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外賣員和世界各地的平台勞工都面臨類似的問題：不透明的演算法，演算法的控制、工
作安全、削減薪酬等，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或深或淺的了解，所以今天我不會分享非常細節的工
作情況。我們會分享一些我們覺得比較關鍵的政治制度、工人運動傳統等背景，來嘗試和大家
一起分析為什麼香港的工人抗爭、整體狀況為什麼呈現和內地、德國及其他地區不同的面貌，
來做一個三地的交流。

1. foodpanda基本背景
- 人數：超過 1萬個活躍賬號（2021年 11月）
- market share：foodpanda 51%, Deliveroo 49% 雙頭壟斷
- 族裔：華人、巴基斯坦裔、印度裔、尼泊爾裔
- 僱傭關係：2014年進入香港市場，絕大部分是僱員；2021年辭退所有的僱員，所有
外賣員為獨立承包人，不享有勞工權利。在香港，幾乎所有的平台外賣員都是獨立承
包人，和內地、德國大不相同

2. 勞法制度環境
- 勞法體系對工人的保障程度底：相對於中國內地和德國，勞動法的完善程度都更加的
低，僱員享有的法律權利非常有限

- 政府介入經濟/勞工事務的強硬程度：小政府、不干預市場
- 勞工處的權力限制：沒有界定僱傭關係、判定工傷的權力，只有檢查、檢控的權力，
勞工處不情願使用這兩項權力

- 法律體系：普通法，耗時長、成本大、風險高。香港暫時只有少數几例勞資審裁處個
案，此前的個案都以和解告終。

香港抗爭案例：
案例 1：foodpanda車手交通意外傷亡個案

- 公司否認責任
- 勞工處僱員補償科沒有做任何調查、主動獲取任何資料，僅轉介法援，循民事索償
- 家屬未有下一步
- 勞福局：2023年前展開社會調查；勞工處未必會介入某些問題，包括減薪、合約條款；
未知以何方式保障，可為立法、政策、指引

案例 2：勞審個案，追索有薪假期
-  世界各地，尤其是歐洲，已經有大量案例確立僱員關係
- 勞資關係科：只做調停、不作干預，不一定維持中立
- LT：second hearing，因敗訴風險大，案主沒有意願上訴、打到底

3. 公民社會空間
- 工運：勞工運動傳統弱，工會意識低；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缺乏建立工會的動機
- 工會：2021年前，飲食與酒店業工會在外賣員抗爭中扮演重要角色；2021年，因國
安法、曾參與民主運動，職工盟解散、飲食與酒店業工會首要任務是謀生存，沒有再
跟進外賣行業

香港抗爭案例：
- 香港外賣員有組工會嗎？：曾有約 100名外賣員加入職工盟，工聯會自由工作者工會
亦有於 2021年 foodpanda罷工後跟進外賣員議題；暫未有由外賣員成立屬於自己的工
會。



- 香港工人街頭抗爭已經沒有任何空間？：街頭行動會被警察騷擾，但相對內地仍有許
多空間。相對香港其他的行業，香港外賣員的罷工、集體行動頻率更高，幾乎每年，
圍繞薪酬問題發生一次大型的罷工

4. 工人意識及訴求
- 外賣員對成為僱員的態度：相對德國等歐洲國家，對是否要爭取僱員身份有保留，外
賣員群體：全職南亞車手傾向要求傳統僱員權力；亦有不少全職外賣員傾向保留
freelancer身份，擔心成為僱員後，薪酬、靈活性會減少，只要求某些基本的權力（工
資保障、工傷）

- 在立法上，外賣員有哪些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