人
數比例

28.76%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薪酬開支
增加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12.94%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9.75%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
增加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假設不採取

任何措施、保留現有
僱員，以及對盈利影響

最少的推算結果:

背景資料:

薪酬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18.2%

租金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22%

折舊率: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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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位於巿區的日式餐廳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31.1 31.1 主任

31.7 31.7 出品主管

31.7 31.7 廚房大工

21.88%

29.228.6 廚房副主任

29.228.6 壽司部大工

28.5 27.0 見習主任

38.138.1壽司部主管

12.94%
(計入漣漪效應)

65.63%

僱員比例

9.75%
（定位快拍
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27.0 

25.5 

25.5 

25.0 

25.0 

25.0 

24.0

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25.0 壽司部中工

22.5 高級侍應

21.4 出品中工

21.0 清潔

20.6 收銀

20.6 侍應

19.2學徒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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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位於巿區的日式餐廳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18.73%

78.14%

3428.6 廚房副主任

3428.6 壽司部大工

3227.0 見習主任

3631.7 廚房大工

3631.7 出品主管

3631.1 主任

28.76%
(計入漣漪效應)

僱員比例

22.27%（定
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38.1

30

29

29

28.5

28.5

28.5

28

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38.1壽司部主管

25.0 壽司部中工

22.5 高級侍應

21.4 出品中工

21.0 清潔

20.6 收銀

20.6 侍應

19.2學徒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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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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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某茶餐廳集團,分店>8間

~$28接待員/侍應生47.9%5.4%定位快拍數字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獲加薪最頂的工
種

獲加薪人
數比例

薪酬開支
增加幅度最低工資時薪$33

~$33收銀55.2%13.5%定位快拍數字

~$50經理99.3%22.32%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38主任

~$30收銀

獲加薪最頂的工
種

洗碗工/清潔

獲加薪最頂的工
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62.7%

獲加薪人
數比例

55.2%

20.3%

獲加薪人
數比例

9.16%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薪酬開支
增加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4.09%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2%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
增加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受訪公司強調
以下只屬第一次加薪潮的推算結果,
預期薪酬巿場整體調高後將有第二

次加薪潮:

背景資料:

薪酬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33%

租金開支佔總收入
比例: 約17.5%

折舊率: 平均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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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茶餐廳集團,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4.09%
(計入漣漪效應)

34.9%

20.3%

僱員比例

~1.2%
（定位快拍數
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75

49

47

42

40

36

30

28.5

25.5

24

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75總廚

48經理

47廚師

42麵檔廚師

40冷飲櫃領班

36主任

29收銀

26接待員/侍應生

23洗碗碟/清潔

21外賣(雜務)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第一次加薪潮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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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茶餐廳集團,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14.8%

9.16%
(計入漣漪效應)

47.9%

僱員比例

5.4%
（定位快拍數
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75

48

47

42

40

38

32

31

28.5

28

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75總廚

48經理

47廚師

42麵檔廚師

40冷飲櫃領班

36主任

29收銀

26接待員/侍應生

23洗碗碟/清潔

21外賣(雜務)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第一次加薪潮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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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餐廳集團,分店>8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33

44.1%

22.32%
(計入漣漪效應)

55.2%

僱員比例

13.5%
（定位快拍數
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75

50

49

47

44

43

37.5

36

33.5

33

估計薪酬調整後
結果(~$)

75總廚

48經理

47廚師

42麵檔廚師

40冷飲櫃領班

36主任

29收銀

26接待員/侍應生

23洗碗碟/清潔

21外賣(雜務)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第一次加薪潮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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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一間茶餐廳

~$34.5高級副店長

~$28高年資樓面

~$27洗碗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初級樓面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62%

48%

獲加薪人
數比例

44.8%

10.4%

獲加薪人
數比例

8.94%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4.39%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1.06%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0.57%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

背景資料:

薪酬佔總營業額
比例: 30%

租金及管理費佔總
營業額比例: 11%

折舊佔總營業額
比例: 4.3%

以較保守方法,假設水吧、
廚房等職級完全不受影響

而計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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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茶餐廳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1.06%
(計入漣漪效
應)

4545廚師

34.4%

10.4%

僱員比例

0.57%(定位
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59.5

42

41.7

33.3

31.1

27

27

25.2

24

24

估計薪酬調整
後結果(~$)

59.5大廚

42正店長

41.7水吧

33.3高級副店長

31.1副店長

27高年資樓面

26.5洗碗

24.7樓面

22.4初級樓面

21.7雜工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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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茶餐廳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8.94%(計入
漣漪效應)

14%

4545廚師

48%

僱員比例

4.39%(定位
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59.5

42

41.7

34.5

34

33

31

30.9

28

28

估計薪酬調整
後結果(~$)

59.5大廚

42正店長

41.7水吧

33.3高級副店長

31.1副店長

27高年資樓面

26.5洗碗

24.7樓面

22.4初級樓面

21.7雜工

原本平均時薪
（~$）

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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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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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析
－－某小型燒味餐廳, 分店3間

~$32廚房學徒

~$28店長

~$25收銀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收銀

獲加薪最頂
的工種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24

獲加薪最頂
工種時薪

61.09%

55.54%

獲加薪人
數比例

50%

50%

獲加薪人
數比例

13.45%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11.5%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8

5.27%加入漣漪效應考慮結果

4.5%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最低工資時薪$24背景資料:

薪酬佔總營業額
比例: 約30%

租金佔總營業額
比例: 約10%

折舊佔總營業額
比例: 4%

假設不採取
任何措施,以及保留現有僱員,並

以最保守情況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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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小型燒味餐廳, 分店3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4

5.27%(計入漣
漪效應)

26.9826.98店長

24.521.43外賣/樓面

38.0938.09水吧

50%

僱員比例

4.5%
（定位快拍數字）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41.27

28.57

25

24

估計薪酬調
整後結果(~$)

41.27廚房師傅

28.57廚房學徒

22.22收銀

20.63洗碗

原本平均
時薪（~$）

工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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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小型燒味餐廳, 分店3間
－－假設法定最低時薪$28

13.45% 
(計入漣漪
效應)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僱員比例估計薪酬調整後結果
(~$)

原本平均時薪（~$）工種分佈

30.2226.98店長

~5.55%3228.57廚房學徒

38.0938.09水吧

41.2741.27廚房師傅

29.1722.22收銀

11.5% 
（定位快
拍數字）

55.54%2820.63洗碗

28.621.43外賣/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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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預測盈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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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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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個不同的最低工資水平預
測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鑑於最低工資對飲食業的盈利影響，關
鍵在於按個別公司薪酬架構及薪酬水平
等因素後，所帶來的薪酬開支增幅，故
調查問受訪者，按四個不同的最低工資
水平（時薪$20, $24, $28, $33），預測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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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四個不同的最低工資水平預測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0% 20% 40% 60% 80% 100%

時薪$20

時薪$24

時薪$28

時薪$33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0

>30

如果最低工資
訂於時薪$33，薪酬開支大幅
增加，38.5%受訪公司增幅

超過30%。

於最低工資
時薪$28，63.5%需加

薪酬開支5%或以上，11.5%
薪酬開支加幅亦

超過30%。

如果最低工資訂
於時薪$24，

57.7%受訪公司，
薪酬開支增加
不多於5%。

統計結果:

薪酬開支增加
幅度(%)

受訪公司所佔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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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別薪酬開支增加幅度結果(平均數)

18.5%

18%

11.7%

15%

19.3%

16.6%

最低時薪$28

6.5%

10.3% 

6.7% 

8.8% 

7.5%

8.7%

最低時薪$24

4.5%

2.8%

3.3%

3.5%

3.2%

3.3%

最低時薪$20

54.5%食堂/小型食
肆

31.4%非中式食肆

37.1%港式茶餐廳

27.8%中式食肆

36.4%快餐店

33.9%總類

最低時薪$33飲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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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24
－－非中式食肆

6.5%

10.3% 

6.7% 

8.8% 

7.5%

8.7%

最低時薪$24

食堂/小型食
肆

非中式食肆

港式茶餐廳

中式食肆

快餐店

總類
0% 20% 40% 60% 80% 100%

快餐店

中式食肆
非中式食肆

茶餐廳

食堂/小型食肆
總類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0

>30

於最低時薪$24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受訪公司所佔比例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平均數):

於最低時薪$24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平均數,以

非中式食肆組別為最高,相信因為
有較大比例的非中式食肆樣本, 薪酬開

支增加幅度較為明顯,部分更
超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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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8及$33
－－小型食肆及茶餐廳

最低時薪
$33

最低時薪
$28

18.5%

18%

11.7%

15%

19.3%

16.6%

54.5%食堂/小型食肆

31.4%非中式食肆

37.1%港式茶餐廳

27.8%中式食肆

36.4%快餐店

33.9%總類

0% 20% 40% 60% 80% 100%

快餐店

中式食肆
非中式食肆

茶餐廳
食堂/小型食肆

總類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0

>30

受訪公司所佔比例

於最低時薪$33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薪酬開支增加幅度(平均數):

0% 20% 40% 60% 80% 100%

快餐店

中式食肆

非中式食肆

茶餐廳

食堂/小型食肆

總類

<5%

5 - 10

10 - 15

15 - 20

20 - 25

25 - 30

>30

於最低時薪$28薪酬開支增加幅度(%):
受訪公司所佔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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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茶
餐

廳
非

中
式

食
肆

食
堂

/小
型

食
肆

H
K

$

清潔/洗碗

見習侍應生／初級侍應生

接待員／侍應生

部長／領班

經理

廚房雜工／管事

見習廚師／助手

廚師

頭鑊／大廚

(行政)總廚

調酒員／冷飲櫃領班

酒吧主管／經理

出納員

採購部文員／品質控制文員

管倉員／貨倉及收文員

辦公室助理員／信差

主要職級平均工資

另外,於最低
時薪$33,茶餐廳的加幅

亦開始較其他組別高,這亦是因
為該組樣本較大部分主要職級平均

工資在時薪$33以下。

雖然小型
食肆在本調查樣

本中,最低工資水平
較其他食肆組別高,

但該組樣本差不
多所有主要職級平均

工資在時薪$30以下，
故當最低時薪訂於較高水平,

薪酬開支明顯增加，於
$33,它們的薪酬
成本平均更大增

至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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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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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

－－

26.30%

30.30%

32.00%

22.90%

28.40%

所有公司

(統計處數字)

－－25%23.6%5.食堂/小型食肆

26.40%25%24.9%4. 非中式食肆

30.30%30%31.0%3. 茶餐廳

32.10%31.8%31.1%2. 中式食肆

20.30%22%21.8%1. 快餐店

28.00%25.6%27.0%總類

中小型公司
(統計處數字)

調查結果

(中位數)
調查結果

(平均數)

分類*

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

統計結果

*類別4”包括亞洲美食、西餐館、酒吧及有膳食服務Karaoke”，類別5包括
工廠食堂、粥店及甜品店。統計處於此項數字把酒吧、Karaoke及甜品屋
歸膳食服務。

不過，即使本調
查受訪者主要是
大公司,薪酬開支
佔收入比例也徘
徊在兩成至三成
之間，尤其是中
式食肆及茶餐廳
，數字超過三成
，遠高於其他行
業，反映飲食業
受工資影響最大。

除了茶餐廳，
一般較統計處數字略低，這反

映本調查樣本的薪酬壓力
普遍較同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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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盈利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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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A) x 

時薪對薪酬開支增加幅度(B)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盈利耗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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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利耗損比率結果(平均數)

$33$28$24$20最低工資(時薪）

12.9%4.4%1.5%1.1%5.食堂/小型食肆

7.8%4.5%2.6%0.7%4. 非中式食肆

11.5%3.6%2.1%1.0%3. 茶餐廳

8.6%4.7%2.7%1.1%2. 中式食肆

7.9%4.2%1.6%0.7%1. 快餐店

9.2%4.5%2.3%0.9%總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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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飲食業盈利率
(統計處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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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數字－所有公司盈利率*

3.7%

13.0%

7.1%

1.7%

6.6%

中位數

-7.1%5.8%港式茶餐
廳

6.9%9.7%快餐店

-4.0%10.0
%

非中式酒
樓菜館

-4.8%8.9%中式酒樓
菜館

-3.9%9.0%飲食業

第一個四分位
數

整體

*2008年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根據統計處數字,
飲食業本身盈利
已經很少,大都限
於單位數字,至少
兩成食肆長期虧
蝕。部分茶餐廳
虧損情況亦非常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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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處數字－中小型公司盈利率*

3.6%

13.0%

6.6%

~0(註一)

6.4%

中位數

-7.1%5.1%港式茶餐廳

7.1%10.7
%

快餐店

-4.0%9.4%非中式酒樓
菜館

-4.8%3.9%中式酒樓菜
館

-4.5%7.2%飲食業

第一個四分
位數

整體

*2008年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註一：介乎-0.05至0.05%

中小型食肆
盈利情況更
差,尤其是中
式食肆,逾半
數已經是在
蝕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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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利率抵銷薪酬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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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假設以盈利率抵銷因最低工資增加的薪酬
開支:

最低工資立法後盈利率=

D 盈利率(統計處2008年數字)－ C(最低工
資盈利耗損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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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減結果
所有企業 中小企

HK$24
對盈利影響

*

整體盈利

率(統計處)
整體盈利率 中位數盈

利率(統計

處)

中位數

盈利率

第一個四

分位數盈

利率(統計

處)

第一個四分

位數盈利率

整體盈利

率(統計處)
整體盈利率 中位數盈

利率(統計

處)

中位數

盈利率

第一個四

分位數盈

利率(統計

處)

第一個四分

位數盈利率

飲食業/總
類 2.30% 9.00% 6.70% 6.60% 4.30% -3.90% -6.20%

飲食業/總
類 7.20% 4.90% 6.40% 4.10% -4.50% -6.80%

快餐店 1.60% 9.70% 8.10% 13.00% 11.40% 6.90% 5.30% 快餐店 10.70% 9.10% 13.00% 11.40% 7.10% 5.5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2.70% 8.90% 6.20% 1.70% -1.00% -4.80% -7.5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3.90% 1.20% 0.00% -2.70% -4.80% -7.50%
港式茶餐廳 2.10% 5.80% 3.70% 3.70% 1.60% -7.10% -9.20% 港式茶餐廳 5.10% 3.00% 3.60% 1.50% -7.10% -9.2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2.60% 10.00% 7.40% 7.10% 4.50% -4.00% -6.6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9.40% 6.80% 6.60% 4.00% -4.00% -6.60%
HK$28
飲食業/總
類 4.50% 9.00% 4.50% 6.60% 2.10% -3.90% -8.40%

飲食業/總
類 7.20% 2.70% 6.40% 1.90% -4.50% -9.00%

快餐店 4.20% 9.70% 5.50% 13.00% 8.80% 6.90% 2.70% 快餐店 10.70% 6.50% 13.00% 8.80% 7.10% 2.9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4.70% 8.90% 4.20% 1.70% -3.00% -4.80% -9.5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3.90% -0.80% 0.00% -4.70% -4.80% -9.50%

港式茶餐廳 3.60% 5.80% 2.20% 3.70% 0.10% -7.10% -10.70% 港式茶餐廳 5.10% 1.50% 3.60% 0.00% -7.10% -10.7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4.50% 10.00% 5.50% 7.10% 2.60% -4.00% -8.5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9.40% 4.90% 6.60% 2.10% -4.00% -8.50%

HK$33
飲食業/總
類 9.20% 9.00% -0.20% 6.60% -2.60% -3.90% -13.10%

飲食業/總
類 7.20% -2.00% 6.40% -2.80% -4.50% -13.70%

快餐店 7.90% 9.70% 1.80% 13.00% 5.10% 6.90% -1.00% 快餐店 10.70% 2.80% 13.00% 5.10% 7.10% -0.8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8.60% 8.90% 0.30% 1.70% -6.90% -4.80% -13.40%

中式酒樓菜

館/中式食

肆 3.90% -4.70% 0.00% -8.60% -4.80% -13.40%

港式茶餐廳 11.50% 5.80% -5.70% 3.70% -7.80% -7.10% -18.60% 港式茶餐廳 5.10% -6.40% 3.60% -7.90% -7.10% -18.6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7.80% 10.00% 2.20% 7.10% -0.70% -4.00% -11.80%

非中式酒樓

菜館/非中

式食肆 9.40% 1.60% 6.60% -1.20% -4.00%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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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較顯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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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4
－盈利率(中位數)*

4.50%
1.60%
-1.00%
11.40%
4.30%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若以盈利
抵銷薪酬的上漲，盈利率中位數可能跌至
以下水平*
(按調查盈利損耗平均數計算)

3.70%茶餐廳

1.70%中式食肆

6.60%總類

13%快餐店

7.1%非中式食肆

盈利率中位數(統
計處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如最低工資訂於時
薪$24，半數中式食肆的盈利

率已經見紅，半數茶餐廳亦在不
賺錢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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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4
－盈利率(整體)*

7.4%
3.7%
6.2%
8.1%
6.7%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
若以盈利抵銷薪酬的上漲，整體
盈利率可能跌至以下水平*
(按調查盈利影響平均數計算)

5.8%茶餐廳

8.9%中式食肆

9%總類

9.7%快餐店

10%非中式食肆

整體盈利率 (統計處
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不過,整體盈利率水平尚
且可以接受，但茶餐廳數字較低，
需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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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8
－盈利率(整體)*

5.50%
2.20%
4.20%
5.50%
4.50%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
若以盈利抵銷薪酬的上漲，整體
盈利率可能跌至以下水平*
(按調查盈利影響平均數計算)

5.8%茶餐廳

8.9%中式食肆

9%總類

9.7%快餐店

10%非中式食肆

整體盈利率(統計處
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茶餐廳整體數據，
還未計算折舊及稅後情況，以及其
他連鎖增加的成本，相信在實際情
況，茶餐廳整體都承受不住時薪

$28，合共盈利接近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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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8
－盈利率(中位數)*

2.60%

0.10%

-3.00%

8.80%

2.10%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若以
盈利抵銷薪酬的上漲，盈利率中位數
可能跌至以下水平*
(按調查盈利影響平均數計算)

3.70%茶餐廳

1.70%中式食肆

6.60%總類

13%快餐店

7.1%非中式食肆

盈利率中位數(統計處
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當最低時薪$24
升至$28,中式食肆盈利中位數

跌至-3%,除了反映更多食肆要蝕錢，
亦反映食肆蝕錢程度進一步加深。

同樣情況亦會在茶餐廳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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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28
－中小企盈利率(整體)*

4.90%

1.50%

-0.80%

6.50%

2.70%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若以盈

利抵銷薪酬的上漲，中小企整體盈利
率可能跌至以下水平*
(按調查盈利影響平均數計算)

5.1%茶餐廳

3.9%中式食肆

7.2%總類

10.7%快餐店

9.4%非中式食肆

整體盈利率(統計
處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中式食肆整體
盈利率見紅，即是所有
五十人以下的中式食肆

企業，整體來說是蝕本經營。
另外，所有中小型
茶餐廳在扣減折舊
後，也要蝕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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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時薪$33
－盈利率(整體)*

2.20%

-5.70%

0.30%

1.80%

-0.20%

在加入漣漪效應的考慮因素後，若
以盈利抵銷薪酬的上漲，整體盈利
率可能跌至以下水平*(按調查盈利
影響平均數計算)

5.80%茶餐廳

8.90%中式食肆

9.00%總類

9.70%快餐店

10.00%非中式食肆

整體盈利率(統計
處2008年數字）

　　　　　　　

*數值為稅前及折舊前盈利率
註一：2008年統計處數字：飲食業盈利率在9.2%以下約共5420間企業。

於最低時薪$33，
整體食肆盈利率為負，約全港

59%食肆企業，即5420間(註一)
在蝕錢經營，其他可能

只得極少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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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保守的推算結果

 雖然本調查與統計處數字，訪問時間與抽樣方法均不同，對比必然存
在偏差，但有理由相信大部分食肆的盈利，在最低工資影響下，比本
調查所得結果跌得更低，原因有三個：

1. 不論本調查或統計處有關盈利的數字，均未計折舊及稅後情況，
對飲食業來說，一般折舊率在3%-8%之間，以中式食肆折舊情況最
為嚴重；

2. 調查只計算薪酬增加後盈利下跌的情況，還未計因最低工資連帶
其他成本上漲的連鎖效應，包括強積金、管理費、洗熨費、修理／保
養費、保險費、以及供應商加價等；

3. 本調查只訪問有八間或以上食肆的公司，它們多設有中央工場，
而且管理比較完善，較有經濟效益，受最低工資的盈利影響，應比其
他較細規模的公司少，故最低工資對它們的盈利耗損其實比大部分食
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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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重點：

 飲食業中下級人手比例高、工種分類多，最低工資的漣漪效應必然
較大，薪酬開支增加幅度一定大。

 不論是本調查或統計處數字均顯示，飲食業在薪酬開支佔收入比例，
徘徊在兩成至三成之間，尤其是中式食肆及茶餐廳，數字超過三成，
反映飲食業受工資影響最大；

 飲食業本身盈利已經很少,大都限於單位數字,至少兩成食肆長期虧
蝕，五成是和果。最低工資對業界造成的盈利損耗，令食肆蝕錢的
情況更深，是難以承受的；

 尤其是中式食肆及茶餐廳，以及中小企食肆，未必承受得到最低工
資引發的盈利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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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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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20 $24 $28 $33
最低工資(時薪)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如果最低工資訂於以下時薪，公司
會採取甚麼措施？

受
訪
公
司
所
佔
比
例

加價及減工時
請兼職為受訪者主要緩衝措施。
但須留意,受訪者以大公司為主,
他們加價能力較大,中小型食肆

較難跟他們競爭,加
價空間有限。

1.9% 13.5% 46.2% 82.7% 不採取上述措施

19.2% 11.5% 11.5%5.8% 其他

42.3% 32.7% 21.2%1.9%減福利

63.5% 57.7% 28.8% 5.8% 減工時請兼職

28.8% 9.6% 1.9%0 結業

38.5% 32.7% 15.4% 0 裁員

61.5% 53.8 %30.8%3.8 %加價

$33 $28 $24$20 最低時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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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8%0.0%0.0%採取5項措施

17.3%15.4%5.8%0.0%採取4項措施

17.3%9.6%11.5%1.9%採取3項措施

23.1%32.7%15.4%0.0%採取2項措施

28.8%23.1%21.2%11.5%採取1項措施

1.9%15.4%46.2%86.5%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最低時薪

受訪公司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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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緩衝措施比例統計－－

快餐店

受
訪
公
司
%

最低工資(時薪)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 $24 $28 $33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28.6%28.6%0.0%0.0%採取5項措施

42.9%14.3%14.3%0.0%採取4項措施

0.0%14.3%28.6%0.0%採取3項措施

0.0%0.0%14.3%0.0%採取2項措施

28.6%28.6%28.6%14.3%採取1項措施

0.0%14.3%14.3%85.7%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最低時薪

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此組別較多選擇
加價及減福利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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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採取緩衝措施比例－－

中式食肆

最低工資(時薪)

受
訪
公
司
%

0.0

20.0

40.0

60.0

80.0

$20 $24 $28 $33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13.3%0.0%0.0%0.0%採取5項措施

20.0%33.3%6.7%0.0%採取4項措施

13.3%6.7%20.0%0.0%採取3項措施

33.3%46.7%26.7%0.0%採取2項措施

20.0%13.3%26.7%20.0%採取1項措施

0.0%0.0%20.0%80.0%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最低時薪

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此組別於
最低工資$24,已有較多
食肆採取緩衝措施,並

較多選擇加價及減工時
請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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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採取緩衝措施比例－－

非中式食肆

最低工資(時薪)

受
訪
公
司
%

-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 $24 $28 $33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10.5%0.0%0.0%0.0%採取5項措施

5.3%0.0%0.0%0.0%採取4項措施

31.6%10.5%0.0%0.0%採取3項措施

21.1%42.1%10.5%0.0%採取2項措施

31.6%26.3%26.3%10.5%採取1項措施

0.0%21.1%63.2%89.5%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最低時薪

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雖然此組別
於最低工資$24，薪酬開支
加幅最為明顯，但同時採取

緩衝措施者較少，於最
低工資$28,才較多
食肆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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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採取緩衝措施比例－－

茶餐廳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 $24 $28 $33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最低工資(時薪)

受
訪
公
司
%

0.0%0.0%0.0%0.0%採取5項措施

16.7%33.3%16.7%0.0%採取4項措施

0.0%0.0%16.7%16.7%採取3項措施

16.7%16.7%0.0%0.0%採取2項措施

50.0%33.3%0.0%0.0%採取1項措施

16.7%16.7%66.7%83.3%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最低時薪

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部分茶餐廳樣本,
在最低時薪$20已經需要採取

措施,但同時部分在最低時薪$33,
也未需要行動,再次反映本調查

部分茶餐廳,工資水平差別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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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採取緩衝措施比例－－

食堂／小型食肆

受
訪
公
司
%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 $24 $28 $33

加價

裁員

結業

減工時請兼職

減福利

其他

不採取上述措施

0.0%0.0%0.0%0.0%採取5項措施

20.0%0.0%0.0%0.0%採取4項措施

20.0%20.0%0.0%0.0%採取3項措施

40.0%20.0%20.0%0.0%採取2項措施

20.0%40.0%0.0%0.0%採取1項措施

0.0%20.0%80.0%100.0%採取0項措施

$33$28$24$20

採取組合式措施的比例統計:
最低工資(時薪)

於前部分已指出,本調查食堂/
小型食肆,雖然最低工資水平較高,
但大部分職級於平均工資$30以下,

故當最低工資訂於較高水平時,
便需要採取緩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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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最低工資水平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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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低工資立法，假設其他經營成本及經濟環境不變，最低時薪訂

於哪一個水平，將對貴公司可能造成無法接受的影響？

1.9% 9.6%9.6%

42.3%
36.5%

20.00

24.00

28.00

33.00

其他

註：部分公司於「其他」填寫水
平時，提供了某個範圍而不是單
一數字，包括$23, >$24及>$33

($28)($33)

有相當部分受訪者
不能接受$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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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低工資立法，貴公司認為最低時

薪訂於甚麼水平才可以接受？

23.1%

17.3% 34.6%

25.0%
20

24

28

33

其他

註：部分公司於「其他」填
寫水平時，提供了某個範圍
而不是單一數字，介乎$18-
<$30之間。

沒有受訪者同意
最低工資訂

於時薪$33。

較多數人支持最低
工資訂於時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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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訂最低工資水平
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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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前於最低工資以下的僱員人數

1%
約3萬
人

全港

3%
約5 900
人

香港飲
食業

最低工資時薪$20

11%
逾30萬
人

全港

32%
逾6萬人

香港飲
食業

最低工資時薪$28

全港香港
飲食
業

全港香港飲
食業

英國

17%
約47萬
人

5%
約14萬
人

50%
約10
萬人

最低工資時薪
$33

最低工資時薪$24

4.9%
(資料來源：
英國低薪委
員會

2003年報告)

3.6磅

15%
約3萬人

定位
快拍
數字

飲食業最受薪酬成本影響,釐訂最低工資時應多加考慮飲食業數字。
$32.7為飲食業時薪中位數,若最低工資訂於$33,即是要業界一刻間增加
50%僱員薪酬,但還未計入漣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這對業界來說實在難
以承受。訂立最低工資初期,應以較保守水平為起點，減少最低工資
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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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漣漪效應

 根據英國低薪委員會2009年報告，載述了當地三段時間
的薪酬數據，分別是未引入最低工資前的時段、引入最
低工資後的時段，以及曾經調高最低工資水平的時段，
經比較分析後發現有證據顯示，最低工資引發加薪漣漪
效應，約止於第三十個百分位數的僱員。

 以上數字是所有行業整體情況，但飲食業一般需要較大
量中下級的人手， 尤其是香港的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
中在中下級，而且有很多不同的工種，中下職級的薪酬
結構，是逐級而上，與英國低薪行業薪級簡單的情況截
然不同。

 因此，不論比較英國或其他行業，香港飲食業加薪漣漪
效應該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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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飲食業
數字比較

受最低工資影響而加薪的僱員比例

30%

4.9%
(註一)

英國

>30%(約六萬人)*
(保守估計~50%,近
十萬人)

漣漪效應數字(實際因最低工

資而獲得加薪的僱員比例)

15%(約三萬人) *定格快拍數字(引入最低工資

初期獲加薪提高至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
比例)

香港飲食業

(假設最低工資時薪$24)

註一:英國低薪委員會2003年報告
*資料來源：統計處

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保守估計於飲
食業所引發的漣漪效應,將影響五成僱員,

已令行業構成極大的加薪壓力,如果訂
高於此水平,對飲食業一定造成難

以承受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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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統計處數字的差距

 本調查有關薪酬的統計數字，與統計處相關的數字非常吻合，反映本調
查的可信性。

 不過，就薪酬開支及盈利影響的部分，由於屬於預測性質，與統計處只
能以舊有的薪酬數據所作的分析，必然存在差異。

 統計處以既有數據為依歸的分析，特別是採用定位快拍（snapshot）數
字，必然存在限制，意思是如果法定最低時薪$24，只計算現時薪酬於
$24以下的僱員（約佔飲食業僱員15.4% ）劃一加薪至時薪$24，即是
連原本時薪$23左右那一批員工（約佔飲食業僱員5.7%），也只加$1至
$24，這完全有別於巿場實況。

 而且，對於原來在$24或以上附近的職級，因漣漪效應影響而需要加薪
的情況，亦未能計算在內。

 兩者均大大拉低薪酬開支增加幅度的預測數字，這亦解釋了為何統計處
與本調查有關數字的差別。

 另外，統計處按食肆巿場各人手比例均衡取樣，包括只有一、兩名員工
的食肆，故統計處的數字是反映整體飲食業，以定位快拍情況下面對的
開支壓力，但如本調查所說，最低工資對人手較多的食肆影響較大，這
難從整體性的數字深入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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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盈利情況

從統計處數字可見，飲食業的盈利很少，即使未扣除折舊前，約兩成
食肆長期虧蝕，它們所以繼續營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受長期租約
束縛，中途退租需要向業主賠償大筆款項，由於無錢賠，故一般不願
壯士斷臂，僅靠現金流支撐下去，期間尋覓有資金的買家，希望有幸
成功出售業務，止血離場。部分食肆則以集團式經營，以有盈利的分
店補貼蝕錢的分店，希望有機會改善積弱分店的業務，轉虧為盈。

因此，如果最低工資來得過急及過高，對飲食業將構成極大的威脅，
不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的盈利，亦令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更深，倒閉潮
隨時一觸即發。

值得關注的是，對於一些食肆位於人流不多及消費力不高的地區，本
可以較低的薪酬水平聘請附近居民為僱員，以低盈利模式經營，但最
低工資劃一後，即是要它們脫離巿場自動調節機制，大幅增加薪酬。
問題是它們受制於處身的個別巿場環境，欠缺加價能力，如果盈利抵
銷不到薪酬加幅，就會大大增加它們的經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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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飲食業持續發展的影響

　當然，面對最低工資，以只得微利的食肆，尤其是中小型食肆，根本沒有能力
逐級增加員工薪酬，食肆必須以不同方式抵銷人工的上漲。英國經驗告訴我們，
當地服務性行業會壓縮工種。至於香港，則有以下情況需要留意：

 食肆會否為了減省人工成本，而簡化菜單及精簡人手，如外國般由連鎖式菜單統
一的食肆集團主導巿場？

 有較多菜色選擇的食肆，會否因為人力需求高，難繼續以低檔次模式經營，轉為
中高檔次的食肆模式發展？

 最低工資對我們傳統飲食文化，以人手密集經營的中式食肆及茶餐廳，將會帶來
甚麼衝擊？該兩類食肆是否還可以平民化價錢、低利潤模式經營？

 香港飲食業會否出現兩極化發展？擁有中央工場、工序機械化的大集團式食肆，
以及人工開支較低、以夫妻檔等家庭式經營的食肆，於巿場相對佔有優勢，這會
否令中小型食肆因競爭力大減，長遠不敵成本上漲而不斷萎縮？

 如果最低工資來得過急及過高，飲食業未能及時消化及抵禦，會否激化上述情況，
加劇中小型食肆急速萎縮？

 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帶來的薪酬架構變動，會否引致更多低技術工種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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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技術性工種的影響

非技術工人就業不足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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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飲食業是單一行業，但此行業約
有二十萬僱員，提供了大量非技術性
工種職位，對整體勞動巿場起著舉足
輕重的作用，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引發
的影響，絕不是此行業單一的問題。

從右圖可見(資料來源:統計處)，過去
十多年香港非技術性工人失業率及就
業不足率都有上升趨勢，雖然在沙士
後有回落的情況，但於金融風暴後又
再向上調。

因此，訂立最低工資初期應以保守水
平開始，避免對飲食業造成過分衝擊，
引發倒閉及裁員潮，令更多非技術性
工種大量流失，對整體社會造成更大
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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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臨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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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必須能夠平衡以下的訴求:

 避免非技術性職位流失，確保低技術、
低學歷及中年或以上的人士有工作機會；

 避免飲食業競爭力受損，確保可以持續
發展；

 避免觸發食肆倒閉潮，尤其是中小企，
不要令它們倒閉。

結論：建議最低工資不超過時薪$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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