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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特別獻給那些為生活而掙扎﹐為爭取權益而奮鬥的同胞們。

透過嚴謹的調查和大量的數據，這份報告向世人講述一群低工資工人和有色族裔社區鮮
為人知的真實故事。

這是一群草根階層，這是一群滿懷希望前來這異鄉尋找新生活的人們。他們憑着堅毅的
意志，創造財富並為這個城市奠定基礎，但卻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光輝背後的暗角裡，
他們一直受人剝削，更時常被社會忽視，原因是移民的關係或不會用適當的語言來表
達；其如泣如訴的聲音只在天空迴蕩並被淹沒，也佷少獲傳媒的報導。而茶余飯後的
你，應否為這些讓你飽嘗口福的人們設想一下？	

-	華人進步會工人委員會	(胡麗濃﹐甘霖﹐李麗雙﹐容穩蘭﹐熊秀琴﹐朱炳樞)

鳴謝

華人進步會（英文簡稱CPA）宣傳教育, 組織和增強低收入
及三藩市華裔移民社區工作階層的政治力量, 我們的宗旨是
要和其他被壓迫的社區建立集體力量爭取較好的生活及工作
環境和全民的公義。

CPA的工人組織中心透過基層組織、領袖發展、倡導和建立
聯盟等工作，促進華裔移民工人的力量及表達意見的機會。 

我們的工人領袖委員會由始至終協助設計這項“為行動而研
究”計劃，並訓練其他餐館工人進行調查訪問。 

自 2004年以來，CPA與勞工標準執行處(OLSE)合作，協助餐
館及飲食業工人討回$725,000拖欠的工資和最低工資的違例
款項。與此同時，三藩市勞工標準執行處為超過600名工人
在全市取回超過370萬元的最低工資違例罰款。可是，華人
進步會的組織工作員及工人領袖們感到走歪路(low-road)工作
涉及制度問題，必須以更大的層次對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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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總結
收的基礎，並且迫使工人依賴公共服務以滿足其基
本需要。1 這些盜騙工資﹐不能維生的工資和惡劣
的工作環境已蔓延全國﹐這種全國性的趨勢 “競
相壓價” 正是降低工資和工作條件去謀取更高利
潤的做法之一。

走歪路的經營方法遍佈華埠
是項調查發現工人經歷違反勞工法例和惡劣工作環
境的情況繁多，這些都是走歪路手法的症狀。

•	 工人受到工資盜騙﹐如沒有最低工資或缺乏超
時工資等違例情況。	這項研究顯示，在華埠，
工資盜騙的情況猖獗，而發生的次數比全國的
趨勢更高：兩個工人中便有一個報稱曾經歷僱
主違反最低工資條例。其他盜騙工資的形式包
括拖欠、拒付、延付和老板拿走部份工人小
費。 而單是違反最低工資便已令華埠餐館工人
每年損失估計接近800萬的工資。2

三藩市是全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市內的華埠是一
個充滿活力的社區和文化中心。可是，在很多華
埠餐館的四壁之內，盡見移民工人在血汗工場般
的環境底下勞碌地工作奮力求存。這份報告是經
由餐館工人的同儕向433名餐館工人進行調查和在
106間餐館觀察數據中所得，發現流行於業內的走
歪路(Low Road)工業慣例，如違反工資法、缺乏福
利、惡劣的工作環境、和緊張及危險的工作場所。
在這些情況的影響底下，工人感到工作沒有保障、
容易受傷和生病，繼而影響消費者﹐生意﹐和整個
社區。 

華埠的問題反影出盜騙工資和降低的勞工標準等全
國性的病態陋習，越來越多的僱主選擇走歪路的經
營方法；這些走歪路的做法可能會為顧客提供廉價
的膳食，但工人、消費者、守法的僱主和市民卻付
出高昂的代價。當走歪路的僱主為了多賺一點錢而
違反健康條例和安全守則時，他們連累的是客人的
健康。他們打擊守法的僱主，壓低本地的工資和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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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報稱每天及每週長時間工作和沒有休息時
間。 百分之四十二(42%)的被訪者報稱每週工
作超過40小時，其中半數工人每週工作超過60
小時或更長時間。調查發現40%的被訪工人並
沒有得到任何休息或用膳時間，37%的工人把
他們的休息時間縮短以便完成每日的工作。

•	 工人經歷受傷、在危險的工作場所工作和沒有
獲得訓練。接近一半(48%) 的工人曾在工作中
燙傷；	在過去一年，十個工人當中便有四個受
過割傷；17%曾滑倒或跌倒。在工作上工人經
歷很多和職業有關的危險情況，包括酷熱、濕
滑的地面、和沒有安全保護設施	﹣例如地墊、
適當的儲物間存放刀具或設備齊全的急救箱。
此外，有64%的工人沒有獲得訓練讓他們懂得
如何正確及安全地工作。 

•	 工作環境存有高度壓力。工人持續地感到時間
的壓力，要做額外時間的工作，被要求做非職
責的任務。很多(72%)指出他們的工作量被不斷
加重。很多工人 (42%) 報稱曾被上司、同事或
顧客大聲辱罵，這都反影出一個緊張和沒有支
持的工作環境。

 
•	 工人沒有必須的醫療保健和病假去處理他們的
醫療問題和受傷情況。超過半數的受訪工人
(54%) 需要自己負責支付醫藥費用，而只有3% 
的工人獲得由僱主提供的醫療保健。三藩市雖
然設有強制性有薪病假，調查發現42%的工人
如因病取假的話工資便會被扣除。除了缺乏病
假之外，大部份工人(81%) 得不到有薪假期。 

惡劣的工作情況影響工人,	家庭及社區	
工作情況影響工人及他們的家庭，形成困難、不佳
的健康情況和障礙，逼使他們更難投入參與華埠社
區生活。 

•	 工作收入低和不足以維持家計。以平均每小時
$8.17 的工資和13%的工人賺取每小時$5或以下
的工資，工人的工資不足以支付三藩市生活上
的合理開支。調查發現95%的工人並沒有獲得
可維生工資，沒有一個工人可以賺取足夠的工
資支付一家四口的生活費用。調查同時發現每 
3個工人當中有1個報稱和家人一起住在平均只
有80平方尺空間的散房旅館(SROs)。 

•	 工人的健康情況嚴重地受到工作情況的影響。 
華埠餐館工人一般的健康情況較美國人口為
差。在所有餐館工人當中，18% 報稱他們的健
康“一般或不佳”；相比之下，在美國一般人
口當中只有約10%對他們的健康作出同樣的評
價，而美國亞裔人口中則只有7%持有同樣的看
法。還有差不多三分之一(32%) 的受訪工人感
到他們的健康較去年差。 

•	 低工資及長時間工作限制工人花時間和家人相
處、上課及參與公民社區生活的能力。調查發
現超過三分之二(68%)的工人感到現時的工作沒
有安全感，他們也缺乏時間學習英語或爭取其
他職業技能以便找得更佳和更有保障的工作。
超過半數(53%)的工人並沒有參與孩子的學校活
動，超過四分之三(76%)的工人從未參與投票，
而只有5%的工人曾經出席過社區會議。 

創造通往正途(High	Road)	的	途徑
小部份華埠餐館僱主盡量採用正途的方法提供合理
工資、增加福利、確保晉升的機會和設定健康的工
作環境。以正途僱傭措施提高食物、服務及衛生標
準，使社區受益，改善人們對華埠的觀感，認為它
是一個值得觀光和居住的好地方。但當走歪路的僱
主控制整個行業和不公平地與負責任的僱主進行競
爭時，這建立了雙方的抑制因素導致僱主違反勞工
法律，降低勞工標準。我們必須終止血汗工場的惡
劣情況和走歪路的做法建立一個健康的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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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違例處罰和設立新的預防措施；

•	透過教育、簡化投訴程序和保障工人不受報復
威脅，增加工人發表意見和採取行動維護他們
的權利的機會；

•	顯著地加強及資助工資追討計劃，讓工人能夠
取回欠薪和罰款。

顯著地增加對發展華埠健康經濟及負
責任僱傭措施的投資
本市應對華埠多元化的經濟發展和合理的勞工標準
作出顯注的投資，並資助計劃鼓勵及促進負責任的
僱主。本市應該： 
•	投資發展華埠多元化的健康經濟，並保障社區

資產
•	要求城市資助經濟發展計劃取保可維生工資和

有力的勞工標準
•	投資小型企業業務穩定項目，支持僱主採用正

途
•	資助並支援營銷計劃促進人們對正途僱主的認

許及支持

針對移民工人高失業率和就業的需要
和其他工人面對的就業困難
高失業率逐漸損害工人家庭與社區的經濟保障和提
高僱主剝削工人的機會。本市經濟發展策略應該以
建立正途工作和訓練計劃為大前提﹐並提供就業機
會給予移民工人和其他就業困難的工人。

創建三藩市華埠社區嶄新的前景 

針對工人面對的問題我們提出下列的建議：

召開社區利益相關者圓桌會議發展健
康職業、健康社區	 
終止血汗工場的情況及改變走歪路僱傭慣例的風氣
將需要時間、市府和社區的投資、創見和嚴緊的承
諾。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案是整體社區、包括工人、
僱主、社區、消費者和政府的責任，因此社區對話
是必須的。

加強三藩市政府對勞工及健康和安全
條例的執法行動
地方政府及機關必須制定更有力的政策和強化執行
系統，並且要加強和社區機構及關心社區的人士合
作。他們可以： 

•	應轉向採取積極主動，以 “調查驅動””的執行
策略而非依賴工人投訴來打擊違反勞工法例的
情況；

•	與基層社區組織和倡導成員夥伴並緊密合作監
管違例對象並以他們為打擊目標； 

•	增加對執法機關的撥款，使能增加調查員和其
他職員的人手，並確保有足夠雙語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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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人權法案保障三藩市低工資工人	
三藩市進步工人聯盟 (SF PWA) 3的成立是因為華埠
餐館工人所面對的危機同樣是三藩市各行業、社區
和語言低工資工人所面對的。低工資工人人權法案
列出了SF PWA的工作綱要和路線圖，通過組織工
人和社區、社區倡導及立法運動解決問題。它要求
三藩市政府：

•	積極正視就業困難人士的就業及訓練需要，

•	積極保障本市工人及負責任僱主，免受工資盜
騙行為的打擊， 

•	支持及回報負責任的企業，

•	保障為貧窮及邊緣社區設置的社會安全網，

•	確保所有工人均可獲得公平的待遇。

我們相信華埠血汗工場的現象是可以終止的﹐有利
健康工作的新標準是可以建立的。在整個華埠、三
藩市和全國，已有一個朝著健康經濟發展的嶄新及
前瞻的討論在進行中，我們邀請所有利益相關者加
入這個行列，發展一個有利華埠健康工作和社區的
憧憬和策略。

除加強執法和運作的系統外，我們同時建議促使華
埠社區及文化朝著可持續和社區經營的方向走。創
建一個更強壯的社區基礎，支持箇中工人和他們的
家庭。本市應該：

•	針對社區需要設置華埠社區職業計劃，關注教
育、護兒、安老、交通、健康食品、康樂、	環
境公義、	文化項目及就業等各方面的需要而
設； 

•	透過創新的華埠易物系統	設立刺激經濟項目，
鼓勵本地消費和公平定價，提高可維生工資，
並為華埠居民提供區內商戶的折扣咭;

•	擴展現時社區膳食計劃去建立健康和綠色社區
廚房為低收入老人、家庭及青少年提供的可負
擔及健康食品的社區廚房計劃，也可為華埠及
鄰近社區創造就業機會；

•	提供技術支援及培育工人合作社業務並以此作
為模式發展高勞工標準就業機會，提供途徑創
造商業的擁有權，和建立本地社區資產針對工
作上的問題為工人制定保護條例；

•	建立保障給予工人﹐包括“合理解僱”條例要
求僱主提供合理的解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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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促成健康工作的正途 

在美國做狗好過做工人 

— 一名被僱主欠薪幾千元的50歲低薪工人說。

三藩市華埠全國最富裕的城市中一個充滿活力的社
區和文化中心，遊客和本地人士都被華埠著名的購
物及飲食業所吸引。可是，在很多華埠餐館的牆壁
之內，盡見移民工人勞碌地在血汗工場般的環境底
下工作奮力求存。

•	 阿芬是一名三十歲的幫廚，每小時工資$6	和沒
有加班費，並且要容認老板經常辱罵。過去八
個月，老板基本上除了開出空頭支票，數百元
現金和口頭答應“明天”發糧外，便沒有付任
何工資。

•	 阿麗是賣點心工人，被架上跌下一個非常重的
罐頭擊傷足部。她要求去看醫生，但老板卻叫
他用冰敷一下就可以；	第二天，她不能走路，
但老板仍叫她返工。

•	 關是廚房工人，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時
去維持兩個孩子的生活。	她認為老板是公平和
沒有罵她；可是，10年之後，她的工資仍然是
低於最低工資。	

歪路與正途
在二十一世紀，華埠餐館工人仍在奮鬥爭取獲得基
本勞工法例的保障，而不是更高的標準讓他們擁有

三藩市是一個多元的城市，每四個居民當中便有一名
亞裔，三藩市華埠的亞裔人口中有半數是華裔。3 在
北美，三藩市的華埠是其中歷史最久的一個，而在市
內是第三個擁有最多遊客觀光的目的地。4華埠是三
藩市本地及遊客經濟的基石。	

華埠持續吸引華裔移民	﹣尋找工作和住屋的途徑、
中式雜貨和商品	﹣及遊客和本地人士前來用膳及購
物。華埠的住客中，有四分之三	(74%)	是移民，約有
三分一的住客是老年人士。5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字是
$21,800，較三藩市家庭收入中位數	$64,700低很多。6

而符合就業年齡的失業率估計超過30%。7

餐館工業在美國是最大的私營僱主，以服務為基礎經
濟的骨幹。8	在三藩市，餐飲業為市府帶來的收入接

近總銷售稅的四分一；隨著製造業在三藩市的衰退，
現時受僱於娛樂及餐飲業的華裔工人有32%，較任何
工業為多。9

在華埠約0.13方哩之地，擁有超過100間餐館，僱用估
計有2000名工人。10		餐館服務的顧客從本地居民和低
收入老人至遊客，提供的餐飲服務從單一家庭的膳食
至大型的活動和宴會。大部份屬中型至大型的餐館，
僱有10至50名工人。 

大部份僱主是未經業務和營銷培訓的華裔移民，只持
有限或沒有資本。隨著三藩市及灣區各地“新華埠”
商業中心崛起及競爭，華埠零售業的銷售在過去十年
不斷下降。

三藩市的華埠及華埠餐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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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規矩辦事
在三藩市經營安全和健康的餐館或其他行業，僱主

必須遵守多項聯邦、州和本地條例，包括支付三藩

市最低工資	(由 1/1/10開始最低工資每小時$9.79)。

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或每週工作超過40小時，便須

按正常工資支付1.5倍的加班,		每工作滿30小時、提

供1小時有薪病假。設置安全的工作措施	,	為所有僱

員購買工傷賠償保險	(流覽網址www.cpasf.org索取更

多關於勞工法例和安全法律的資料)	。

合理的生活和培育健康家庭的條件。部份負責任華
埠餐館僱主奉公守法的同時，這份報告發現“走歪
路”的僱傭慣例遍佈華埠：50%華埠餐館工人報稱
收入少於最低工資。 

其他常見的違例情況包括工作場地缺乏基本保障，
例如沒有加班費、休息時間、安全保護、和勞工賠
償。很多華埠餐館工人經常被盜騙工資和小費及在
工作中受到不公平的辱待。很多工人因害怕失去工
作而不敢作聲。

這是走歪路：違反工作場所基本的保障和儘可能剝
削工人圖取利潤。這些走歪路的做法會帶來廉價的
膳食，但工人、顧客、奉公守法的僱主和公眾卻付
出高昂的代價。走歪路的僱主	為了多賺一點錢而
違反健康條例和安全守則時，他們連累的是顧客的
健康。他們打擊守法的僱主，壓低本地的工資和稅
收的基礎，並且迫使工人依賴公共服務來滿足他們
的基本需要。

相對之下，部份華埠餐館僱主採用正途的方法提供
合理工資、增加福利、確保工作的晉升機會和設置
一個健康的工作場所。正途僱傭措施提高食物、服
務和衛生標準，使社區受益，改善人們對華埠的觀
感，認為它是一個值得觀光、居住和支持的好地
方。但當走歪路的僱主當道，和負責任的僱主進行
不公平競爭時，他們的做法打擊遵守勞工法例的僱
主，更遑論提高勞工標準。

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僱主選擇棄正途走歪路的經
營方法，華埠的問題反影出一個全國性的工資盜騙
和下降的勞工標準疫情問題。最近一項研究發現這
種逃避或破壞核心勞工保障的做法經已成為大部份
低工資工業的常規。11這些盜騙工資﹐不能維生的

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已蔓延全國﹐這種全國性的
趨勢	“競相壓價”	正是降低工資和工作條件去謀
取更高利潤	的做法之一。

在華埠，由於本地、州及聯邦政府對勞工法例執行
不力，加上對華埠經濟發展投資不足，“競相壓
價”的趨勢更形加劇。 

勞工法律執法的問題

•	 以投訴推動執行策略: 現時的執行策略是以投
訴推動﹐反應出僱員提出投訴但依賴僱主去負
責進行行政过程。

•	 缺乏資源：在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各層面均缺
乏經費執行勞工和健康保障條例。

•	 案件積壓：在州政府層面提交工資索賠申請的
工人需要等待數月，甚至是數年才可獲得通過
有關法律程序。	

•	 缺乏有效的追收制度：就算獲得法庭裁決，工
人仍未能討回刻意逃避責任僱主所拖欠的工
資。	

•	 行政效率低的執法過程：隨著沒有必要的複雜
聽證程序，繁重的個案量和三藩市勞工及標準
執行處只有一名講中文的雙語調查員；部份案
件等待數年方獲裁決。(其中一個案件，被欠兩
個月工資的餐館工人等了兩年，他們的案件才
進行聽證程序。)	

華埠經濟發展	
•	 正在下跌的經濟和“新華埠”的出現：在過去十

年，隨著年青的移民家庭散居各社區，零售數
字下降；而市內不同地方的“新華埠”亦出現
具競爭力的商業中心。

•	 高昂的商業租金：僱主面對高昂的商業租金、
短期租約和老化的建築設施。	高昂的商業租金
為很多僱主帶來最大的壓力，令僱主保持低價
格和成本。

•	 生意是 “只要過得去”：在最近一項華埠商業的
調查中，大部份稱現時的商業目標是“只求生
存”12	華埠商業環境極之依賴食品工業	(佔59%
零售額)，形成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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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華埠開餐館有七年﹐我一直支付
工人好工資﹐保持高的環境衛生標

準﹐和提供高質素的食物。因為開支
大而來華埠的消費者越來越少﹐有很
多人轉去新華埠﹐造成我們難去維持
生意。有些僱主利用降低價錢去增加
他們的生意﹐但是我覺得僱主應該尊
重他們的僱員勞工﹐若然工人覺得他
們的工作有安全感﹐他們會做好他們
的工作並繼續留低若我們提高食物質
量的標準﹐工作待遇﹐和幫助增加社

區的商業。

•	 狹窄的經濟發展策略：三藩市的經濟發展策略
以生化技術和數碼媒體等白領工業為先；很少
把焦點放在小商業、低工資工人和英語有限人
士的需要上。13

通往正途的途徑
走歪路的做法在華埠屢見不鮮，令很多工人經已接
受認為這是必然的情況。指出“華埠是沒有最低工
資的”和“這就是華埠的做法”，結論是“這裡沒
有其他途徑。”
 
我們相信這裡有另外一些途徑。華裔移民向來刻苦
耐勞，並且守望相助和維護社區。設置正途的做法
對我們社區很有利，應該放棄逐渐损害我們走歪路
的做法。三藩市政府官員和華埠領袖必須聯手合作
採取行動，我們的成功有賴利益相關者﹣工人、僱
主、消費者、業主、政府機關、社區機構和領袖共
同努力。攜手合作，我們可以建設途徑走向正途，
創造一個提供健康的華埠社區健和康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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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前進步會及LOHP實習生所做的研究，並包括工
人及其他計劃合作夥伴，和SFDPH食品檢查員的意
見而產生。清單的內容把焦點放在僱員的數目和性
別，按勞工法例規定在當眼處張貼佈告，職業性質
的危險情況、和安全的措施及設備。

報告大綱
這份報告收集了調查和清單關鍵的發現。根據調查
結果，A部份的資料介紹工人的情況；B部份的資
料講述工資、加班費和對工人及其家庭的影響；C
部份集中介紹工作場所的情況，包括休息、工作時
間、與管理層的接觸、和健康及安全問題；D部份
評估工作的情況如何影響工人的健康及生活。報告
在第IV部份總結為改善工人、僱主和華埠整體社區
的情況作出建議；V部份列舉支持三藩市所有低工
資行業的策略。 

華人進步會 (CPA) 和三藩市衛生署(SFDPH)、加州
大學三藩市醫學院、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公共衛生
學院和勞工職業健康計劃(LOHP)合作進行這項調
查，記錄三藩市華埠餐館工人的工作情況。這項調
查採用社區基礎參與式的研究(CBPR) 方法14，結合
餐館工人們廣泛的參與。時至今日，只有少數調查
是針對餐館工作情況而進行，而當中沒有一個把焦
點放在三藩市華埠。

我們採用兩種主要方法搜集華埠餐館工人的健康及
工作情況資料：一是由工人主導的社區調查，另一
種是由 SFDPH 主導的觀察清單。此外，我們與提
供報告內容所列的故事和觀點的工人進行調查焦點
小組會談及面談；工人們同時協助進行數據的分析
工作，並對這份報告的整體架構提供指引。報告最
終版本由進步會職員編撰，並獲數據中心的支援。

社區調查
在兩年時間內，約有30名現職及前餐館工人深入參
與這項社區調查的設計、督導和推行工作。這些工
人在2008年夏季向433名餐館工人進行調查，調查
內容包括103題關於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受傷、
和生病、工作情況、及受訪人口特徵等問題。參與
調查的人士必須年滿18歲或以上，和正在受僱或在
過去24個月內受僱於華埠餐館。受訪者是透過進步
會會員聯絡網和其他社區組織招募而來，他們並不
一定代表整個華埠餐館工人的人口(參閱列表1關於
調查人口的統計資料)。鑑於社區的面積和工人脆
弱的感覺，嚴格保密是這次調查關鍵的條件使能獲
得工人同意提供資料。

觀察清單
來自三藩市衛生署的合作成員使用一份印有13個項
目的觀察清單，在2008年的春及夏季，對華埠108
間餐館中的106間餐館進行觀察。清單的發展是按

II.	關於這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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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5%的受訪者住在散房旅館(SROs)。大部份人
士住在華埠和鄰近社區(70%)，其次是 14% 居住
在三藩市的東南區 (參閱附件列表 1)。

這項調查反影出大部份華埠餐館工人都是新移民和
中年打工仔，需要支持有子女的家庭人士15	，	大
部份接受調查的工人是女性。賣點心工人、侍應和
廚房工人以女性為主，而男性則集中當廚師的工
作。	大部份工人的教育背景和英語技巧有限，16接
近一半(44%)	的受訪者是美國公民。

III.	調查發現

移民美國之前，朋友講那裡的情況不
是很好的時候，你根本不會相信。直
到你來到這裡親身體驗過先知道這裡

生活很艱難。

A.	誰是華埠餐館工人？

我們來這裡的時候，每一個華人的想
法都是為他們的子女、他們的前途…
我在中國生活得很開心。我是不願意
來的，但為了女兒，我放棄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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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最基本的權利是對個人的勞動力作出公平的補
償。正途的僱主不單支付法定要求的最低工資，並
且提供更高的工資被視為“生活工資”- 它可以支
付包括住屋、食物和其他基本需要的生活費用。可
是支付有關違例費用(例如沒有支付最低工資和加
班費、克扣或延付工資，非法扣除部份或所有小
費)是低工資行業常見的情況，和構成走歪路僱傭
手法的關鍵。最近一項突破的研究， Broken Laws, 
Unprotected Workers 發現在三個主要的城市裡，從
事所有低工資工業的工人當中，在最近一次發放工
資的糧期，有68%工人遭遇到最少一項和工資有關
的違例17 。	這就是工資盜騙。 

我們的研究發現工資盜騙的情況在華埠餐館非常猖
獗， 而發生的次數比全國的趨勢更高：半數的工
人報稱經歷最低工資的違例情況。按照我們的調查
數據， 單是違反最低工資條例便已令華埠餐館工
人每年損失估計接近800萬的工資，這並未包括沒
有繳付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稅收的損失，和削減消
費導至本地經濟的損失。

除了工資盜騙，幾乎所有受訪工人均賺取貧窮工
資，和只有5%的工人賺取可以生活的工資。低工
資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在應付生活所需方面構成嚴
重困難；此外，工資盜騙和低工資降低本地消費和
帶來不公平競爭，損害小商業和本地經濟。這做法
導至稅收的損失，影響本地社區資源，和破壞整體
社區的健康和穩定性。18		更甚的是，貧窮線的工
資和沒有福利，工人往往依賴公共援助項目，讓納
稅人為走歪路的僱主付賬。19

違反最低工資導至工人損失數百萬 
這項調查發現違反最低工資的情況出現率高：一半
的受訪者指沒有最低工資﹐是 Broken Laws 報告所
稱全國平均違反最低工資規定數字的兩倍；廚房工
人和洗碗碟工人的違例情況更嚴重，當中有70%工
人拿不到最低工資，即是說，單是違反最低工資的
做法使一般華埠廚房工人平均每年損失$6,000。 

我們連最低工資都沒有,	甚至每小時$4，	試想一下，每個月$1,200，每日工作
10小時，每週工作6天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工資不平的情況普遍
正如圖表 B2所示，工人經歷多種工資不平等的待
遇。四分之三的工人並沒有因為做額外時間的工作
而獲得加班費，工人同時受到僱主克扣工資或延付
工資的對待。此外，部份僱主更非法地扣壓工人第
一期，有時甚至是第二期的工資，約有三分之一的
工人(31%)不能收回這些被克扣的工資。工人解釋
他們沒有工資仍然做下去的原因是感到如果離職的
話，便會完全損失這些被克扣的工資。根據一名工
人所講，	“僱主一般答應他們會盡快支付工資，
和同時在這裡或在那裡支付小量數目牽制著工人繼
續工作下去。”

對侍應的職工來說，小費是他們收入重要的一部
份。然而，近30%的被訪者報稱“老板”拿走部份
小費，除非老板也為顧客提供服務否則這是非法
的。工人們也說出很多其他非法的小費政策，包括
扣除部份信用咭和宴會的小費。

B. 什麼是典型的工資？

50%的收入較最低
工資為少

5%	個人賺取可維生的工資

45﹪賺取低工資 

圖表 B1.華埠工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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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B1  工人工資和收入 

獲得少過最低工資工人比率
所有工人 50%

廚房工人及洗碗員 70%

廚師 43%

侍應、點心售賣員及收盤碗員 40%

收銀員 34%

其他餐館工人 45%

平均每小時工資和每月收入
每小時工資 $8 .17

每月收入 $1160

家庭每月收入 $2219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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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B2 工人經歷的工資盜騙 

麗君是新移民。她在餐館當點心售賣
員，月薪$900，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
工作7至8小時（平均時薪$5和沒有加
班費）。工作5個月的她從未收到工
資。	 

我在一年前為了女兒的前途來到美
國。她現年17歲，不容易適應；我
丈夫在做建築，已經失業很久。我
們住在華埠的散房旅館，面積大約
12 X 12平方呎，10個家庭共用兩個
廁所和1個淋浴間；大廈裡面沒有廚
房，我只能在房間內用電爐煮食；
每月租金$470。 

在餐館，我在早午7或8點開始上班，下午3點鐘
落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回到家裡便為家人做
飯，晚飯後我便到學校讀ESL英文班。 

因為已經很久得不到工資，我們最後決定採取行
動爭取我們的工資，例如在信上簽名及與同事一
起站出來和老板爭取。由於我們仍在那裡工作，
這樣做實在不容易，但這是我們取回老板所欠工

資（五個月工資，每月$900）的方法。 

初時，因為同情老板,	我並不想追討
欠薪。可是，他對我一點同情心也沒

有。	當點心賣不掉時，老板和他
的妻子會罵我。在繁忙的時候而
我的同事正在放大假，老板會叫
我去收拾盤碗、清潔餐枱，但我
從未受過訓練做這些工作；當我
不懂得怎樣做時，老板咒罵我至
哭。就那繁忙的一整天，老板給
我客人用信用咭結帳的小費只有
$2.95，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所
以便辭工。 

現時我和丈夫均沒有工做，我申請失業保險福利
但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資格因為以前的老板並沒
有為我付稅，我尋找工作已經有一個月了。 

我希望政府執行最低工資條例，我希望他們讓好
像我們這般情況的人可以有較大的生活空間。

麗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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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B2:  家庭及生活費用

房屋種類
散房  35%

租住柏文或獨立屋 46%

分租或土庫 12%

自置房屋或共渡 4%

政府補助第八段房屋 3%

支付租金數目
中位數租金 $700

 
有家庭負擔的工人
平均家庭人數   4

需要照顧兒童、老人或傷殘人士 74%

支持不是和你住在一起的家人 45%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低工資不足夠支付家庭開消
受調查的工人平均工資每小時 $8.17，低於那時三
藩市最低工資規定($9.36)；27%的工人賺取每小時
$6.25或更少 的工資和13%的工人賺取每小時$5或
以下的工資。在三藩市，這些工資是不足夠支持合
理的生活。按照生活工資計算，個別成員必須賺取
每小時 $12.50工資，才可以支付他／她在三藩市生
活的基本消費。20 然而95%接受調查的工人並沒有
賺取生活工資，和沒有一個工人能賺取足夠的工資
支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所需。21  

這些工資嚴重地限制了工人維持家計的選擇，包
括住屋的選擇。華埠在三藩市擁有最高的人口密
度，22	意味著華埠餐館工人工作及生活在擠迫和充
滿壓力的環境裡。每三個工人中，有一個報稱，很
多時是和家人一起住在散房旅館裡 (SROs)。SROs 
的居住單位是為個別居住人士而設，單位面積約
70至100平方呎，在同層有共用的廚、廁及淋浴設
施。很多時候，工人如果不是住在散房的話，便會
租住由獨立屋改建的車庫作房間，而情況也是一樣
的擠迫。 過擠的住屋情況被證实是會增加火災危
險，傳染病的散播，和精神健康的發病率及兒童心
理健康發展問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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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正途的僱主創造安全和有尊嚴的工作環境，確保
工人和消費者的健康。相反地，走歪路的僱傭措施
促成血汗工場的環境，好像那些在這項調查報告所
講的：時間長、危險的工作場地、缺乏健康和安全
的訓練、沒有足夠休息時間、過多的工作要求、和
刻薄及緊張的工作環境。在全國的研究裡，類似的
工作情況出現相關的問題，包括違反健康及安全條
例和工地受傷的比率較高，而高度的壓力和疲勞影
響消費者及公眾健康。24

不利健康的工作環境危害公眾健康，特別在餐館，
它應為在美國爆發一半以上和食物有關的疾病負
責。25 過往的研究證明違反勞力條例的僱主很可能
會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偷工減料，26	危害工人和顧客
的健康。雖然，仍沒有這方面的研究進行證明那些
關連，但我們的研究發現華埠餐館有很多違反勞工
條例的事件和危險的情況。此外，餐飲業的工傷和
疾病令工人、公眾和僱主，每年在工資、勞工補償
和法律和解費上損失數以億萬的金錢。27

工人工作過度或就業不足

很多工人報稱工作時間長。42%報稱每週工作超過
40小時，而在他們當中，半數以上工作60或更長的
時間。四個工人中便有一個報稱每日工作10至12小
時。而男工和後勤的職工如廚師及廚房工人普遍有
較長的工作日，一名工人稱：“有時工作直落十小
時，完全沒有休息；你必須站立或不停行走，直至
腳也腫了。” 

可是另一方面，很多工人卻遭遇就業不足，找不到
足夠的工作滿足他們的需要。差不多半數接受調查
的工人報稱每週工作不足30小時，他們當中很多
是女性或是在樓面工作，例如賣點心。因為點心只
是在早餐或午餐時間供應，這些工人只有小量的有
薪工作時間；就算受僱，他們得不到全日的工作時
間，使他們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開銷。 

盧先生在一間華人餐館當全職工作已經有七年，是
廚房幫工，他已婚並有兩名成年子女；妻子現時失
業。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早上上完ESL課後便趕著上
班準備一個大宴會。當時廚房幫工很忙，炸油需要
更換，因此我決定更換炸油。
 
當移動熱炸油時，我滑倒並把油潑到自己身上，那
些油濺在我的臉上、胸部、雙臂和身體右側。我被
嚴重燒傷，屬於二級程度，和手臂要進行皮膚移
植。結果我在醫院住了超過兩個星期和不能工作超
過11個星期。	 

我的經理說換油不是我的工作，和我要負責自己的
醫藥費。	

工人的故事

C.工作情況是怎樣？

訓練？在華埠餐館沒有訓練這一回
事。人家叫你去做，你便一邊做一邊

自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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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壓力和暴虐的對待
工地的環境對工人造成高度的壓力。四分之三接受
調查工人經常面對時間的壓力，他們也報稱他們的
工作量隨時間加重而責任也越來越多。超過半數的
工人稱他們被要求完成不是他們職責的任務，部份
工人感到被要求做超時工作的壓力；此外，很多工
人(42%) 報稱被管工、同事或顧客辱罵。

 

工人同時報稱沒有休息時間讓他們恢復體力。即使
他們獲得休息，但經常被打擾或被召回去工作。調
查發現40%工人不獲任何休息或用膳時間，37%縮
短休息時間以便完成他們的工作。28

危險的工作場所和工傷非常普遍
工傷是屢見不鮮的。工人報稱經常遇到割傷、燒
傷、滑倒和跌倒。在過去一年裡，幾乎有半數
(48%) 的工人曾受燒傷，而十個工人中便有四個曾
在工作當中有過割傷，17%曾滑倒或跌倒。而廚師
受傷的情況較其他工人更為嚴重，十個廚師當中有
八個曾受燒傷和68%曾受割傷，超過四分之一的廚
師曾經滑到或跌倒。 

很多職業性質的危險情況均已記錄在工作間的觀察
清單中。29	酷熱和濕滑的地面常見於大部份餐館，
這些危險的情況令工人更容易發生意外和受傷。缺
乏例如可以保護工人的地墊、適當存放刀具的地方
或齊全的急救箱等安全的保護設施，進一步損害工
人。 

此外，工人沒有獲得足夠的健康及安全訓練。64%
報稱沒有接受訓練、正確和安全地從事工作，從而
使這些工人成為自己和他人潛伏的危害。30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43%) 
30小時或以下

(22%) 
41	至 60 小時

(20%) 
61 小時或更長

(15%) 
31	至 40小時

來源：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和三藩市公共衛生署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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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僱主會為很小的事情或無故鬧
人。他經常會說:“你地個個都無
用！係咪大陸既人個個都咁蠢?”

圖表 C1. 每週工作時間 圖表 C2. 在餐館出現職業性質的危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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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C1:  工作場所情況 

工人獲得休息的經驗
在工作中沒有獲得休息 40%

沒有午膳或休息時間或縮短休息時間 37%

所有工人經歷受傷
燒傷 48%

割傷 40%

跌倒 17%

只有廚師經歷的受傷
燒傷 81%

割傷 68%

跌倒 27%

訓練權利
沒有接受任何在職訓練 64%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圖表 C3. 工人遇到的壓力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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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段所述走歪路的僱傭措施被證實會影響工人的
身體、心理和精神健康。多項研究證明該等措施能
增加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抑鬱症)
的危機，處理不當影響健康的行為(例如吸煙或過
量飲酒)，及身體損耗而至加速衰老。31 華埠餐館
工人的健康被認為較美國一般人口為差，18%的華
埠餐館工人報稱他們的“健康是一般或差”，比較之
下，美國只有差不多10%的總人口和7%亞裔人口有
同樣的感覺。32

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和健康福利加劇了這些健康問
題的出現，同時防礙他們獲得必須醫療照顧的能
力。三藩市帶領全國，以創新的方法為全三藩市居
民、不論入息，提供醫療保健。可是，我們的調查
發現，如華埠餐館工人般的低工資工人卻仍未能因
為這些政策而獲全面的得益。 

此外，三藩市是全國首個推行有薪病假政策的城
市，讓每一名工人享有每工作30小時便可獲1小時
有薪病假的福利。研究顯示僱主用很小的商業代價
便能夠滿足法例的要求。33可是，這項調查顯示許
多商戶無視法紀﹐缺乏對有薪病假法例的遵循還會
危害公眾健康，增加傳染病的蔓延，傳播在餐館經
由食物傳染的疾病，和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34。

工人健康嚴重受到工作環境的影響
工人報稱各種疾病，。大部份的被訪者(83%) 報
稱在短時間內便會感到疲倦，而(84%)在一天的工
作完畢後感到疲憊不堪，20%報稱沒有規律的排
便。35 接近三分之一 (32%) 的工人指稱他們的健康
情況較往年差。 

阿玲從中國廣州移民來美國，她是兩個孩子的母
親。

初到這裡的時候，我的
英語有限，只能在華人
餐館找到當企檯的工
作，很多時每天工作超
過10小時，有時還需要
加班。 

近年，我開始感到疲
勞，心跳加速和無法控
制汗水。我曾經看醫
生，她告訴我這是因為
多年長時間站立和沒有
足夠的休息，及營養不
良所致，而我的肌肉經
已受到廣泛的損害。因
為老板並沒有為僱員提

供醫療保險，而我又沒有能力支付正確
的治療費用，只能以廉價的方法暫時
處理，但功效不大。儘管受傷，因
為害怕失去工作，只能忍痛上班。  

結果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痛楚，
於是告訴老板看他能否幫我。我從
來沒有想過他會這樣輕視地說	“
我沒有辦法幫你，如果你不能做下
去的話，可以辭職。”聽到這些
話後，我忍不住哭起來。儘管受
傷我都幫老板令他事業成功，而
這就是他對待我的方式。我希望

透過和進步會合作，可以貢獻自己
的力量改變這不公平的社會。這就是我
的故事。

工人的故事

D.	對工人和社區健康的影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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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缺乏醫療保健
工人沒有必須的醫療保健解決他們的醫療問題。所
有居民均可按照入息獲得健康三藩市的保障，可是
受調查的工人當中有超過一半(54%)是自付所有醫
療費用，因為他們很多人沒有能力負擔健康三藩市
的費用。在三藩市，法律規定所有僱主如果僱有20
個或以上的僱員便須為僱員支付最低金額的醫保費
用。36 可是，根據這項調查，很少僱主(3%)僱主為
僱員提供醫療保健。而對很多工人來說，醫保費是
他們面對最重要的家庭經費。工人最關心的問題集
中在子女的醫療保險健和他們自己較嚴重醫療問題
的保障上。

圖表 D2 工人在醫療保健上的保障

工人缺乏病假和大假
工人生病的時候不能獲得必須的時間休息和復原。
雖然三藩市設有強制性有薪病假，調查發現42%的
工人如果取病假的話，他們的工資便會被扣除。在
跟進面談中，工人稱在生病的時候，他們一般不會
取病假；而在較少有的情況下，如果他們罕有地請
病假的話，便會被要求用他們的例假填補病假的時
間。

除了缺乏病假外，大部份工人(81%) 不獲有薪休假
時間。沒有受薪休假的褔利，工人沒有所需要的時
間休息或鬆弛，這樣加重工人整體的疲勞感，導至
工地意外和受傷風險的增加。

列表 D1  

餐館工人痛楚和痛苦的經驗
有顯著的心理困擾 25%

在四個星期前經歷一定程度的身體疼痛 61%

身體痛楚干擾他們的工作 66%

在手部、手腕、手指等部位出現疼痛 68%

腿部疼痛 64%

手臂及肘感到疼痛 64%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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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不向僱主報告與工作有關的痛
症、或申報工傷補償。	
這項調查記錄超過四分之三的工人沒有申報他們的
受傷情況。其他人並不知道他們應該申報和無法抽
空前往申報；這些工人不論疼痛或不適仍然如常上
班。此外，在433個調查工人中只有一個工人報稱
他們曾申報工傷賠償。華埠的調查結果和州府及全
國的調查結果相符，顯示大部份低工資工人沒有利
用勞工賠償系統。37  一名工人指稱: “很多工人沒有
申報勞工賠償是因為恐怕失去他們的工作，我們的
教育程度和技能有限，因此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做下
去，因為工作是我們的全部所有。” 

工人感到受困
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二(68%)的工人感到現時的工
作情況沒有保障。工人談及工作如何沒有安全感和
他們的職位不穩定，使他們不敢抱怨或要求改善。
工人也缺乏時間進修英語或爭取其他工作技巧、使
他們可以找到更好和更有保障的工作；43%的工人
報稱他們從未修讀任何英語或職業訓練課程。38 

列表2受傷報告﹐休假和工作穩定性

工人的健康
沒有申報工傷 76%

不知道怎樣向勞工補償處申報和工作有關的受
傷

57%

休假的權利
不獲有薪的休假 81%

取病假時被扣去工資 42%

工作穩定性
感到工作處境沒有保障 68%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工人缺乏時間與家人一起和參與公民
活動
低工資和工作時間過長限制了工人花時間和家人
相處及參與公民社區生活的能力。超過半數(53%)
的工人並沒有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雖然有差不
多一半(44%)的工人是美國公民，但超過四分之三
(76%)的工人從來沒有投票；只有5%的工人曾經出
席社區會議。一名工人領袖反映出，“這些問題(
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並非只在華埠社區才會
發生，其他小數族裔社區也是一樣。人們問為什麼
小數族裔並不如其他人般參與〔公民〕社會生活，
他們應該了解一下我們的工作是如何困難﹐便會明
白其中原因！” 

資料來源于2010三藩市華埠餐館調查

有太多人在找工作，你不想冒被解僱的風險，因為你和老板也知道隨時會有
其他人可以頂替你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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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D3工人在社區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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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眾多法例。三藩市OLSE應把資源轉往用作這
方面的策略和工作結構。

•	 與基層社區組織和倡導成員夥伴並緊密合作監
管違例對象並以他們為打擊目標

在三藩市， OLSE應擴展該處目前在工人權益
聯會的工作，從現時的外展／教育和領導角色
轉成為清悉的協作角色，發展策略，認清行業
目標和違例對象，並公佈執法工作的情況。 

•		 增加對執法機關的撥款，使能增加調查員和其
他職員的人手，並確保有足夠雙語工作人員。 

在本地、州和聯邦的層面，均沒有足夠的職員
執行勞工、衛生及安全條例，	加上不同性質的
勞動力、語言需要和複雜的調查，加重工作量
的負擔。	三藩市應聘請更多雙語職員，尤其是
廣東話的雙語員工；並應在市府檢察長辦公室
設置由執法專職人員負責的工資盜騙單位。

•		 加強違例處罰和設立新的預防措施

三藩市應強制執行現時的處罰和採納更有力的
法規，	包括增加對重覆犯例者的處罰，設置工
資保證金制度防止僱主逃避責任，加強告票效
力，並規定僱主接受勞工及健康和安全條例教
育。而州府方面應設立更有力的執法機制，包
括有效的制度吊銷或暫停違例者的營業執照和
酒牌。 

•	 	 透過教育、簡化投訴程序和保障工人不受報復
威脅，增加工人發表意見和採取行動維護他們
的權利的機會

三藩市應增加 OLSE在教育，外展工作和簡化執
行工作程序的撥款，排除行政上不必要的延誤
和避免僱主逃避責任，並增加和執行針對僱主
採取報復行動、打擊工人投訴工作環境及爭取
權利的懲罰	。 

下列主要建議摘要綜合了華埠餐館工人親身的體
驗，與社區成員、社區領袖、其他工人權益倡導者
和商戶領袖的意見。 

1. 召開社區利益相關者圓桌會議發展健康
職業、健康社區
圓桌會議的成員除了工人及社區成員還應包括以服
務機構、基層倡導團體和同鄉會等社區機構；華埠
商家、業主和商會；及立法成員；和工人及社區成
員。我們邀請這些利益相關的人士攜手進行圓桌會
議式的討論，希望能夠針對相關問題發展解決方法
和策略。

2. 加強政府執行勞工與衛生及安全條例 
在全國各地的工人中心和倡導團體均達成類似的結
論。要有效地執行勞工條例，執法機構必須因應不
斷更新他們的策略來應付猖獗的違例情況，資助足
夠的調查職員人手，部門之間與社區機構作出更佳
的協調。我們相信第一步是把焦點放在地區層面的
執法工作，但同時尋求方法改善在州及聯邦層面的
執法工作。39

三藩市勞工標準執行局 (OLSE)、勞工標準執行局
加州分局(DLSE)、及聯邦勞工部(DOL) 應該：

•	 應轉向採取積極主動，以 “調查驅動”的執行策
略而非依賴工人投訴來打擊違反勞工法例的情
況 

一個以	“調查驅動”的策略針對違例目標找出
主要的工業，進行工業的打擊和審核行動，並
公佈成功的例子和對違例者的處罰，尤以重覆
犯例者為目標40。由於餐館及其他低工資行業
的工資盜騙情況猖獗，以這些行業為打擊目標
至為重要。部門間的協調和合作對打擊違例的
對象也是非常重要，因為這些違例目標往往違

IV.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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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注地加強和資助工資追討計劃，讓工人能夠
取回欠薪和罰款

目前，工人們透過 DLSE 或 OLSE 的申訴程序
可能獲得有利的判決，但沒有一個有效的和強
制的徵收過程，工人們依然未能取回拖欠工
資。三藩市應該成立欠款收集制度，設置職
員，並與例如是稅務局的機構合作，擴大監管
和減輕調查員的負擔；更有效的方法向僱主追
收欠款和罰款將同時為庫房帶來收益。	加州應
大力擴展欠款徵收單位的職權並讓該單位與其
他牌照機關鏈接。

3.	顯著地增加對華埠健康經濟發展及負責
任僱傭措施的投資
三藩市應該顯著地投資發展華埠多元化的經濟體
系，確立有力的勞工標準，並出資支持和促進負責
任僱主的計劃項目。此外，三藩市應針對失業的危
機，透過勞動力的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的計劃，為
移民工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本市政府應該:
1)	對華埠投資多元經濟發展促使華埠保障社區
的資產。
三藩市應該增加對華埠多元經濟發展的投資，
促使華埠在吸引新客戶的同時，也能服務社區
的需要，為現有居民創造新的健康職業，並提
高現有工作的勞工標準。發展華埠健康經濟和

Pay workers low wages and regularly violate minimum
wage, overtime, break period, and other labor laws;   

often violate other laws such as health and safety.   

 

Set a low standard for food quality, service and sanitation 
by relying on low prices as primary marketing strategy.

Hurt Chinatown's economy by depressing local wages, 
limiting local consumer base, not paying taxes owed,    

and overburdening the social services system.     

 Tarnish Chinatown’s reputation as a 
place to work, visit and live.  

Set higher labor standards for healthy jobs by complying 
with and striving to go beyond legal requirements such as
minimum wage, overtime, health care, etc.

Set high standards for food quality, service and 
sanitation as primary marketing strategy.

Expand Chinatown's economy by contributing to local 
tax base, drawing in more visitors and increasing local 
consumption by paying good wages.

Promote reputation of Chinatown as a good
place to work, live and visit; 
increase visibility of Chinatown businesses. 

Working Conditions

Impact on Chinatown Economy

Impact on Chinatown’s Reputation

Quality of Food, Service and Sanitation

  

	 	 		歪路工作模式			 	 	 				正途工作模式

工作環境

食物質素﹐服務和環境衛生

華埠經濟的影響

華埠信譽的影響

破壞華埠的信譽。 提高商業的知名度以及華埠																																																																																			
整體	的聲譽。

  		設置高勞工標準﹐根據合
				法的條例建立一個健康的
				工作例如支付最低工資﹐
				支付加班費﹐醫療保健等。

為食物質素﹐服務和環境衛
生設置一個低標準作為主要
市場策略依賴低價格﹐低成
本。

支付工人低工資和違反最低
工資﹐加班費﹐休息時間和
其他勞工法例﹔經常違反其
他法律例如健康和安全。

壓低本地工資﹐限制本地消
費基礎﹐不交付稅收和負擔
過重的社會服務系統傷害了
華埠經濟。

    為食物質素﹐服務和環境
    衛生設置一個高標準作為
    主要市場策略。

    利用捐獻本地稅收的基礎
    擴展華埠的經濟﹐吸引更
    多遊客和支付好工資去提
    高本地消費。



22 埋單，唔該！

勞工標準的同時，必須維護社區的文化，防止
中產階級化的出現，導致物價、租金相繼上
升，和窮人被逼遷離；並必須以高勞工標準作
為一個基本的標準。市府應該資助全面文化保
護和基層的文化項目，強化社區資產，更可以
吸引更多遊客。

2)	要求城市資助經濟發展計劃確保可維生的工
資和有力的勞工標準。

市長辦公室經濟和勞動力發展部 (OEWD) 應與
勞工標準執行處及社區機構合作，包括設置計
劃為三藩市華埠經濟發展策略監管和執行正在
提升的勞工標準。

3)	投資支持走正途的僱主，促使小商業的發展
更為穩定和提供技術支援計劃項目

華埠的商戶，特別是講有限英語的商戶，並沒
有獲得足夠的訓練、代表性和途徑來取得市府
服務的資源。市府應進一步努力，與本地商戶

Jimmy 在華埠一

間大型的餐館當

企檯已有六年，

他已婚並育有兩

名孩子。 

我每星期只有2至

3天的工作，但工

資每小時有	$9.79	

[目前的最低工資]

，另加小費。我

並不太滿意目前

的工資 [和希望有多些工作時間]，但現時很難

找到另一份工作。我最開心的是可以有醫療保

險，是屬於健康三藩市計劃提供，而老板支付

所有費用。我們也有受薪病假，我的老板較其

他老板好，因為他給我們最低工資和跟遵從勞

工法例。

正途是可行的：華埠負責任的僱主

為華埠商戶持有人合作，針對他們的需要，提
供多語言的技術援助，包括租約談判、勞工法
例、職業健康及安全、市場推廣支援、和基礎
設施的改善等項目，並以符合勞工標準作為支
援的條件。本市政府應該和商戶持有人、業主
和同鄉會通力合作，針對商業租金政策對華埠
小商戶的影響(高昂的租金和按月出租)進行商
討，不要把增加的費用轉嫁租客。

4)	資助和支持市場推廣或營銷計劃，促使更多
人認識和支持走正途的僱主

本市政府應資助和支持營銷計劃和運動，包括
可以突出走正途僱主和借助旅遊發展局及宣傳
渠道的華埠指南、地圖和網站。基層的社區組
織及工人應參與分辨和監管商戶是否符合正
途的標準；而市府應資助編印如 Young Workers 
United’s “Dining with Justice: A Guide to Guilt-Free 
Eating” 41	般刊載正途僱主的本地餐館指南。

4.	針對移民工人高失業率和就業的需要和
其他工人面對的就業困難
移民和其他就業困難工人的高失業率逐漸損害工作
家庭和社區的經濟安全。並刺激歪路慣例提高工人
被僱主盜騙工資的機會。本市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
應該以創造正途工作做最前提令移民工人和其他就
業困難的工人受惠。

本市政府應該增加對提供符合文化職業訓練工作的
基層勞動力發展項目的撥款，協助工人移往更穩定
和有福利的工作，例如有工會的酒店工作、清潔工
作、和護兒服務。42 本市應該發展一項社區職業計
劃，針對社區在教育、托兒和其他服務上的需要而
提供支援，同時可以為本地帶來就業的機會。最
後，本市應和社區團體一起支持針對移民工人需
要，和其他面對高失業率工人的情況，提供職業發
展策略，包括檢討市府入職工作（例如是清潔工和
食物服務職位）的英語測驗要求，並探討本地聘用
政策。

工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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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走向正途的路程	

•	 三藩市公共衛生署(DPH)	經已展開和本市的勞工機構合作，使用DPH的聽證過程執行三藩市最低
工資法。隨著吊銷食品牌照的威脅，他們迫使那些逃避責任和對抗市府法律程序的僱主進行談判
解決，和支付拖欠工人的工資。

•	 紐約州勞工署使用 “調查推動”而非投訴推動”的方法，與社區機構合作整頓有問題的行業。在
2009年取回2800萬美元違例工資。

•	 紐約餐館業機會中心召開紐約市餐館業圓桌會議，推出了 “紐約市正途餐館用膳指南”和	“優良工
作場所獎”表揚設有模範工作場所摸施的餐館。 

•	 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當地大學、醫院和市政府以雄心勃勃的努力，推動成立採購協議，重定
方向，把估計達30億元的商品和服務經費，用作在克利夫蘭市失業率高企的市鎮社區、發展工人
合作社企業。 

作為全國首個通過有薪病假和全民醫療保健計劃
的城市，三藩市應該為勞動人民著想，繼續帶
路。有很多不同的步驟可以採用終止血汗工埸的
環境和創造健康工作和健康社區，包括移向一個
可持久和社區的商業運作模式，和建立一個更強
壯的社區架構支持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最後，我
們分享一些有可能改變目前環境，和值得進一步
討論的展望和想法： 

•	 社區職業計劃。永久性市府贊助及津貼的社
區職業計劃，針對社區在教育、托兒、交
通、健康食品、康樂、文化項目、環境公義
和綠色平權及就業等各方面的需要而設。	

•	 重新評估合符生活工資價格。如果商戶重新
調整他們的價格，把實際的食物、公用事業
和其他商務開支等經費計算在內，他們將可
以維持業務和提供健康職業，而不用沉浸
在價格戰爭，競相削價。例如，一項研究發
現：一頓餐增加1%	收費足以支付工人的加薪
費。43 

•	 華埠地區貨幣體制和易物制度。	本市應考慮
成立一個本地社區制度，透過中央登記的方
式進行服務及貨物的交換；和成立地區貨幣
體制／易物制度。華埠居民可以透過參加者
的戶口“提取”或“扣除”有價值的服務(例
如本地餐館和其他商務或獨立的勞工)。居

民也可以使用地區貨幣（付設於他們的市政
身份證）在本地餐館和其他商業獲得折扣服
務。已有數十個城市考慮和實施地區貨幣體
制的措施，支持當地社區成員和助長經濟活
動。

•	 健康和綠色社區廚房。	擴展目前由安老自助
處及其他機構管理的食品和膳食計劃，設置
社區廚房為低收入的老人、家庭和青少年提
供可負擔和健康食品，也可為華埠及鄰近社
區提供就業機會。這項計劃可以聯同城市公
園項目合營。	

•	 發展和撥款協助組成工人合作社。	由工人
擁有的合作社是一種獨特的商業模式，因為
職位和消費均留在社區的關係，也能建立本
地社區資產。三藩市應投資工人合作社形式
的企業，包括：提供優先考慮採購目標，投
資本地計劃項目，和設置合作企業孕育計劃
為工人合作社提供技術支援、經費和推廣活
動。 

•	 “公平原因”解僱法案。僱主隨意解僱的僱
傭慣例是令工人感到沒有保障和容易受虐的
主要因素，其實也是僱主用來掩飾報復的方
法。市府應同時針對這問題，就好像業必須
以合法的理由才能要求租客遷出，僱主將需
提供 “公平原因”或合理的解釋才能解僱一名
僱員。 

三藩市：	創造通往正途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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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社區研究和工作顯示，華裔移民低工資工人所
面對的就業、工資盜騙和健康關注繼續成為嚴重和
系統性的問題，不單在三藩市華埠，更遍佈全市，
及全國主要的城市，包括洛杉磯、芝加哥和紐約。
這些問題不成比例地影響影民社區和有色族裔社
區。隨著經濟持續衰退，高失業率、收樓和迫遷、
削減公共服務和犯罪率上升等情況繼續肆虐低收入
社區。

在危機當中出現機會。全國性的經濟危機引發期待
已久，關於開創職位和與低收入階層的對話；打開
環繞著沒有工作經濟復甦的矛盾之辯論，振興了全
國正在成長中的草根運動，挑戰工資盜騙的疫情，
創造就業的機會，終止對家務員和農場工人歷史性
的合法歧視，呼籲改善所有工人的工作標準。在奧
巴馬行政和新勞工部長 Hilda Solis 的領導下，勞工
部正在經歷重大和充滿承諾的政策轉變，強化聯邦
政府對勞工法例的執行和邀請工人、社區組織、和
其他政府機關的參與。 

V.	總結：另一條路是可能的	

這份報告的研究結果說明了走歪路的慣例在華埠餐
館普遍存在，而這些沒有管制低工資行業的症狀遍
佈全國。工資違例、超時違例、缺乏福利、和危除
的工作場地使工人對他們的工作感到沒有保障，容
易受傷和生病，繼而影響消費者、業務和社區。

有些人稱華埠走歪路的做法、血汗工場的環境和低
工資等情況是不可能改變的，認為 “這是沒有其他
方法”。我們相信不同的方法非但可以，為了華埠
的未來，另一個途徑是必須的。毫無疑問，終止血
汗工場的情況和改變走歪路僱傭措施的風氣將需要
時間、市府及社區的投資和嚴謹的承諾。最後，正
途是唯一能夠引領我們走向一個健康華埠的途徑，
工人可以在那裡獲得穩定生活工資的工作，本地商
戶可以公平地競爭和成長，顧客和公眾健康受到保
障，而社區可以蓬勃發展。發展解決方法是整個社
區	﹣包括工人、僱主、社區、消費者、和政府的
責任。

並非只在華埠
在三藩市，各個行業和社區的工人正在面對創記
錄的工資盜騙、失業和苛待。察看近期新聞報導
顯示的例子包括： 

•	 拉丁裔家庭僱傭在工作場所受到虐待，並
因為不受勞工法例保障而被拒付超時工資

•	 拉丁裔日工被騙去所賺工資並受到警察騷
擾

•	 年輕餐館工人未獲加班費，並受僱主違例
盜騙，騙取用膳及休息時間

•	 菲律賓看護員被拒絕八小時工作日，和被
要求24小時候命

•	 灣景區菲裔工人高失業率的問題，因歧視
因素的影響而加劇，促使尋找工作變得更
加困難

•	 同性者工人在他的工作場所組織工會被解
僱﹐原因是"他們是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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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華埠血汗工場的現象是可以終止的﹐有利
健康工作的新標準是可以建立的。在三藩市華埠和
全國，經已為一個新的、前瞻的健康經濟發展進行
對話。我們邀請所有利益相關者加入和我們一起，	
釐定我們目標和策略，在華埠發展健康工作和建設
一個健康社區。

我們需要教育工人和社區了解我們作
為工人的權利，並從事組織工作改變

這些問題！

當我開始參與這項調查計劃時，我想華埠的情況是不可能改變的。但現在我
們在社區做了很多工作和協助其他工人討回工資，我看到改變，我們可以改

善事情，我們一定要！	

—	進步會工人委員會領袖

為所有工人而設的正途：三藩市低工
資工人人權法案

改革的機會存在於各個層面。我們相信第一步
的工作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聲音、推廣運動，
在三藩市創設一個解決問題的模式。為此，進
步會針對低工資工人、尤指有色族裔社區所面
對的危機	，在2010年協助組成三藩市進步工人
聯盟 (SF PWA)。認識到這些問題來自經濟和政
治結構，並有系統地邊緣化低工資工人，三藩
市九個草根機構決定走在一起，組成一個跨越
種族、語言、社區及工業的團體，統一工人的
心聲，44 和建立低工資工人作為一個社群組別

的力量。

低工資工人人權法案劃出了這個聯盟的政綱和
路線圖，我們將會合作透過組織工人、社區倡
導及立法運動關注問題，要求三藩市政府：

1. 針對就業困難工人的就業和訓練的需
要，

2. 積極保障本市工人和負責任的僱主不受
工資盜騙打擊，

3. 支持和回報負責任的商戶，

4. 保護貧窮及邊緣社區的社會安全網，

5. 確保所有工人獲得公平待遇。

正如三藩市向來是全國環保改革的指標，例如

市政堆肥系統和禁用膠袋；低工資工人人權法
案可以為一個包容式的經濟設置先例，帶領全
國支持為所有人提供健康職業。 



26 埋單，唔該！

列表	1:		受訪華埠餐館工人的特色

附件

性別

男 31%

女 69%

年齡

18-30 8%

30-39 20%

40-49 43%

50	及以上 29%

餐館職位

廚房工人 31%

廚師 18%

點心售賣員 22%

企檯 19%

收銀員 7%

收盤碗員 1%

司機／送貨 1%

派發傳單 1%
 

婚姻狀況

已婚 86%

單身 14%

出生國家

中國 98%

沒有填報 2%

教育

高中以下 50%

高中畢業文憑 45%

大專學院或職業訓練 5%

英語能力

很少或不懂英語 79%

基本 15%

高級或流利 6%

公民權

美國公民 44%

非美國公民 56%

母語

廣東話 52%

國語 5%

台山話 42%

英語或其他 1%

 
在美年期

0-5年 45%

6-10年 27%

10年	或以上 28%

  
臨近地區居住比率

居住在華埠的餐館工人比率 70%

居住在三藩市東南區的餐館工人比率 14%

居住在其他地區的餐館工人比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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