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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僱員補償是保險的一種，為在

工作中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現金福利、醫療護理及職業

康復服務，以及為致命職業意外個案的死者家屬提供遺屬福利。 1 
 
1.2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15 年進行一項研究，調查範圍涵蓋全球
169 個地方，包括香港，這些地方均設有法定僱員補償制度，以
保障僱員。 2 當中 138 個地方 (佔總數 82%)訂立的制度只規定
僱主須承擔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責任，而未有規定僱員須作任何

供款。 3 此外， "中央補償計劃 "是各地僱員補償保險計劃的主流，
在調查涵蓋的地方中，有 72%選擇由政府成立和管理這類保險
計劃。至於調查涵蓋的其他地方，例如香港，則規定僱主須在私營

保險市場投購保險。  
 
1.3 在香港，透過現行私營保險市場提供僱員保障是否足夠的

問題，備受市民關注，因此社會一直討論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的

事宜。據政府所述，由於 "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的成本效益未明 " 4，

故不應作出重大改變。此外，鑒於僱員補償業務在一般保險業務佔

龐大比重，如把現行制度轉變為中央基金， "會對所有承保一般
業務的保險公司及其僱員構成嚴重影響 " 5。  
 
  

                                           
1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b)。  
2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7)。  
3 在調查中，亦有地方採用由僱傭雙方共同供款的計劃 (28 個地方 )、只由僱員
供款的計劃 (1 個地方 )，或完全由政府資助的計劃 (2 個地方 )。  

4 請參閱 GovHK (2012)。  
5 請參閱 Official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0) 19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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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梁耀忠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旨在

研究澳洲昆士蘭和日本的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昆士蘭獲選定為研究

對象，因為當地實施的中央僱員補償制度覆蓋全面，而且其協助

僱員傷癒後重投工作的措施亦見成效。與此同時，日本的中央僱員

補償制度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制度之一。更重要是，日本政府設立

了 39 間專門治療受傷僱員的醫院，提供各種全面服務，包括醫療
診斷、護理照顧和康復服務。本資料摘要首先概述香港的僱員補償

制度，繼而討論昆士蘭和日本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的主要特點。 6

此外，附錄載有列表，比較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

運作詳情。  
 
 
2. 香港  
 
 
2.1 香港於 1953 年 7 制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設立
不論過失及無須供款的僱員工傷補償制度。該條例就僱員因工及在

僱用期間遭遇意外而引致的受傷和死亡個案，訂明僱傭雙方的責任

和權利，並同時適用於由指明職業病引致的個案。  
 
2.2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主須向因工及在僱用期間遭遇

職業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的僱員支付補償，不論僱員在意外發生時

有否犯錯或疏忽 (即 "不論過失制度 ")。為確保僱主有能力補償受傷
僱員，僱主須向私營保險公司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涵蓋僱主在該

條例及普通法下經法庭裁定須承擔的任何法律責任。 8 
 
  

                                           
6 本資料摘要僅研究為因工受傷僱員提供的僱員補償。  
7 根據 Ng (2015)及 HKU (1996)，《僱員補償條例》 (前稱《勞工補償條例》 )改編
自 英 國 的 《 1925 年 勞 工 補 償 法 令 》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1925)。
《 1925 年 勞 工 補 償 法 令 》 其 後 由 《 1946 年 國 家 保 險 (工 業 損 傷 )法 令 》
(National Insurance (Industrial Injuries) Act 1946)取代，但香港至今仍沿用 1953 年的
"舊 "制度。  

8 受傷僱員如已用盡一切法律及財政上可行的方法，仍未能向僱主或相關保險

公司取得補償，可向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申請補償。該基金的經費來自所有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保 單 的 保 費 徵 款 。 請 參 閱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ssistance 
Fund Boar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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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僱員補償條例》自 1953 年制定以來，曾作出多次
修訂。 9 該等修訂大部分圍繞應付予受傷僱員的補償金額，而僱員
補償制度的基本原則和運作則大致不變。隨着勞動市場情況轉變，

社會關注到在現有法例框架下為僱員提供的保障是否足夠，特別是

鑒於下文論述的制度保障範圍和局限。  
 
 
制度保障範圍  
 
2.4 現時，《僱員補償條例》適用於所有根據僱傭合約或學徒

訓練合約受僱的全職或兼職僱員。由香港僱主在本港僱用，而在

外地工作時因工受傷的僱員亦受保障。然而，該條例現時尚未涵蓋

若干範疇／僱員，例如：  
 

(a)  往返工作地點途中：根據該條例，僱主無須就僱員以
乘客身份往返工作地點途中遭遇的意外負上補償責任，

除非有關交通工具由僱主運作或安排及非公共交通

工具；及  
 
(b) 外發工及臨時僱員：該條例不適用於在家工作的人士

(即外發工 )及臨時僱員 10。私營保險市場現時未有向

這類人士提供自行承保的僱員補償保險產品，他們只能

投購保費較高的個人意外保險。  
 
 
制度局限  
 
2.5 現行僱員補償制度的法律框架自 1953 年制定以來，一直
變動不大。有意見認為現行制度未能配合社會發展 11，這可見於

各方持份者就下列範疇所提出的種種關注：  
 
(a) 投購保險的問題： 2017 年各行業的平均保費率相等於
僱員工資的 0.5%，然而，部分僱主由於業務的工作
性質屬高風險及有申索僱員補償的紀錄，因而在投購

僱員補償保險時遭拒或須付高昂保費 (潛水行業為最高

                                           
9 該條例自 1953 年制定以來曾修訂 89 次。請參閱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8)。  
10 例外情況適用於以下類別的臨時僱員：擔任兼職家務助理、受僱從事僱主的
本業或業務，或經由會所聘用或支薪而受僱從事任何遊戲或康樂事務。  

11 例子可參閱 HKU (2016)及 SCMP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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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行業，相關保費率高達 81.7%) 12。他們只能向

香港保險業聯會設立的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申請投保 13；  
 
(b) 勞工處的角色有限：勞工處一般會介入僱主和僱員有
爭議的工傷個案。該處會研究有關個案，向僱傭雙方

解釋《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並就個案屬工傷的可能

性向雙方提供意見。然而，勞工處未獲賦權就涉及工傷

補償的勞資糾紛作裁決。如個案未能解決，有關僱員

有權入稟法院尋求判決，勞工處會協助僱員向法律

援助署申請法律援助；  
 
(c) 《僱員補償條例》未有訂明康復安排：如上文所述，
國際勞工組織認為對因工受傷的僱員提供的補償不應

僅限於經濟支援，亦應包括醫療及職業康復服務，協助

僱員重投工作。在香港，《僱員補償條例》未有訂明

康復服務的安排，只依靠一個由勞工處與保險業界合作

推出的自願復康計劃，轉介受傷僱員接受職業康復

服務。 14 有意見認為，在自願計劃下，不少個案未有
轉介接受職業康復服務，導致僱員重投工作的情況有欠

理想 15；  
 
(d) 難以評估精神創傷及過勞致死：受傷僱員須證實因工
遭遇的意外與其所受的精神創傷有關，方能獲得補償。

據政府所述 16，就與工作相關的精神創傷個案而言，

由於有關病徵一般在意外發生後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要證明相關個案並不容易。僱主向勞工處呈報工傷個案

時，可能並未察覺僱員的整體受傷情況。至於過勞致死

的個案，現行僱員補償制度則未有涵蓋有關情況。

                                           
12 然而，私營保險公司在 2017 年整體錄得 5.41 億港元的承保虧損。請參閱

Insurance Authority (2018)及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Residual Scheme Bureau 
(2017b)。  

13 僱員補償聯保計劃於 2007 年實施，為難以投購僱員補償保險的僱主提供
後援市場，申請資格是 (a)僱主曾被最少 3 間保險公司拒絶其投保申請；或
(b)即使保險人接受承保，但保費報價較聯保計劃所訂高風險行業的相關
保費率基準高出 30%或以上。請參閱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Residual 
Scheme Bureau (2017b)。  

14 參與計劃的保險公司會選擇合適的工傷個案，主動聯絡受傷僱員，並邀請
他們參加計劃。  

15 請參閱 Kwok (2011)。  
16 請參閱 GovHK (2010)。  



5 

政府認為這個課題甚為複雜，難以確定工作量或工作

壓力是否導致僱員在工作期間突然死亡 17；及  
 
(e) 依賴《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進行判傷：僱員補償評估
委員會 18 負責評估受傷僱員永久完全或部分喪失賺取
收入能力的程度，而應付予僱員的補償金額會按此

釐定。判傷以《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為依據，當中
載有不同損傷導致僱員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 19 
附 表 1 列 出 的 48 類 損 傷 及 相 應 導 致 僱 員 喪 失

工作能力的百分率，是現時唯一可供評估人員參考的

判傷依據。至於並無指明百分率的損傷類別，會盡量

參照附表 1 判傷。  
 
 
3. 澳洲昆士蘭  
 
 
3.1 澳洲的僱員補償制度源自 19 世紀英國法例。 20 當地制度
的基本原則是僱主應該承擔聘用僱員的 "全部開支 "，包括工傷相關
的開支。 21 雖然澳洲 8 個省和領地各有本身的僱員補償法例，但
各地制度均貫徹結合補償與康復的共同原則，為受傷僱員提供經濟

支援及協助其重投工作。  
 
3.2 澳洲所有司法管轄區均採用 "不論過失 "的僱員補償計劃，
不論工作間發生的意外是因誰或因何而起，僱員均有權申領法定

補償。僱主須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涵蓋其對受傷僱員或須承擔的

法律責任。昆士蘭、維多利亞及南澳省推行中央僱員補償制度，而

其他省份和領地則規定僱主須向私營保險公司投購保險。  
 
  

                                           
17 請參閱 GovHK (2018)。  
18 如工傷事故相當可能會引致受傷僱員永久完全或部分喪失工作能力，個案將
轉介僱員補償評估委員會。委員會須由以下人士組成： (a)  2 名為註冊西醫、
註冊中醫或註冊牙醫；及 (b)  1 名高級勞工事務主任或勞工事務主任。  

19 例如，自肩以下起喪失手臂及一目失明分別等同喪失 75%及 50%賺取收入的
能力。  

20 在制度實施前，受傷僱員要獲得補償，只能以普通法控告僱主疏忽。  
21 根據澳洲政府，工傷指因工而引致的 "各類身體損傷、毛病、疾病和損傷
舊患惡化或加劇的情況 "。請參閱 Safe Work Australi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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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昆 士 蘭 透 過 《 2003 年 僱 員 補 償 及 康 復 法 》

("《昆士蘭法例》 ")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ct 2003)及
相關的《 2014 年僱員補償及康復規例》 ("《昆士蘭規例》 ")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Regulation 2014)在全省實施僱員
補償計劃。《昆士蘭法例》訂立了昆士蘭管理僱員補償及康復事宜

的法律框架，而昆士蘭規例則訂明有關計劃在保險、補償、康復、

損害賠償及開支方面的運作細節。  
 
3.4 當 地 根 據 《 昆 士 蘭 法 例 》 設 立 昆 士 蘭 僱 員 保 險 局

(WorkCover Queensland) 及 僱 員 補 償 監 管 處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ulator)，並賦予下述角色及責任：  
 

(a)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是政府轄下的獨立法定機構，職責包
括 (i)以當地唯一公營保險機構的形式運作，承保僱員工
傷保險； (ii)如僱主有僱員因工受傷，就有關僱主所須
承擔的責任向其提供意見；及 (ii i)審視昆士蘭工商界的
情況，確保工商企業投購足以保障其僱員的保險；及  

 
(b) 僱員補償監管處由昆士蘭政府委任，職責包括 (i)釐定保
費率； (ii)監管僱員補償制度； (ii i)解決僱員補償爭議；
(iv)提供公眾教育，推動僱主和僱員認識有關制度；及
(v)提供康復諮詢服務。  

 
 
3.5 《昆士蘭法例》作為昆士蘭僱員補償制度的基礎，自

1990 年 以 來曾作 多項 重大 修訂 。 22  下 文概 述當 地現 時根 據
《昆士蘭法例》推行僱員補償制度的主要特點。  
 
 
制度保障範圍  
 
3.6 昆士蘭實施全面的僱員補償制度，範圍涵蓋旅程補償申索

及外發工／臨時僱員。  
 
 
  

                                           
22 這些修訂包括 (a)於 1990 年引入康復計劃； (b)於 1996 年及 2003 年分別設立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及僱員補償監管處；及 (c)於 2015 年廢除僱員申索損害
賠償的 5%永久損傷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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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補償申索  
 
3.7 如僱員在以下旅程途中受傷，可根據《昆士蘭法例》

第 35 條獲得補償：  
 
(a) 往返住所與工作地點；  
 
(b) 往返住所／工作地點與業界、技術培訓或其他培訓
機構，而僱員是根據聘用條款或在僱主期望下參與有關

培訓；  
 
(c) 若僱員正接受工傷補償，而須往返住所／工作地點與
另一地點，以接受醫療或醫院診斷、照顧或治理；接受

康復服務；接受醫療檢查；或領取補償款項；及  
 
(d) 往返一名僱主的工作地點與另一名僱主的工作地點。  

 
 
外發工及臨時僱員  
 
3.8 在昆士蘭，僱員補償制度適用於按服務合約受聘工作的

僱員，並涵蓋外發工及只會短期受聘於公司工作的僱員 (例如
臨時、兼職及季節性僱員 )。  
 
 
制度覆蓋全面  
 
3.9 昆士蘭僱員補償制度的另一特點是覆蓋全面，包括：所有

僱主可獲承保；僱員補償監管處覆檢申索事宜的角色；永久損傷

評估指引的頒布；強制性的康復計劃；以及廣泛涵蓋多種與工作

相關的精神創傷。  
 
 
所有僱主可獲承保  
 
3.10 在昆士蘭，昆士蘭僱員保險局是當地唯一的公共保險

機構，履行類似於私營僱員補償保險公司的職能。根據中央僱員

補償制度，昆士蘭僱員保險局為大部分僱主 (甚至是高風險行業的
僱主 )承保，以覆蓋僱主如有僱員遭遇工傷事故，其所須承擔的
法定及損害申索賠償。此外，在昆士蘭聘用最少 2 000 名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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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機構可自行承保。選擇自行承保的機構如證明本身具有足夠

財力，便可自行為僱員提供意外保險，而無須向昆士蘭僱員保險局

投保。 23 
 
 
僱員補償監管處覆檢申索事宜  
 
3.11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為聘用當地僱員的企業承保，而僱員

補償監管處則負責監察僱員補償制度。具體而言，後者負責覆檢與

申索相關的決定，並處理根據《昆士蘭法例》第 13 章提出的
上訴。僱傭關係辦公室 (Offic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4 獲轉授執行這項
職能，該辦公室獨立於昆士蘭僱員保險局及自行承保的機構。僱員

或申索人如不滿意保險局或自行承保的機構就申索所作的決定，可

向僱傭關係辦公室申請覆檢。  
 
3.12 有關的覆檢服務屬免費提供。如僱員／申索人對僱傭關係

辦公室的覆檢決定有所爭議，可進一步向昆士蘭僱傭關係委員會

(Queensl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提出上訴。該委員會是當地
獨立的審裁機構，旨在調解及仲裁勞資事宜，包括就僱傭關係

辦公室的覆檢決定作最終裁決。  
 
 
永久損傷評估指引  
 
3.13 僱員補償監管處頒布了一份 103 頁的《永久損傷評估
指 引 》 ("《 昆 士 蘭 指 引 》 ") (Guidelines for Evaluation of Permanent 
  Impairment)，在僱員補償方面用作評估永久損傷的程度。 24F

25 在評估
永久損傷個案時，《昆士蘭指引》旨在供已受訓進行永久損傷評估

的判傷醫務人員用作參考指引，確保採用客觀、公平和一致的方法

來評估損傷程度。判傷醫務人員擬備的永久損傷評估報告須準確、

全面及公正，內容包括：  
 
  

                                           
23 請參閱 Business Queensland (2017c)及 Safe Work Australia (2014)。  
24 僱傭關係辦公室是政府機構，負責協調及規管昆士蘭的工作場所健康與
安全、電力安全及僱員補償監管事宜。  

25 《昆士蘭指引》所載的方法主要以美國醫學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
《永久損傷評估指引》 (第五版 )  (Guides to the Evaluation of Permanent Impairment 
(Fifth Edition))為準，這是全球最具權威及最廣泛用於評估永久損傷的指引。
請參閱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ulator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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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僱員病歷；  
 
(b) 臨床評估的詳細資料，例如肢體移動幅度、神經系統的
評估結果和任何相關診斷資料；  

 
(c) 評估傷勢是否穩定和不變，因為只有穩定和不變的損傷
才可獲考慮評定為永久損傷 26；  

 
(d) 評估方法；  
 
(e) 根據個人整體損傷程度的概念 27，列明永久損傷性質

(描述與工作相關的醫療損傷 )及經計算的永久損傷
程度 28；及  

 
(f)  任何其他有關評估損傷的事宜。  

 
 
強制性康復計劃  
 
3.14 根 據 《 昆 士 蘭 法 例 》 ， 僱 主 須 委 任 康 復 及 重 投 工 作

協調主任，以協助為受傷僱員安排各項康復及復工計劃。 29 受傷
僱員須參與有關康復計劃，否則或須暫停領取補償款項。  
 
3.15 為協助受傷僱員繼續工作或適時重投工作，僱主亦須

(a)制訂重投工作計劃，按需要改動工作間的布局和調節相關僱員
的職務；及 (b)設計合適的職務計劃，指派受傷僱員擔當有別於其
慣常職務的工作，讓僱員在康復期間亦可留在工作間擔任職務。   

                                           
26 要證明僱員已受永久損傷，必須由認可專科醫務人員評估僱員的傷勢。有關
評估只能在傷勢穩定後進行，即傷勢已有最大改善，而日後惡化的機會

不大。  
27 根據個人整體損傷程度的概念，補償金額會按受傷僱員任何身體部位、
系統或功能所受的永久損傷對個人整體的永久損傷程度而釐定。請參閱

Comcare  (2016)。  
28 《昆士蘭法例》規定，如受傷僱員被評為承受不高於 20%的永久損傷，則
僱員須決定接受一筆過補償款項，抑或申索普通法損害賠償。如僱員被評為

承受高於 20%的永久損傷，則有權同時接受一筆過補償款項，並循普通法
程序申索損害賠償。請參閱 WorkCover Queensland (2017b)。  

29 協調主任的職能包括 (a)就康復及復工計劃設計合適的職務項目，並按需要
諮詢僱員、僱員的僱主及診治僱員的醫生； (b)監察及確保工作計劃符合當前
的醫生證明書或僱員傷勢報告的情況；及 (c)教育僱員及管理層認識工作間的
康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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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涵蓋多種與工作相關的精神創傷  
 
3.16 除與身體損傷有關或源自心理創傷的精神創傷以外，僱員

若有其他與工作相關的精神創傷，在昆士蘭同樣可獲得補償。 30 
由於要證明與工作相關的精神創傷個案存有困難，《昆士蘭指引》

詳列各項評估精神科相關創傷的指引。 31 精神障礙引致的行為
問題可劃分為 6 個評估類別，各自涵蓋一個功能障礙範疇，分別為
(a)自理能力和個人衞生； (b)社會和康樂活動； (c)出行； (d)社交
能力； (e)專注力、持久力和認知速度；及 (f)就業能力。每個範疇
的損傷會以等級描述，按損傷程度評為第 1 至第 5 級。第 1 級代表
無損傷或輕微損傷，第 5 級代表完全受損。  
 
 
昆士蘭僱員補償制度的成效  
 
3.17 向 昆 士 蘭 議 會 提 交 的 《 審 計 總 長 報 告 》 (Auditor-General 
Report to Queensland Parliament)在結論中指出，在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下，昆士蘭僱員保險局已實現 "在僱主承擔最少開支下，支援受傷
僱員重投工作 "的目標。 32 根據昆士蘭僱員保險局 2016-2017 年度
的年報，該局連續 3 年保持全澳洲最低的平均保費率，僅佔薪酬
1.2%。 33,  34 另一項在 2016-2017 年度年報提述的重要表現指標
是，由於當地推行強制性康復計劃，受傷僱員重投工作的比率高達

92.5%。  
 
 
4. 日本  
 
 
4.1 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源起可追溯至 1910 年代。那時，日本
首次根據當時的《工廠法》 (Factory Act)――日本第一項勞工保障
法 例 ――要 求 僱 主 向 工 作 期 間 因 工 受 傷 的 僱 員 提 供 協 助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在 1947 年制定《勞動者災害補償
保險法》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ct) (1947 年法律
第 50 號 )("《日本保險法》 ")及《勞動基準法》 (Labor Standards Act) 

                                           
30 然而，僱員補償不適用於一般 "傷害 "，例如情感受損、情緒困擾或因歧視
引致的問題。請參閱 Safe Work Australia (2014)。  

31 請參閱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ulator (2016b)。  
32 請參閱 Queensland Audit Office (2015)。  
33 請參閱 WorkCover Queensland (2017a)。  
34 此外，樹木修剪和樹藝服務業屬昆士蘭最高風險的行業，於 2016-2017 年度
的保費率只是 9.087%。請參閱 Safe Work Australi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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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法律第 49 號 )，以保障受傷僱員。這兩項法例至今仍然
生效，成為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基礎。  
 
4.2 日本現時採用不論過失的僱員補償制度，僱主須向在受僱

工作期間受傷或患病的僱員提供補償。僱主須根據《日本保險法》

投購由政府管理的僱員補償保險， "為僱員提供所需的保險福利，
讓他們享有迅速而公平的工傷保障 "。 35 日本推行效績制度，鼓勵
僱主致力預防工傷。根據有關制度，保費率和補償金額會按工作

相關的意外數目而釐定。  
 
4.3 日本厚生勞動省 (Th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成立
勞動基準局 (Labour Standards Bureau)，以管理僱員補償保險制度和
推動受傷僱員重投工作。在日常運作方面，勞動基準局賦權各都道

府縣的 343 個勞動基準監督署 (Labour Standards Inspection Offices)執行
有關職務，包括 (a)向受傷僱員發放補償款項； (b)解決僱員的補償
爭議； (c)到生產設施進行安全巡查； (d)調查工業意外，並為避免
意外重演而提供相關意見；及 (e)教育僱主和僱員認識僱員補償
制度。  
 
4.4 《日本保險法》自 1947 年制定後，經歷了多次修訂。 36 
下文概述日本現時根據《日本保險法》推行僱員補償制度的主要

特點。  
 
 
制度保障範圍  
 
4.5 往返工作地點途中：日本將僱員意外分為 "工作意外 "和
"通勤意外 "，而通勤意外自 1973 年起納入《日本保險法》的涵蓋
範圍。 37 根據《日本保險法》， "通勤 "指僱員因工作而以合理路線
                                           
35 請參閱 Ministry of Justice of Japan (2018a)。  
36 這些修訂包括在 1972 年擴大保險保障範圍至涵蓋僱用少於 5 名僱員的私營
公司；在 1973 年擴大保險福利範圍至涵蓋通勤意外；在 1981 年制定保險
福利和損害賠償申索權利的相關規則；以及在 2001 年為工作過勞致死 (日本
稱為 "karoshi"，即過勞死 )提供補償。  

37 日本在 1947 年實施僱員補償制度時，由於當時公眾普遍認為僱主對 "道路
交通 "風險全無影響，通勤意外起初並不納入制度保障範圍。 1970 年 2 月，
在工會壓力下，當地在勞動省 (Ministry of Labour)轄下成立相關委員會。該
委員會最終得出結論，認為現代化和都市化令道路交通變得頻繁，僱員在

往返工作地點途中受傷風險亦隨之增加。因此，政府應就通勤意外提供與

職業意外一致的保障。日本於 1973 年 12 月 1 日修訂《日本保險法》，
把 僱 員 往 返 工 作 地 點 途 中 所 受 的 損 傷 納 入 涵 蓋 範 圍 。 請 參 閱

Munich Re Group (2004)及 Xi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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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工具進行的以下任何旅程： (a)往返僱員住所與工作地點或
僱主指定的地點；或 (b)往返不同工作地點。  
 
4.6 外發工及臨時僱員：日本僱員補償制度強制適用於在

《勞動基準法》規管的企業中受聘和受薪的所有僱員。不論企業

規模大小，當地制度涵蓋所有常額或短期職位的僱員、日薪僱員、

外發工及臨時僱員。  
 
 
制度覆蓋全面  
 
4.7 在日本，僱員補償制度亦提供法院以外解決申索爭議的

途徑，並設有 39 間專門治療受傷僱員的醫院，以及將精神病和
過勞死 (Karoshi) 38 納入制度範圍。  
 
 
提供法院以外解決申索爭議的途徑  
 
4.8 日本的僱員補償保險由政府管理，並由勞動基準監督署

檢視每宗申索個案，決定應付予僱員的補償金額。如有需要，

勞動基準監督署會徵詢厚生勞動省的意見。  
 
4.9 如申索人不滿勞動基準監督署的決定，可要求厚生勞動省

委 任 勞 動 者 災 害 補 償 保 險 審 查 官 (Industri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 examiner)再次審視有關個案。如申索人對審查官的決定有
爭議，可再向勞動保險審查會 (Labour Insurance Appeal Committee)提出
上訴 39，要求第三次審視個案。如申索人仍然不滿審查會的決定，

可將個案訴諸法院審理。  
 
 
設立專門治療受傷僱員的醫院  
 
4.10 在日本，受傷僱員可在勞災病院 (Rosai hospitals) 40 或其他
指定僱員補償醫療設施，免費接受醫療診斷和治療。《勞動基準法

施行規則》 (Ordinance for Enforcement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按 125 項

                                           
38 過勞死 (Karoshi)在日語的意思是工作過勞致死。  
39 勞動保險審查會的組成包括 5 名現職或前教授、2 名法官、1 名醫生及 1 名保險
業界代表。  

40 勞災病院 (Rosai hospital)在日語的意思是專門治療受傷僱員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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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將損傷分為 14 級，並規定受傷僱員的永久損傷等級須由指定
判傷醫務人員進行評估。  
 
4.11 日本政府在全國設立 39 間勞災病院，專門為受傷僱員提供
醫 療 護 理 服 務 和 推 行 康 復 計 劃 ， 並 支 援 僱 員 重 投 工 作 。 在

勞災病院，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和醫務社工組成

康復專家團隊，負責推行康復計劃。出院的受傷僱員在重投工作

前，亦會獲提供上門康復服務。  
 
 
將精神病和過勞死納入制度範圍  
 
4.12 日本將工作引致的精神病列為可獲補償的疾病，這可追溯

至 1996 年，當時法院在兩宗僱員補償申索案件的裁決中，承認
工作與精神病之間的因果關係。 41  該兩宗法院案件廣受傳媒
報道，隨後類似的補償申索個案漸多。當時勞動省 (Ministry of 
Labour)在 1999 年 9 月發表官方公告，就精神病訂定補償準則。
此項補償準則最近一次在 2010 年 12 月修訂，經修訂的版本一直
沿用至今。 42 
 
4.13 過勞死早於 1950 年代已列為可獲補償的疾病，但當地社會
批評有關的評估準則過分嚴格，有礙審批補償。然而，日本政府

要到 1990 年代中期始放寬過勞死的補償準則。在 2001 年，
最高裁判所 (Supreme Court)的一項裁決促使當地進一步修訂過勞死的
補償準則 43，而經修訂的最新版本一直沿用至今。  
  

                                           
41 該兩宗案件分別是 1996 年 3 月的電通 (Dentsu)事件 (關乎損害賠償申索 )及

1996 年 4 月加古川勞動基準監督署 (Kakogawa Labour Standards Inspection Office)
事件 (關乎就監督署根據《日本保險法》決定不批准發放補償提出的撤回
申 索 )， 法 院 在 兩 宗 案 件 中 均 判 原 告 人 勝 訴 。 請 參 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a)。  

42 最新修訂的補償準則在 2010 年 12 月公布。有關修訂放寬有關平均超時工作
時數的準則，以致構成 "繁重的工作量 "及引致可獲補償的因壓力而起的
心血管和腦血管疾病。請參閱 Cheng (2011)。  

43 在 2001 年修訂準則前，僱員只可就 "嚴重事故 "前一星期的 "過勞 "獲得補償。
在 2000 年，最高裁判所 (Supreme Court)在審理電通 (Dentsu)一案後作出裁決，
確認僱主有責任照顧其僱員的健康。在該宗案件中，日本大型廣告公司電通

的一名 24 歲僱員在自殺前，被僱主施壓以致連續工作 17 個月，其間未獲
一天休假。最高裁判所詮釋 "過勞 "為 "長期超時工作累積的勞累 "。自此
以後，除了死亡前一星期的 "嚴重事故 "外，補償的決定亦會考慮死亡前約
6 個月累積的勞累。請參閱 North and Moriok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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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成效  
 
4.14 由於無須繳付保險中介佣金，日本政府可將僱員補償制度

的平均保費維持於頗低水平，在 2018 年 4 月低至僅佔工資
0.45%。 44 林務業屬日本最高風險的行業，保費率則為 6%。 45 
 
 
5. 結語  
 
 
5.1 在香港，《僱員補償條例》於 1953 年生效，僱主須向私營
保險公司投購僱員補償保險。雖然政府曾多次修訂補償金額，

但僱員補償制度本身大致不變。昆士蘭和日本兩地僱員補償制度的

發展步伐，遠遠早於香港，當地政府履行類似於私營保險公司的

職能。多年來，昆士蘭和日本在其法律框架引進多項修訂，以改善

僱員補償制度的保障範圍及全面性。  
 
5.2 昆士蘭和日本兩地的僱員補償制度適用於所有僱員，包括

外發工及臨時僱員。此外，在昆士蘭和日本，往返工作地點途中的

僱員亦獲納入制度涵蓋範圍。相反，香港的制度並不包括外發工／

臨時僱員和往返工作地點途中的僱員，除非有關交通工具由僱主

運作或安排及非公共交通工具。  
 
5.3 昆士蘭和日本的制度亦廣泛涵蓋多種與工作相關的精神

創傷。在昆士蘭，《昆士蘭指引》詳列各項評估精神科相關創傷的

指引。至於精神障礙引致的行為問題，當地會按不同的功能障礙

範疇進行評估，分別關乎日常生活、社交能力、專注力、持久力和

認知速度及就業能力。在日本，精神病和過勞死均可獲補償，

而當地已修訂相關的補償準則，以配合勞動市場情況的轉變。  
 
5.4 精神創傷在香港亦可獲補償，但須證明有關創傷與受傷

僱員遭遇的職業意外有關。然而，政府認為要證明相關索償個案

並不容易，而《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所載 48 類用於評估受傷
僱員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程度的損傷中，並未有包括與工作相關的

精神創傷。有別於日本，香港的制度並不涵蓋過勞致死。政府

認為，由於難以確定相關病徵是否與工作有關，因此亦難以證實

這類申索個案。   

                                           
44 請參閱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of Japan (2017b)。  
45 請參閱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of Japan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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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此外，昆士蘭和日本兩地制度均設有法院以外解決索償

爭議的途徑。申索人如不滿補償金額，在訴諸法院審理前，可先向

有關當局上訴要求覆檢申索決定。在香港，勞工處未獲賦權就涉及

工傷補償的勞資糾紛作裁決。如僱傭雙方未能自行解決個案，

可入稟法院尋求判決。  
 
5.6 處理工傷的國際慣例是及早全面介入，以協助僱員康復後

復工，亦即 "重投工作 "模式。因此，昆士蘭訂定強制性康復計劃，
要求僱主委任康復及重投工作協調主任，以協助為受傷僱員安排

各項康復及復工計劃。受傷僱員須參與有關康復計劃，否則或須

暫停領取補償款項。  
 
5.7 儘管日本的受傷僱員參與康復計劃屬自願性質，但是日本

政府亦設立了 39 間勞災病院，為受傷僱員提供醫療護理服務和
推行康復計劃，並支援僱員重投工作。在勞災病院，物理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和醫務社工組成康復專家團隊，負責推行

康復計劃。香港則依靠由勞工處與保險業界合作推出的自願復康

計劃，轉介受傷僱員接受職業康復服務，社會關注到並非所有工傷

個案的受傷工人均獲轉介參與該自願復康計劃。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余鎮濠  
2018 年 6 月 28 日  
電話： 2871 2142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
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
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
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1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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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1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僱員補償制度概覽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1.  法律框架  

(a)  主要法例    《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  

  《 2003 年僱員補償及
康復法》  

  《勞動者災害補償
保險法》及  

  《勞動基準法》  

(b)  立法目的    訂定向因工受傷僱員支付
補償的條文。  

  規管僱員補償計劃；及  
  設立僱員補償監管處及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負責

制度的運作和規管事宜  

  透過補償為僱員提供迅速
而公平的工傷保障；及  

  推動僱員在社區康復。  

2.  工傷定義  

(a)  基本定義    因工及在僱用期間遭遇
意外而引致受傷或死亡。  

  因工及在僱用期間受傷或
死亡。  

  因工作相關原因而引致
受傷、殘疾或死亡。  

(b)  往返工作地點途中的保障  不受保障，除非交通工具：  
  由僱主運作或安排；及  
  並非公共交通工具。  

    

(c) 特別損傷類別的保障  

-  身體損傷或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引致的精神病        

-  其他因工作原因引致的
精神病        

-  過勞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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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1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僱員補償制度概覽 (續 )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3.  職業意外受傷的法律責任  僱主  僱主  僱主  

4.  僱員補償保險承保人  私營保險公司  由政府 (即昆士蘭僱員保險局 )
提供承保予大部分僱主；  
而自行承保的大型企業則由  
私營保險公司承保。  

政府  
(即勞動基準局 )  

5.  各類僱員的保障  

(a)  常額僱員        

(b)  臨時僱員  (#)      

(c) 外發工        

6.  與疏忽索償或損害賠償
相關的普通法訴訟  

  該條例並無限制僱主的
民事法律責任。  

  裁定的損害賠償應減去
根據該條例支付或應付予

僱員的補償金額。  

  僱員有權以普通法控告僱主
疏忽或申索損害賠償。  

  如僱主已根據法例支付
補償，僱主可豁免支付根據

《民法》以相同理據申索的

損害賠償，豁免上限以支付

的補償金額為準。  

註：  (# )  《僱員補償條例》不適用於臨時僱員，除非有關僱員是兼職家務助理、受僱從事僱主本業或業務的僱員，以及經由會所聘用或
支薪的表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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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2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管理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1.  管理當局及職責  勞工處  
  確保僱主投購足夠保險；  
  確保僱員能迅速而有效申索
補償；及  

  就僱傭雙方的權利和責任
提供意見。  

僱員補償監管處  
  釐定保費率；  
  解決僱傭雙方的爭議；  
  擔當醫療評估的審裁機構；  
  提供康復諮詢服務；及  
  教育僱主和僱員認識補償
制度。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  
  提供保險承保；及  
  推行康復及復工計劃。  

勞動基準局及勞動基準監督署  
  釐定保費率；  
  向受傷僱員發放補償款項；  
  解決僱員的補償爭議；  
  調查工業意外，以及為避免
意外重演而提供相關意見；  

  進行安全巡查；及  
  教育僱主和僱員認識補償
制度。  

2.  僱主角色和法律責任    投購僱員補償保險；  
  向受傷僱員支付補償；及  
  向勞工處處長通報工作間
意外。  

  投購僱員補償保險；  
  向昆士蘭僱員保險局通報
工作間意外；及  

  安排康復及復工計劃。  

  投購僱員補償保險；及  
  向勞動基準局通報工作間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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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2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僱員補償制度的管理 (續 )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3.  僱員補償保險的財政來源    僱主支付的保費。    僱主支付的保費。  
  昆士蘭僱員保險局的投資
回報。  

  僱主支付的保費。  
  如有需要，政府會提供
資助。  

4.  保費率的釐定及準則    私營保險公司的商業決
定。  

  由僱員補償監管處釐定：  
(a)  保險業的慣例做法  

(例如風險水平 )；及  
(b)  保單持有人的申索
紀錄。  

  由勞動基準局釐定。  
  根據效績制度，保費率按
職業意外的數目而釐定。  

5.  近期保費率  
(佔工資的百分比 ) 

  2017 年：  
(a)  平均： 0.5%。  
(b)  最高： 81.7%(潛水業 )。  

  2015-2016 年度：  
(a)  平均： 1.2%。  
(b)  最高： 9.087%(樹木修剪
和樹藝服務業 )。  

  2015-2016 年度：  
(a)  平均： 0.45%。  
(b)  最高： 6.0%(林務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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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3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對僱員永久損傷個案的處理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1.  因工傷引致永久損傷的評估
指引  

  僱員補償條例附表 1   僱員補償監管處就評估永久
損傷頒布的法定指引  

  《勞動基準法施行規則》  

2.  永久損傷評估準則    48 類損傷，包括：  
(a)  上股骨和下股骨；  
(b)  眼、耳及鼻結構；  
(c)  脾臟；及  
(d)  泌尿制度。  

  103 頁的指引，涵蓋：  
(a)  上股骨和下股骨；  
(b)  12 個身體系統；  
(c)  心理病態及精神病；及  
(d)  長期痛楚引致的損傷。  

  適用於評估不同身體系統
的 125 項準則。  

3.  補償類別及考慮因素    定期病假補償；  
  醫療、手術和醫院開支；
及  

  永久損傷的一筆過補償，
按以下因素釐定：  
(a)  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
的評估結果；或  

(b)  在特殊情況下，與僱員
的聘用、資歷和經驗

相關的損傷性質。  

  每周發放款項，以補償薪酬
損失；  

  醫療、手術和醫院開支；  
  乘搭交通工具接受醫療與
康復服務的 "交通開支 "；及  

  按永久損傷評估結果釐定的
一筆過補償。  

  發放定期及一筆過的特別
款項，以補償薪酬損失；  

  私營醫院的醫療、手術和
醫院開支或由 39 間勞災
病院提供免費服務；  

  往返醫療機構的 "交通
開支 "；  

  就永久損傷個案提供傷病
(補償 )養老金；  

  殘疾 (補償 )福利；及  
  護理 (補償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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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3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對僱員永久損傷個案的處理 (續 )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4.  爭議處理    勞工處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向僱傭雙方解釋個案屬

工傷的可能性和相關性。

勞工處未獲賦權就糾紛作

裁決。  
  如僱傭雙方未能自行解決
個案，僱員或僱主可入稟

法院尋求判決。  

  僱傭關係辦公室負責覆檢
個案，處理爭議。  

  如申索人不滿僱傭關係
辦公室的覆檢決定，可就

有關決定向昆士蘭僱傭關係

委員會提出上訴。  
  如個案未能解決，申索人
可入稟法院尋求判決。  

  如申索人不滿勞動基準局
的決定，勞動者災害補償

保險審查官會覆檢及調查

有關個案。  
  如申索人不滿審查官的
決定，可提出申請要求

勞動保險審查會再次審視

有關個案。  
  如個案未能解決，申索人
可入稟法院尋求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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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4 ―― 香港、昆士蘭和日本的工傷康復服務  
 

 香港  昆士蘭  日本  

1.  康復服務  

(a)  服務提供者    本港部分私營保險公司    僱主    勞災病院及其他指定僱員
補償醫療設施  

(b)  自願／強制    僱員自願參與    強制規定僱主及僱員參與    僱員自願參與  

(c) 提供的服務    根據自願復康計劃，參與
計劃的保險公司選擇合適

的工傷個案，主動聯絡受

傷僱員，並邀請他們參加

計劃。  

  僱主須委任康復及重投工作
協調主任，以協助安排各項

康復及復工計劃。  
  僱員須參與有關康復計劃，
否則或須暫停領取補償

款項。  

  由勞災病院及其他指定
僱員補償醫療設施內的

康復專家提供康復計劃。  
  出院的受傷僱員在重投
工作前，會獲提供上門

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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