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外发工调查
’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

在香港从事外发工作的妇女劳工状况是鲜为人知的
。

作者通过对这部分人的调

查
,

了解了外发女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面对的问题及她们对自己工作及生活状况的

看法
。

指 出
,

在香港经济
`

结构中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基础上形成的外发工 队伍
,

其成员

多为低收入家庭的妇女
,

在政府的现行政策下
,

她们的法律地位未能得以正视
,

权

益被劳工 团体所忽略
。

为此
,

提出了调查者的具体建议
。

外发工是指从工厂取货回家进行生产
,

领取工资的工人
。

一般人都以为外发工作只是在 60

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才曾经出现过
,

迄今这种工作已不复存在
。

但一些统计数字却告诉我们

事实并非如此
。

根据统计署 19 8 0年的人 口普查显示
,

香港有接近 5 万人 从事外发工作
,

其中 4

万 2 千多人是女性
,

而又以 25 岁至 39 岁者占大多数
,

如果以当时女性劳动人口 计算
,

百分之

四钓女性是从事外发工作的
。

另一方面
,

统计署 1 9 8 9年 9月的综合住户统计资料显示
,

外发

工的数 目接近 2 万人
。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外发工的数字比统计所得为高
,

因为从外发工

的年龄及性别的分布
,

可看出他们多是已婚有子女的女性
,

为免影响接受服务的资格
,

例如

申请入住公共屋邻或托 J七服务等
,

可以推想很多外发女工并不会 自动报称 自己从事外发工
。

对这一大群制造业的妇女劳工
,

所知道的资料是少之又少
。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及政府的

一般统计资料外
,

我们对外发工的工作及生活状况
,

自身感觉及所面对的问题
,

确是一无所

知
。

很多人也以为香港的外发工已销声匿迹了呢1 而香港现时很少人关注外发工的状况及权

益
,

一般劳工团体及工会都是集中为全职雇员争取权益
,

外发工的权益及需要
,

都是他们所

关注的范围以外的间题
。

因此
,

本项调查将试图揭开这一群边缘劳工的生活境况
,

并希望借

此唤起公众人士对外发工的关注
。

这次调查对象是以 15 岁 以上任职外发的妇女为主
。

.

香港现时关于外发工的资料很少
。

最近的资料是来自19 81 年人口普查
。

由于没有资料显

示外发工的分布状况
,

所似本项调查是以非概率抽样形式进行
。

调查是透过各区的社工 (社

会工作人员 )
、

居民及居民组织联络该区的外发女工
,

然后发卷给她们 自行填写
。

另一方面
,

亦有部份不识字的妇女是由社工以面谈形式协助她们填写间卷
。

本项调查于 1 9 8 9年 11 至 1仑90

年 3月间分别在多个木屋
、

临屋区
、

屋郊
、

私人楼宇内进行
,

共收回有效间卷 16 3份
。

一
、

被访外发工状况

被访者的年龄介乎 22 岁至90 岁之间
,

其中以 30 一 4 0岁占大多数 ( 7 2
.

5% )
。

如果跟 1 , 81

年人 口普查中的外发工年龄资料比较
,

则是项调查的被访者比较年轻
。

但 由于 19 8 1年的人口

* 本调查得到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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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在现时己很难作准
,

所以很难估计现时香港外发女工的年龄分布
。

’

12
.

5%的被访者从未入学
,

53
.

8%的被访者只受过小学 6 年或 以下教育
。

韶
.

1%的被访者

都是已婚妇女
.

事实上
,

外发工作多是由一些 已婚妇女担当
。

不少人认为外发工作只是一些

新移民妇女适应香港新生活
_

卜所选择的工作
,

但事实上
,

很多香港的已婚妇女因不同的原因

而选择从事外发工作
。
在本项调查中

,

90 %的被访者是在香港居住 7 年以
_

L的本港居民
。

9 2
.

8%被访者的丈夫是从事制造业或服务行业
。

按统计处 1 9 8 9年 9 月有关雇员薪酬的统

计资料显示
,

男性非生产性工作雇员的月薪的中位数是 5 4 7 6元
,

而男性生产工作雇员的月薪

的中位数是 5 0 7 0元
。

如果我们将男性的收入以 5 0 0 0元至 5 5 0 0元为中间数
,

则发现 4 1%被访者

的丈夫的收入是低于此数
,

而另外 33
,

4%是高于此数
。

虽然被访者丈夫的收入分布尚算平均
,

但当我灯比较丈夫收入及被访者家庭总收入时
,

则可发现丈夫收入其实是占家庭收入的绝大

部分
。

另一方面
,

被访家庭以 4 人至 5 人家庭为主 (占76
.

3% )
,

因此相信这等家庭都是育有

年幼子女或老人家
。

若以一个收入位于中间数男性
,

而需供养 2 或 3 名家人
,

财我们可以相

信被访者家庭仍是属于低收入家庭
。

外发工作种类繁多
,

就以成衣业为例
,

亦有很多不同的外发工种
。

本项调查所接触到的

成衣外发女工
,

多是从事一些简单但工资较低的工序
。

部分女工专负责剪线头
,

也有部分是

做 T 恤的扯线工作
。

总体而言
,

被访女工的工作内容是较为低技术及琐碎
。

如果将外发工的收入与工厂工人相比较
,

则可发现外发工的收入远远低于工厂工人
,

但

这到底是由于外发工人工作时间较短
,

抑或是 由于外发货品的价格较低? 一

就以制衣业来说
,

按统计处 1 9 8 9年所公布的雇员薪酬统计资料显示
,

制衣业女工的平均

日薪以
“
特别机械操作员

”
最高

,

每天 1 63 元 (港元
,

下同 )
,

又 以剪线头工人最低
,

平均

每天 77
.

7元
。

’

以每天 8 小时工作计算
,

收入最低的制衣业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是 9
.

6 元
。

另一

方面
,

如果将调查中的制衣业外发女工的收入与工时作出计算
,

则可发现她们平均每小时的

收入是 4
.

23 元
,

标准偏差是 2
.

5
。

从 这 些 数字可见
,

制衣业 外发工的价格还不及最低工资

的厂内工人的一半呢 ! 虽然
,

外发工在工作的时候往往不能专注
,

因此工作效率确会比工厂

工人低
,

但一方面
,

不少夕碳工其实是干着车衣及包装等较高价格的工作
,

而厂内车衣工人

的时薪实际上是高于 9
.

6元
,

另一方面外发工更需负担生产上的电费
、

工具等费用
,

因此她们

的实际工资比表面上的数字更低
。

肋
。
6%被访者每夭用 5 至 7 小时做外发工作

。

有不少被访者每天工作 8小时或以上 ( 29
.

7

% )
,

更有部分被访者表示每天工作 11 小时或以上
。

因此很多任外发工的妇女的工作时间实

际并不比全职工人为低
。

除此之外
,

很多妇女都需要利用晚上时间从事外发工作
。

被访者中有朋%表示她们都会

在晚上工作
,

部分更经常工作至深夜才休息
。

事实上
,

很多外发工妇女
,

在 日间都忙于打理

家务和照顾子丸 所以在晚上丈夫及子女都已入睡时
,

才是她们工作时间
。

因此可见外发女

工其实是担当双重职务
,

在处理繁琐的家务之余
,

她们还得利用仅有的休息时间从事外发工

作
。

许多外发女工并没有每星期的休息日
。

37
` 7%被访女工在最近一个星期 日有开工做外发

,

而且工作时间并不比平时短
。

按照香港劳工法例规定
,

女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应在 8 小时之内
。

并且每星期有一天体息

日
,

faJ 时女工的工作时间须在早
.

上 7时至晚
.

七n 时以内
,

所以可以免除夜间工作
。

但按本项调
.

查

资料显示
,

外发女工的工作时间远远超出劳工法例的规定
,

很多外发女工都得在深夜工作
,

而



且每星期工作 7 天
,

并没有得到适当的休息时何
。

由子工资偏低
,

而且薪金是按件计
,

部分

外发女工只得延 长工作时间
,

以赚取更高的工资
。

另外
,

每当雇主要求提货时
,

女工便得日

以继夜地工作
,

以完成指标
。

由于女工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
,

所以她们会顺从雇主在工作

上的要求
。

雇主一般都会在赶货时才会将工作外发
,

而当厂内人手足以完成生产时
,

他们更不会外

发工作
。

74
.

4%被访者是到邻居或居所附近取货及交货
,
但亦有不少外发女工需自行到工厂取货

( 2 5
。
5写 )

。

由于外发工作多是透过中间人分发
,

因此很多女工都不知道货物是来自那间工厂
,

她们

多是跟一些判头接触
,

而有些判头只是定时将货物送到她们的居所附近
,

因此
,

当遇到未付

酬或迟付酬时
,

她们也不懂得如何追讨
。

`

一般外发女工都没有工资以外的津贴或保障
。
只有 .1 3%被访者表示她们得到花红

。

另外

有 6名被访者 ( 3
.

9% )表示她们有得到特别津贴
,

另外两名由于在某工厂 曾任全职工人多年
,

所

以当她们转作外发工时
,

该雇主亦同意给予她们有薪假期作为福利
。

至于工伤意 外 赔 偿方

面
,

则投有女工表示雇主有为她们提供此项保障
。 2 3

.

8%被访女工表示曾经因工受伤
。

但估

计曾经因工伤的女工应不止此数
。

原因在于许多女工都以为受伤致残才属工伤意外
,

所以虽

然有部分女工曾受到较轻微的工伤意外
,

例如
,

被车针刺伤
,

或被烫伤
,

当问及她们曾否因

工受伤时
,

她们仍会回答说
“ 没有

” 。

但纵使因工受伤
,

外发女工是无法得到任何的保障
,

工伤意外的后果完全由外发女工承

担的
。

5 8
.

2%被访女工都置有工作用的机器
,

其中63
。
4%女工需自资购买机器

,

只有 23 .2 % 由雇

主提供
`
同时

,

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开支
,

例如电费等
,

亦多是女工支付
。

因此在整个生产过

程中
,

雇主实际
.

上是将部分生产费用转嫁到了外发女工身上
。

二
、

当外发工的原因及对家庭和自身的影响

香谁夕二星二全些男里丝竺的丝会」此在家庭的角色分工之下
,

主持家务及照顾予女等

职责往往都落在妇女身上
,

这种传统的观念亦使妇女不得不接受自己在家庭的角色 另一方

面
,

香港的社会服务亦未能减轻妇女在家庭内的职责
,

现时的托儿服务异常不足
,

私人开办

的托儿所费用
,

非常昂贵
,

所 以许多妇女在生育儿
一

女之后
,

由于找不到人家代为照顾
,

惟有

把工作辞掉
,

在家中照顾子女
。

对于低下阶层来说
,

丈夫的收入往往不足 以维持整个家庭的开支
,

所以妇女当外发工作

便成为一种权宜的做法
,

一方面妇女可留在家中照顾家庭
,

另一方而亦可帮补家庭经济
。

调查 中显示
,

被访女工当外发工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已留在家中照顾家庭 ( 8 .6 5% )
,

方便照顾子女 ( 8 4
.

。% )
,

及帮补家庭经济 ( 69
. 9% )

。

另一方面
,

社会上仍有很多人认为

妇女当外发工只不过打发空余时间
,

本项调查中只有少部分女工是为打发时间而 当 外发工

( 3 1
.

3% )
,

而表示喜欢外发性质工作的女工更少 ( 12
.

3% )
。

9 3
.

1%被访者有 12 岁或以下 }

的子女
,

可见照顾子女是妇女选择做外发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

另一方面
,

有两名或以上年幼

子女的被访妇女占84 %
,

她们并表示这些子女都是由她们主要负责照顾
。

事实上
,

部分妇女



生育第一名孩子后
,

还可以找到亲人代为照顾
,

但当育有两名或以上年幼子女时
,

就很难

找到其他人代为照顾
,

而找人 代为照顾的费用亦相当昂贵
。

因此
,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

妇

女的唯一选择就是辞掉工作
,

留在家中照顾子女
。

虽然任职外发工的收入微薄
,

但仍是家庭收入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

3 6
.

3%被访者的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成至两成
,

而 3 6
.

3% 的收入 更 占家 庭总收入的 两成以上
。

另一方面
,

4 6
.

5%表示她们将全部收入用于家庭开支
, 2 7

.

1%表示大部分收入用于家庭开支
。

因此可见

外发工作对很多妇女来说
,

是维持家庭开支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

由于外发女工以家居工作为工作场所
,

所以她们家中都积堆着各种工具及货物
,

无形中

作了一个小型货仓
。

被访者中有 2 4
.

9% 表示货物占用家庭空间问题严重
。

同时
,

这些货物所产生的毛尘及气味亦将影响室内空气
。

问题较严重的是纺织
、

成衣及

塑胶的女工
。

塑胶及皮革业女工中有 37
.

5%丧示问题严重
,

而成衣女工中亦有 2 0
.

1%作上述

表示
。

此外
,

三名纺织女工中
,

亦有两名表示问题严重
。

再
,

本项调查显示 4 1
.

3%
一

女工家中置有工作用的化学品
,

但按估计
,

家中存放有化学品

的女工应更多
,

因为很多妇女都没有注意到天那水
、

车油等都属于化学物品
。

18
.

8%女工表示化学品所发出的气味影响严重
。

另一方面
,

化学品对人身健 康 构 成 危

害不容忽视
,

由于女工一般都育有年幼子女
,

这些化学品和外发女工家中的缝纫机
、

衣车
、

啤机等工具
,

都是家居中潜在的危险因素
。

调查资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

妇女选择当外发工的主要原因是照顾家庭子女
,

但却

有部分女工表示外发工作令 自己没足够时间照顾子女及 处理家务
。

被访女工中有 3 8
.

5%表示

工作令 自己照顾子女方面有些影响
,

而另外有 5
.

4%表示影响严重
。

此外亦有 3 3
.

3 %女工表

示外发工作对 自己在处理家务上有些影响
,

更有 6 %表示影响严重
。

有部分女工表示外发工作影响 自己与丈夫及子女之沟通
,

其中19 %表示与子女之沟通有

所影响
, 4

.

8%表示影响严重
。

在各项工作条件中
,

最多被访者表示付酬期准一项感到满意及很满意 ( 6 3
.

5% )
,

其次

是取货及交货方法 ( 5 3
.

4% )
。

由于很多被访者都是到邻居处交收或发货人送货到附近
,

所

以取货及交货都尚算方便
。

事实上
,

取货方便亦是促使部分妇女担当外发工作的原因之一
。

另一方面
,

最多被访者表示不满及很不满的项 目是工作福利 ( 84
.

8% )
、

其次是工作不

稳定 ( 4 6
.

3% )
、

及工资 ( 33
.

4% )
。

现时外发工福利保障与厂内工人相去甚远
。

外发工是

完全不受劳工法例保障
,

绝大部分的外发工都没有工资以外的附带福利
,

更没有工作保障
。

另一方面
,

外发工作颇不稳定
,

在淡季时往往是首当其冲
,

她们的收入也因此大受影响
。

因

此工作不稳也令不少外发女工感到不满
。

社会土很多人对外发工的印象是她们生活悠闲
,

以为她们只是在处理完家务以外的空余

时间内干点生计
,

以打发时间及赚取金钱
,

但本项调查却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

外发工其实面对着双重职责
,

一则要妥善照顾丈夫及子女的需要
,

另一方面要完成工作
_

匕的指标
,

这双重职责为她们带来颇大的生活压力
。

被访女工中占6 8
.

7%表示经常或有时感

到身心疲累
,

而另外有 6 6
.

9% 表示经常或有时感到工作紧张
。

部分外发女工在平衡家庭及工作两方面的角色感到困难
。

50
.

3%被访妇女感到难于分配

工作及家务时间
。 5 8

.

2%被访者经常或有时感到生活呆板
。

她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家务

及工作所占据
,

可以供自己消遣的时间可谓很少
。

一般工厂工人都可以有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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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但任职外发的妇女每天都得面对循环不息的家务和工作
,

有部分妇女在星期日也得如常工

作
,

致使她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呆板
。

被访女工中有 6 0
.

5%经常或有时感到自己没有空闲时间
。

三
、

总结及建议

不少人以为香港作为一个工业化社会
,

不论在科技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
_

卜
,
已逐渐和先

进工业国家看齐
,

香港的受薪阶级
,

尤其是从事制造业的
,

也被认定为因着整休经济增长而

有所受惠
,

他们的生活水平 已经提升了不少
。

但是
,

这样讲法似是而非
,
实际

_

h
,

统计处数

字显示
,

不论是整体还是制造业
,

实际工资增长并不及表面工资的增加速度
,

而在 1 9 8 7年至

19 8 8年间
,

更呈现下降
。

这说明香港工人的收入并未得到多大的改善
,

再加上香港现有的劳

工保障及社会保障
,

在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下
,

十分有限
,

只为一些在紧迫关头
,

有需要

的人提供援助
,

更逞论对妇女有一套完整的福利政策
。

在这种情况下
,

处于低收入家庭的妇

女劳工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当家庭在安排性别分工时
,

决定谁出外就业
,

谁在家中照顾子女
,

料理家务
,

表面看来是

由于男性一般薪酬比女性高
。

统计数字显示虽然男女雇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及每月的工作日数

差甚微
,

但不论以 日薪或月薪计算
,

女性的薪金都较男性为低
,

自然
,

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挤

收益
,

男的出外就业
,

女的顺理成章的留在家中打理家事
,

照顾子女
。

但这种性别分工
,

背

后更重要的支配因素是香港社会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 ; 料理家务

,

照顾

子女起居饮食
,

以家庭为重是
“
女主内

” 这观念赋予妇女的角色
,

一般人仍然认为母亲是看

护幼儿
、

管教儿女的最佳人选
。

如此
,

低收入家庭的妇女便承受着双重的担子—
既要扮演

其性别角色的职责
,

不能出外工作
,

但又要补足因丈夫收入不足 日渐增大的家庭开销
。

低收

入家庭的妇女身处于这夹缝中
,

从事外发工作是已婚妇女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
,

因为这种工

作容许他们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

既可解决照顾子女的间题
,

又可增加家庭收入
。

家庭的状况迫使妇女劳工以当外发工来缓和她 自身的角色冲突 ; 另一方面
,

香港的工业

结构促成妇女劳工成为
“ 边缘劳工

” ,

而又以外发女工为边缘
。

香港的制造业以小型工厂占

绝大多数
,

雇用 50 人以下的工厂占工厂总数 9 成以上
。

这类工厂的订单来源不稳定
,

一方面

是香港的出口国家的市场变化不定
,

再其次是其他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及保护主义

的浪潮
,

再加上小型工厂的订单
,

多是从大厂中判出来的
。

19 8 7年香港总商会对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

雇用一百至 5 百人的大型工厂
,

不少都与

中小型工厂有外判 ( S曲OC n tr ac it n g ) 的关系
,

而其中又 以成衣业最为显著
。

这个研究亦同

时对 2 90 间小型工厂进行调查
,

发现接近 5 成的工厂主要订单 来源是外 判工作
,

外发女工正

好为这类工厂提供他们所需的劳工
。

当工厂缺乏劳工时
,

她们便迅即被动员起来投入生产
。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外发女工只比工厂内工作的女工更边缘
、

及遭到更严重的剥削
,

除

了现行雇用条例 并 不 惠 及她们外
,

更因为在提供工作上
,

她们并不如在厂女工会被优先考

虑 , 而更容易为一般人所忽略
,

是她们自己购买所需的生产工具
,

并因着工作是在家中进行
,

无形中为厂方节省了厂房的空间
、

电力供应等
,

这些原应属于厂方承受的生产成本
,

都在不

知不觉中
,

一一转嫁到外发女工家去
,

由她们的家人来承受
,

尤其在香港普遍居住环境狭窄

情况下
,

这问题就更严重
。

外发工这问题必须置于整个香港经济结构来看
,

她们为制造业提供了一定的适应力及动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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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使香港经济重要的一条支柱能面对变化不定的经济环境 , 而外发女工又为香港不少低收

入的家庭提供另一收入来源
。

外发工既然能为香港的制造业起缓冲作用
,

但却一直被公众人

士忽视
,

甚至从事争取劳工权益的团体
,

亦因为外发工并非正式雇用关系
,

在讨论劳工法律

保障时
,

他们都不被关注
,

不被纳入讨论的议程当中
。

1 9 6 9
、

1 9 7 9年
,

国际劳工组织 ( I L O ) 达成各种协议
,

针对外发工及其组织类似的工作
,

提出改善方法
,

以保障外发工人的利益
。

当
“
香港劳工短缺

、

必须输入外地劳工
”
这一说法仍未完全平息下来

。

一大批曾为香港

经济成长作出贡献
,

却因为性别角色的观念及厦乏的妇女服务
,

已变成一种边缘的后备的廉

价劳工
,

其应有的社会法律地位未被正视
,

这个情况实在有待改善
。

因此
,

政府应立例保障外发工的权益
。

同时
,

工会是代表工人权益的组织
,

因此各行业

工会也应当关注其行业外发工的情况
。

具体建议如下
:

1
.

托儿服务
。

子 女照顾间题是促使妇女选择外发工作的主要因素
,

所以政府应提供适

当的托儿服务
,

以解决妇女后顾之忧
。

同时
,

现时政府是按各区人口 比例而提供一定的托 J L服务
,

但由于各区人 口结构不同
,

一些新市镇多是以小家庭为主
,

他们对托儿服务的要求也较大
。

因此
,

政府应弹性处理幼儿

服务分配之比例
,

按各地区的人 口结构而定
。

2
.

立例保障
。

现时香港的劳工法例并不适用于外发工
,

因此外发工不能享有一如其他雇

员般的福利
,

即使遇上工场意外或破产欠薪等事宜
,

他们也不能按雇用条例进行追讨
,

面对

这种情况
,

政府应正视外发工的间题
:

( 1 ) 倘若外发工因工受伤
,

她们应当得到赔偿
。

但由于有部分外发工是从多判头处取

货工作
,

因此在工伤的情况下
,

很难确定应向哪名雇主进行追讨
,

加上外发工作中判头制盛

行
,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设立外发工基金
,

用此支付外发工在伤病假期间的薪金及应得的伤残

赔偿
。

( 2 ) 外发工应被纳入劳工保障范围内
,

她们应当与其他雇员享有同等的劳工福利
。

( 3 ) 政府应尽速成立负责小组
,

研究具体保障外发工的劳工法例
,

以改善现时外发工

人全无保障之情况
。

( 4 ) 长远来说
,

香港应当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

而外发工亦应 可参与社会保障计

划
,

使她们在伤
、

病
、

失业等情况下
,

亦能获得基本的保障
。

3
.

工会
。

现时香港的工会多集中关注全职工人的福利
,

外发工的权益普遍地受到忽视
。

因此
:

( 1 ) 工会应多关注其行业外发工的工作情况
,

并为她们争取有关的权益及福利
。

( 2 ) 工会须积极鼓励外发工参加其行业之工会
,

以凝聚她们的力量
,

争取合理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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