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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序 言  

我谨此发表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会）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年度）的周年报告。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基金）的申请数目与香港的经济脉搏息息相关。在二零二三年，香

港经济在疫情过后展现复苏。不过，在环球经济增长减慢和金融状况偏紧下，充满挑战

的外围环境令香港经济继续受压，被无力偿债的雇主拖欠薪金及其他法定权益而须向

基金提出申请的雇员在本年度相应增加。年度内，基金共接获3 749宗申请，较上年度

的3 588宗增加4.5%；此外，基金共批准3 154宗申请，合共发放1亿5,510万元特惠款

项，较上年度分别增加6.6%及51.2%1。特惠款项支出在本年度显着攀升的主要原因为

基金于2022年6月大幅调升特惠款项项目的上限2，进一步加强对雇员的保障。

委员会的法定职能包括管理基金以及就商业登记征费率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有关征费

为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此，委员会一直密切监察基金的财政情况。在本年度，基金

录得盈余3亿4,930万元，而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底，基金的累积盈余为73亿1,780万元。

为加强基金作为安全网的角色，委员会推行优化措施，致力缩短处理基金申请的所需时

间。委员会由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开始，委托两间私人律师行向基金申请人提供免费法律

服务，协助他们向有关雇主提出破产或清盘呈请，从而符合基金向雇员发放特惠款项的

先决条件。此外，基金亦已成立内部法律小组，由二零二三年四月起取代法律援助署，

在符合《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18条所订明的条件下，建议劳工处处长可在没有呈请提

出的情况下行使酌情权发放特惠款项。优化措施实行至今运作畅顺，加快基金向受公司

结业影响的雇员发放特惠款项。委员会及劳工处薪酬保障科的员工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

备受雇主无力偿债影响的雇员提供适切援助。

4

1 此资料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2 基金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调升各个特惠款项项目的上限，包括（a）欠薪由36,000元调升至80,000元；（b）代通知金由22,500
元调升至45,000元；（c）遣散费由首5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调升至首10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以及（d）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
法定假日薪酬由10,500元调升至2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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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序 言

																																																																																																																 	

同时，劳工处会谨慎处理基金申请，防止基金被滥用。为此，由劳工处、香港警务处商

业罪案调查科及破产管理署代表组成的跨部门专责小组一直竭力就怀疑滥用基金的个案

作出主动调查及跟进。透过各有关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向公众显示政府绝不容忍任何

欺诈基金的行为。

我借此机会由衷感谢全体委员在过往一年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凭借众委员的丰富经

验及专业知识，在管理基金的工作上给予不少宝贵意见。在来年，全球及本港经济仍面

对各种挑战，委员会会密切关注经济的表现及基金申请的情况，继续以持平审慎的方式

管理基金，致力为申请人提供适切的援助。最后，我谨代表委员会感谢劳工处、法律援

助署、破产管理署、警务处及税务局等合作伙伴对委员会的持续支持，以维持基金的有

效运作，为社会作出贡献。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主席

马豪辉，GBS, JP

二零二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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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 员 会 成 员 名 单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马豪辉先生，GBS, JP

委员

代表雇员

梁颂恩女士，MH
储汉松先生
黄砚灏先生

代表雇主

苏陈伟香女士，SBS
罗君美女士，MH, JP
黄诗岸女士

代表政府部门

劳工处助理处长（负责欠薪保障事宜）
破产管理署助理首席律师
法律援助署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师（负责处理破产事宜）

秘书

劳工处薪酬保障科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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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委 员 会 合 照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后排左起 前排左起

何慧娴女士
法律援助署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师

李志聪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黄砚灏先生
代表雇员

梁颂恩女士，MH
代表雇员

储汉松先生
代表雇员

黄诗岸女士
代表雇主

陈美莲女士
破产管理署助理首席律师

林彩萍女士
秘书

罗君美女士，MH, JP
代表雇主

马豪辉先生，GBS, JP
主席

苏陈伟香女士，SBS
代表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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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条例》）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实施，该条例规定设立一
个委员会以管理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基金），并授权劳工处处长在雇主无力清偿债务
时，从基金发放特惠款项给其雇员。

本年报详述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政年度内，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委员会）的工作及基金的运作事宜。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及不超过十名委员组成，全部委员均由行政长官委任。
雇主及雇员代表的委员人数必须相等，而公职人员则不得超过四名。

委员会的法定职能如下：

(a) 管理基金；

(b) 就商业登记征费率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及

(c) 如有申请人不满劳工处处长就申请发放特惠款项一事所作出的决定，委员会会根
据申请人的要求，覆核其申请。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根据《商业登记条例》就每项商业或分行登记每年征收的征费。该
笔征费由税务局在有关机构缴交商业登记费时一并收取。

根据《条例》，雇员如遭无力清偿债务的雇主拖欠工资、代通知金、遣散费、未放年假
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可向基金申请特惠款项。申请人须以认可的表格提出申
请，并就申请作出法定声明。申请人并须在其服务的最后一天起计的六个月内提出申
请。

8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基金发放特惠款项的最高限额 3 

基金发放的特惠款项包括： 

(a)	 雇员在服务的最后一天之前四个月内为其雇主服务的工资（「工资」包括报酬、收	
入及可视作工资的项目，即假日薪酬、年假薪酬、年终酬金、产假薪酬、侍产假薪	
酬及疾病津贴），付款最高限额为80,000元； 

(b)	 代通知金，付款最高限额为一个月工资或45,000元，两者以较小的款额为准； 

(c) 雇员根据《雇佣条例》有权得到的遣散费，付款最高限额为100,000元，如有关的	
遣散费超过100,000元，付款则另加超出有关数额的50%；及 

(d) 未放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包括(i)雇员根据《雇佣条例》就最后完整假期	
年累积而仍未放取的有薪年假的薪酬，及如雇员在最后假期年已受雇满三个月但不	
足12个月，在雇佣合约被终止时可获的按比例计算的年假薪酬；以及(ii)雇员在服务	
的最后一天前的四个月内可享有而未放取的法定假日的薪酬，各自或两者合共的付	
款最高限额为26,000元。

基金发放特惠款项的先决条件

《条例》第16(1)条规定，有针对雇主提出的清盘或破产呈请是基金发放款项的先决条
件（第16条申请）。根据该条例第18(1)条的规定，劳工处处长可在下述情况下行使酌
情权，在无呈请提出的情况下发放款项（第18条申请）： 

(a)	 雇员人数不足20名； 

(b)	 在该个案中有足够证据支持因下述理由提出呈请－
(i) 如雇主是一间公司，该公司无清偿债务能力；或
(ii) 如雇主并非公司，有破产呈请可针对该雇主而提出；及 

3 立法会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条例》作出决议，由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调升基金特惠款项项目的款额上限，包括︰ 

(a)	 工资由36,000元调升至80,000元； 

(b)	 代通知金由22,500元调升至45,000元； 

(c)	 遣散费由首5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调升至首100,000元及余额的一半；及 

(d)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由10,500元调升至26,000元。
周 年 报 告 9



    

			

    

   

(c)	 就该个案提出呈请是不合理或不符合经济原则的。

如有雇员因遭拖欠的款项总额少于10,000元而受《破产条例》限制，不能向雇主提出破
产呈请，《条例》第16(1)(a)(ii)条亦授权劳工处处长从基金拨付特惠款项予有关雇员。

《条例》授权劳工处处长在基金拨付款项予申请人前须调查他们的申请。为进行核实的
工作，劳工处处长或其授权人员可要求雇主及申请人呈交工资及雇佣纪录，并会见他
们。

基金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

为缩短处理基金申请所需的时间，基金由二零二二年十一月起委聘私人律师行协助申请
人就第16条申请的个案向有关雇主提出清盘或破产呈请，从而省却申请人于法律援助署
申请法律援助及接受资产审查的程序，加快处理基金的申请。此外，基金成立内部法律
小组，由二零二三年四月起取代法律援助署直接就第18条申请的个案向劳工处作出建
议。

基金的代位权 

申请人就工资、代通知金、遣散费、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收到特惠款
项后，他在《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或《破产条例》下就这些款项可享有的权
利及补救权，会转让予委员会。委员会在行使该代位权时，可向破产管理署署长或私人
清盘人呈交债权证明书，以便在清盘或破产程序进行时，追讨已发放给申请人的特惠款
项。

基金的储备用途

基金于二零二三年购置了一个作为委员会新办公室的物业。此外，所有现金现正存放在
核准的银行作为定期存款。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10 



	
	
	

   

   

本年度接获及处理申请的汇报
现将本年度内基金接获及处理的申请，连同有关分析，概述如下：

已接获的申请 4

在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基金接获雇员的申请共3 749宗，申请的款额达3亿9,370万
元，涉及可能无力偿债的个案共658宗。申请的详细统计分析见附录一。

在上述658宗涉及可能无力偿债的个案中，有634宗属于每宗不足20名雇员的个案，另
有17宗为每宗涉及20至49名雇员的个案，而涉及50至99名雇员的个案共有五宗，其余
两宗则涉及100名或以上雇员。

年度内，餐饮服务活动是录得最多申请数目的行业，申请数目有872宗，申请的款额是
5,450万元。接着是建造业，申请数目有540宗，申请的款额为4,750万元。随后是食品
的制造，申请数目有420宗，申请的款额为6,040万元。这三个行业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
48.9%，而申请的款额则占总申请款额的41.3%。

在全年度3 749宗申请中，有3 294宗申请欠薪特惠款项，2 101宗申请代通知金特惠款
项，1 264宗申请遣散费特惠款项，以及2 031宗申请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
薪酬特惠款项。附录二载列这些申请的分项数字。

已处理的申请 5

在本年度，获批准的申请有3 154宗，发放的款项为1亿5,510万元 6。在这些申请中，根
据《条例》第16(1)(a)(ii)条或第18(1)条无须破产或清盘呈请而发放的款额总数为4,350万
元，涉及962宗申请。

4此资料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5 此资料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6 获批的申请包括在同年或之前接获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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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年度内获准发放的特惠款项分析，载列于附录三。在全年度3 154宗获批准的申请
中，有2 673宗获准发放欠薪特惠款项，1 737宗获准发放代通知金特惠款项，818宗获
准发放遣散费特惠款项，以及1 612宗获准发放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特惠款项。

劳工处处长共拒绝了64宗申请，涉及申请款项共1,050万元，主要是由于申请人为公司
注册董事或申请超出法例规定的时限。此外，撤回的申请有255宗，涉及的款额为1,830万
元，其中大部分是因为雇员与其雇主或清盘人已直接达成和解协议。

附录四和附录五载列基金在过去五至十年内的运作比较图表。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会议
年度内，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有关管理基金的事宜，其中包括基金的工作和财
政报告及收支预算、为申请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及内部法律小组工作的实行情况、购置
委员会新办公室，以及基金的存款安排等。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财政状况
基金在本年度内的总收入为5亿6,840万元，其中征费收入为2亿3,320万元，总支出为2亿
1,910万元，其中特惠款项支出为1亿5,510万元。基金录得3亿4,930万元的盈余，而上
一财政年度的盈余则为2亿9,800万元。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的累积盈余
为73亿1,780万元。

附录六载列了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独立核数师报告及审核财务报表。

12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活动概要

服务对象意见调查

委员会联同劳工处在二零二三年八月至二零二四年二月期间进行了每两年一次的服务对
象意见调查。调查显示申请人对劳工处所提供的服务普遍感到满意。劳工处于二零二四
年八月九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调查结果。

基金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劳工处在本年度继续推行各类活动，包括在不同地区举办七个实体展览会及三个网上展
览会推广《雇佣条例》，当中亦有介绍基金和《条例》的规定，和雇员申请基金特惠款
项的事宜。

劳工处举办《雇佣条例》实体展览会，包括简介基金的资料。

周 年 报 告 13



		跨部门专责小组的工作成效

跨部门专责小组（专责小组）在防止基金被滥用方面继续扮演积极角色。专责小组现时
的成员包括劳工处、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及破产管理署的代表。有关部门合作无
间，主动调查及跟进雇主及雇员可能滥用基金的个案。

劳工处在处理基金申请时，如发现涉嫌违法个案（例如非法转移资产、盗窃公款、藉欺
骗手段逃避债务、没有妥善备存公司帐目等），会将个案转介警务处及／或破产管理署
作进一步跟进。除此之外，劳工处一直采取多管齐下的执法策略，以减少欠薪事件恶
化，进而成为需要向基金申请特惠款项的个案。在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劳工处录得违
例欠薪被定罪的传票共有784张，当中涉及公司董事及负责人员被定罪的传票共有253
张。

14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附 录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的 运 作 业 绩

附 录 一 

	 	

  
 

 

	 	 	

	 	 	

  

 

	 	 	 	 	 	 	
	 	 	

	 	 	 	
	 	 	 	 	 	
	 	 	 	 	 	 	
	 	 	 	 	 	 	 	 	
	 	 	
	 		
	 	 	 	 	
	 	 	 					 	
	 	 	 					 	
	 	 	 					 	
	 	 	 	 	 	 	
	 	 	 	 	 	

	 	 	 	 	 	 	 	 	
	 	 	 	 	 	
	 	 	 	 	 	
	 	 	 	 	 	 	
	 	 	 	 	 	 	 	 	

		 	 	 	
	 	 	 	 	 	
	 	 	 	 	
	 	 	 	 	
	 	 	 	 	 	 	
	 	 	 	 	 	

	 	 	 	 	 	 	 	 	 	 	 	 	 	

	 	 	 	 	 	 	 	 	 	 	 	
	 	 	 	 	 	 	 	 	 	 	 	
	 	 	 	 	 	 	 	 	 	 	 	 	 	 	 	 	 	 	 	 	
	 	 	 	 	 	 	 	 	 	 	 	 	 	 	 	 	 	 	 	

	 	 	 	 	 	
	 	 	 	 	 	
	 	 	 	 	 	
	 	 	 	 	 	 	

	 	 	 	 	 	 	 	 	 	 	 	

         

          

												   

  

  

     

     

     

   

I. 按 结 果 划 分 的 申 请 分 析

(1)	接 获的个案数目	 658 

(2)	申 请数目	 
(i)	 上 期结转

本期接获
1 440 
3 749

本期重新考虑 14 
5 203 

(ii)	 已 处理
批准

3 473 
3 154

拒绝  64
撤回  255 

尚待审核 1 714
搁置 *  16 

5 203
(3)	申 请的特惠款项数额	

(单位：港币千元)	 
(i)	 上 期结转

本期接获
本期重新考虑 

欠 薪 

176,605 + 
1,609 +

代 通 知 金 

51,182 + 
355 +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遣 散 费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132,915 + 32,966 = 
701 + 552 = 

港币千元 

143,033 
393,668 

3,217 
539,918

欠 薪 代 通 知 金 遣 散 费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港币千元 

(ii)	 批 准
经核减
拒绝
撤回
尚待审核
搁置 * }

88,127 + 32,195 + 23,613 + 11,208 = 155,143 
148,136 

10,467 
18,333 

207,839 
539,918 

(4)	提 交基金委员会覆核的申请数目 0 

II. 与 获 批 准 申 请 有 关 的 呈 请 分 析 

(1)	已 提出清盘呈请的申请数目 2 113
(2)	已 提出破产呈请的申请数目  79 
(3)	根 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 18(1) 条予以处理的申请数目	 942 
(4)	根 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 16(1)(a)(ii) 条 予以处理的申请数目 20 

3 154 

III. 接 获 个 案 按 雇 员 人 数 划 分 的 分 析

(1)	不 足 20 名雇员 634
(2)	 20 至 49 名雇员  17
(3)	 50 至 99 名雇员  5
(4)	 100 名雇员或以上 2

 658 

16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 有待私下和解或撤回的申请。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附 录 一（续）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的 运 作 业 绩
IV. 按 经 济 行 业 划 分 的 申 请 分 析

申请总额
（包括工资、

代通知金、遣散费、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香港标准
行业分类 申请人所属行业

农业、林业及渔业

采矿及采石

制造

食品的制造
纺织品的制造
成衣的制造
木材及木制品、水松制品、草编及编结材料制品的制造
(家具及玩具除外)
纸及纸制品的制造
印刷及已储录资料媒体的复制
焦煤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
橡胶及塑胶产品的制造
(家具、玩具、体育用品及文具除外)
基本金属的制造
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的制造
电器设备的制造
家具的制造
其他制造业
机械及设备的维修及安装

电力及燃气供应

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废弃物管理及污染防治活动

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及处置活动；资源的回收处理
污染防治活动及其他废弃物处理服务

建造

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业

进出口贸易
批发
零售业 

$ 21,934.25 

$ 1,980,621.76 

$ 60,374,397.39 
$ 584,158.92 
$ 709,462.79 
$ 74,000.00 

$ 1,433,882.27 
$ 818,749.43 
$ 5,149,601.21 
$ 16,145,914.79 

$ 143,066.84 
$ 2,497,413.29 
$ 3,058,500.00 
$ 233,547.77 
$ 5,747,959.59 
$ 3,582,857.57 

$ 264,683.19 

$ 170,015.76 
$ 988,956.14 

$ 47,546,989.51 

$ 11,106,337.58 
$ 6,163,311.90 
$ 22,493,301.82 

(1) 

(2) 

(13) 
(2) 
(0) 
(1) 

(2) 
(2) 
(1) 
(1) 

(1) 
(3) 
(1) 
(2) 
(2) 
(4) 

(1) 

(2) 
(1) 

(118) 

(28) 
(12) 
(46) 

1 

3 

420 
4 
1 
1 

6 
4 
9 

83 

1 
14 
17 

2 
43 
30 

1 

6 
4 

540 

66 
69 

242

第 A组

第 B 组

第 C组
小组 

10 

13 

14 

16 

17 

18 

19 

22 

24 

26 

27 

31 

32 

33

第 D组

第 E 组
小组 

38 

39

第 F 组

第 G组
小组 

45 

46 

47

申请数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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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的数字是本年度接获涉及可能无力偿债个案的数目。 
# 所有申请均属过往年度已接获的个案。	



	

 

 
 
 
 
 

 
 

 
 
 
 
 

 

 

 
 
 
 
 
 

 

 

	 	 	 	

	
	
	
	
	

	 	
				
	
	

	 	 	

	
	
	
	
	 	

	 	 	

	

	 	

	 	 	

	
	
	
	
	
	

							
							 	 	

	
	
	

附 录 一（续）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的 运 作 业 绩

香港标准
行业分类 申请人所属行业 申请数目 ~

申请总额
（包括工资、

代通知金、遣散费、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第 H组
小组 

49 

50 

51 

52 

53

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

陆路运输
水上运输
航空运输
货仓及运输辅助活动
邮政及速递活动

65 
17 

1 
68 

325 

(22) 
(3) 
(1) 

(13) 
(6) 

$ 8,736,071.98 
$ 1,221,067.13 
$ 193,884.08 
$ 9,634,934.19 
$ 13,738,500.46 

第 I 组
小组 

55 

56

住宿及膳食服务活动

短期住宿活动
餐饮服务活动

4 
872 

(2) 
(170) 

$ 154,893.09 
$ 54,507,417.37 

第 J 组
小组 

58 

59 

61 

62 

63

资讯及通讯

出版活动
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制作活动、录音及音乐出版活动
电讯
资讯科技服务活动
资讯服务活动

5 
18 
11 
69 

2 

(3) 
(7) 
(4) 

(18) 
#(0) 

$ 273,376.72 
$ 5,890,501.12 
$ 2,193,150.38 
$ 7,381,081.85 
$ 34,579.46 

第 K 组
小组 

64	

金融及保险活动

金融服务活动（保险及退休基金除外） 95 (33) $ 19,346,029.41 

第 L 组 地产活动 18 (8) $ 2,192,818.03 

第 M组
小组 

69 

70 

71 

72 

74 

75

专业、科学及技术活动

法律及会计活动
总办事处活动；管理及管理顾问活动
建筑及工程活动、技术测试及分析
科学研究及发展
广告及市场研究
其他专业、科学及技术活动 

7 
8 

49 
7 

27 
8

(2) 
(7) 

(10) 
(2) 
(5) 
(5) 

$ 1,058,654.04 
$ 2,254,613.44 
$ 12,070,323.65 
$ 629,985.98 
$ 2,010,756.50 
$ 1,521,9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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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的数字是本年度接获涉及可能无力偿债个案的数目。 
# 所有申请均属过往年度已接获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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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支援服务活动

就业活动
旅行代理、代订服务及相关活动
保安及侦查活动
建筑物及园境护理服务活动
办公室行政、办公室支援及其他商业支援活动

公共行政

教育

人类保健及社会工作活动

人类保健活动
住宿护理活动

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

创作及表演艺术活动
图书馆、档案保存、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活动
体育及其他娱乐活动

其他服务活动

会员制组织活动
汽车、电单车、电脑、个人及家庭用品修理
其他个人服务活动

家庭住户内部工作活动

受聘于住户的家居活动
用以自给的私人家庭商品及劳务生产活动

$ 114,751.54 
$ 24,181,120.31 
$ 230,951.00 
$ 5,148,718.86 
$ 1,542,497.67 

$ 146,899.54 

$ 6,991,683.14 

$ 2,016,452.63 
$ 17,020.00 

$ 53,620.66 
$ 5,546.62 
$ 7,759,609.01 

$ 46,703.27 
$ 1,287,504.42 
$ 7,425,711.68 

$ 335,951.60 
$ 28,955.37 

(3) 
(0) 
(1) 
(4) 
(5) 

(1) 

(13) 

(4) 
(0) 

(2) 
(1) 
(6) 

(1) 
(2) 

(35) 

(12) 
(1) 

5 
121 

18 
11 
15 

2 

79 

15 
1 

4 
1 

97 

1 
4 

118 

13 
1 

第 N组
小组 

78 

79 

80 

81 

82

第 O组

第 P 组

第 Q组
小组 

86 

87

第 R 组
小组 

90 

91 

93

第 S 组
小组 

94 

95 

96

第 T 组
小组 

97 

98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的 运 作 业 绩 

附 录 一（续）

# 

# 

申请总额
（包括工资、

代通知金、遣散费、
未放年假薪酬及／或
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香港标准
行业分类 申请人所属行业 申请数目 ~ 

	

 
 
 
 
 

 

 

 
 

 
 
 

 
 
 

 
 

	 	 	

	
	
	
	
	

	 	 	

	 	 	

	 	 	

	
	

	 	 	

	
	
	

	 	 	

	
	
	

	 	 	

	
	

							
							

	
	
	

总数 : 3 749 ( 658) $ 393,667,915.99 

~ 括号内的数字是本年度接获涉及可能无力偿债个案的数目。 
# 所有申请均属过往年度已接获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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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特 惠 款 项 申 请 的 分 项 数 字 

附 录 二

      
   

      
   

	 	 	 	 	

	 	 	 	 	

	 	 	 	

	 	 	 	 	

	 	 	 	

	 	 	 	

	 	 	 	

	 	 	 	 	

	 	 	 	

	 	 	

	 	 	 	 	 	 	 									 	 	

	 	 	 	 	

	 	 	 	 	 	 	 	

	 	 	 	 	 	 	 	

	 	 	 	 	 	 	 	

	 	 	 	 	 	 	 	

	 	 	 	 	 	 	 	 	

	 	 	 	 	

	 	 	 	 	 	 	 									 	 	

	 

        

		

									

									

	

					

	

				

		

I. 欠薪

 A. 按 款 额 划 分
( 包 括 超 时 工 作 工 资 及 可 视 作 工 资 的 项 目 )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 

8,000 元 ^或以下 

8,001 元至 18,000 元 

18,001 元至 36,000 元 + 

36,001 元至 50,000 元 

50,001 元至 60,000 元 

60,001 元至 70,000 元 

70,001 元至 80,000 元 + 

80,001 元至 90,000 元 

90,000 元以上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455 12.14 

447 11.92 

567 15.12 

851 22.70 

455 12.14 

207 5.52 

156 4.16 

104 2.77 

85 2.27 

422 11.26 

3 749 

百 分 比

100.00 

B. 按 欠 薪 期 划 分
( 不 包 括 超 时 工 作 工 资 及 可 视 作 工 资 的 项 目 )

欠 薪 期 申 请 数 目 百 分 比 

未有提出申请  563 * 15.02 

半个月或少于半个月  229 6.11 

超过半个月至 1 个月  794 21.18 

超过 1 个月至 2 个月  908 24.22 

超过 2 个月至 3 个月  659 17.58 

超过 3 个月至 4 个月 +  242 6.45 

超过 4 个月  354 9.44 

总数 : 3 749 100.00 

^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及《破产条例》就优先债项限额订明，在清盘／破产程序中分配雇主余下资产时，须在偿付其他债项前，优先偿付以不超过8,000元为	

限额的工资。 

+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所规定的欠薪特惠款项上限为不超过36,000元（在2022年6月16日或之前产生的付款责任）／不超过80,000元（在2022年6月17日或之后产生的	

付款责任）或四个月的欠薪，两者以较小的款额为准。 

* 包括108宗只涉及超时工作工资及／或可视作工资的项目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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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续）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特 惠 款 项 申 请 的 分 项 数 字

       

      

	 	 	 	 	

	 	 	 	 	

	 	 	 	

	 	 	 	

	 	 	 	

	 	 	 	

	 	 	 	

	 	 	 	

	 	 	 	

	 	 	 	 	 	 	 	 	 																

											 	 	 	 	 	 	 									 	 	 		

	 	 	 	 	

	 	 	 	

	 	 	 	

	

	 	 	 	 	 	 	

	 	 	

	 	 	 	 	

	 	 	 	 	 	 	 									 	 	

	

      

		

									

									

	

				 	 	 	 	 	 	 	 	
	 	

   

					

II. 代 通 知 金

A.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 

2,000 元 ‡或以下 

2,001 元至 6,000 元 

6,001 元至 22,500 元 

22,501 元至 30,000 元 

30,001 元至 35,000 元 

35,001 元至 40,000 元 

40,001 元至 45,000 元 

45,001 元至 50,000 元 

50,000 元以上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1 648 43.96 

25 0.66 

244 6.51 

1 071 28.57 

358 9.55 

103 2.75 

65 1.73 

51 1.36 

30 0.80 

154 4.11 

3 749 

百 分 比

100.00 

B. 按 通 知 期 划 分

通 知 期

未有提出申请

1日至 7日

8日至 14 日

15 日

16 日至少于 1个月

1个月 ‡

超过 1个月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1 648 43.96 

327 8.72 

35 0.93 

29 0.77 

138 3.68 

1 477 39.40 

95 2.54 

3 749 

百 分 比

100.00 

‡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及《破产条例》就优先债项限额订明，在清盘／破产程序中分配雇主余下资产时，须在偿付其他债项前，优先偿付不超过一个月工资

或2,000元的代通知金，两者以较小的款额为准。	

生的付款责任）或一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两者以较小的款额为准。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所规定的代通知金特惠款项上限为不超过22,500元（在2022年6月16日或之前产生的付款责任）／不超过45,000元（在2022年6月17日或之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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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附 录 二（续）

特 惠 款 项 申 请 的 分 项 数 字
III. 遣 散 费 

♔

（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A.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未 有 提 出 申 请 

8,000 元❖ 或 以 下 

8,001 元 至 24,000 元 

24,001 元 至 36,000 元 

36,001 元 至 50,000 元 

50,001 元 至 100,000 元 

100,001 元 至 150,000 元 

150,001 元 至 200,000 元 

200,001 元 至 245,000 元 

245,001 元 至 300,000 元 

300,001 元 至 350,000 元 

350,001 元 至 390,000 元 

390,000 元 以 上

B.  按 服 务 年 期 划 分

申 请 数 目

2 485 66.29 
29 0.77 

 115 3.07 
160 4.27 
156 4.16 
342 9.12 
169 4.51 
 116 3.09 

50 1.33 
39 1.04 
27 0.72 
58 1.55 

3 0.08 
总 数 : 3 749 

百 分 比

100.00 

服 务 年 期 申 请 数 目 百 分 比

未 有 提 出 申 请 或 服 务 少 于 2 年 2 488 ∞ 66.37 
2 年 至 少 于 5 年  453 12.08 
5 年 至 少 于 6 年  108 2.88 
6 年 至 少 于 7 年  69 1.84 
7 年 至 少 于 8 年  74 1.97 
8 年 至 少 于 9 年  70 1.87 
9 年 至 少 于 10 年  59 1.57 
10 年 至 少 于 15 年  185 4.94 
15 年 至 少 于 20 年  101 2.69 
20 年 至 少 于 25 年  52 1.39 
25 年 至 少 于 30 年  56 1.49 
30 年 至 少 于 35 年  23 0.61 
35 年 至 少 于 39 年 7 0.19 
39 年 至 少 于 41 年 4 0.11 
41 年 至 少 于 43 年 0 0.00 
43 年 及 以 上	 0 0.00 

总 数 : 3 749 100.00 

♔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就遣散费特惠款项的最高付款限额为220,000元（在2022年6月16日或之前产生的付款责任）／245,000元（在2022年6月17日或之后产生的付款责
任）。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及《破产条例》就优先债项限额订明，在清盘／破产程序中分配雇主余下资产时，须在偿付其他债项前，优先偿付以不超过8,000元为
限额的遣散费。 

∞ 包括3宗涉及服务少于2年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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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特 惠 款 项 申 请 的 分 项 数 字 

附 录 二（续）

       

      

      

	 	 	 	 	

	 	 	 	

	 	 	 	

	 	 	 	 	

	 	 	 	

	 	 	 	

	 	 	 	 	

	 	 	 	

	 	 	 	 	 	 	 	 	 																

											 	 	 	 	 	 	 							 	 	

	 	 	 	 	

	 	 	 	 	 	

	 	 	 	 	 	 	 	 	

	 	 	 	 	

	 	 	 	 	 	 	 									 	 	

	 	 	 	 	

	 	 	 	 	 	 	 	

	 	 	 	 	 	 	 	 	

	 	 	 	 	

	 	 	 	 	 	 	 									 	 	

      

		

        		

									

								

									

	

					

   IV.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或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A.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

2,000 元或以下

2,001 元至 5,000 元

5,001 元至 10,500 元 ⌘ 

10,501 元至 15,500 元

15,501 元至 20,000 元

20,001 元至 26,000 元 ⌘

26,001 元至 30,000 元

30,000 元以上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1 718 45.83 

162 4.32 

452 12.06 

569 15.18 

273 7.28 

129 3.44 

109 2.91 

65 1.73 

272 7.25 

3 749 

百 分 比

100.00 

B. 按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的 假 期 年 划 分

假 期 年 申 请 数 目 百 分 比 

未有提出申请 1 737 46.33 

1 年或少于 1 年  972 25.93 

超过 1 年至少于 2 年 ⌘ 550 14.67 

2 年或以上  490 13.07 

总数 : 3 749 100.00 

C. 按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涉 及 的 期 间 划 分

期 间 申 请 数 目 百 分 比 

未有提出申请 3 196 85.25 

2 个月或少于 2 个月  173 4.62 

超过 2 个月至 4 个月 ⌘  59 1.57 

超过 4 个月  321 8.56 

总数 : 3 749 100.00 

⌘ 《破产欠薪保障条例》所规定的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特惠款项上限为不超过最后两个假期年累积的未放年假的薪酬及／或最后四个月的未放法定假日

薪酬，合共最多10,500元（在2022年6月16日或之前产生的付款责任）／合共最多26,000元（在2022年6月17日或之后产生的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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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三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获 准 发 放 的 特 惠 款 项 分 析
I. 欠薪

（包 括 超 时 工 作 工 资 及 可 视 作 工 资 的 项 目）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申请不获批准

8,000 元或以下

8,001 元至 18,000 元

18,001 元至 36,000 元

36,001 元至 50,000 元

50,001 元至 60,000 元

60,001 元至 70,000 元

70,001 元至 80,000 元

II. 代 通 知 金
按 款 额 划 分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481 15.25 

426 13.51 

537 17.03 

763 24.19 

306 9.70 

150 4.75 

109 3.46 

382 12.11 

3 154 

百 分 比

100.00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申请不获批准

2,000 元或以下

2,001 元至 6,000 元

6,001 元至 22,500 元 † 

22,501 元至 30,000元

30,001 元至 35,000 元

35,001 元至 40,000 元

40,001 元至 45,000 元 †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1 417 44.93 

27 0.86 

252 7.99 

934 29.61 

255 8.08 

86 2.73 

56 1.77 

127 4.03 

3 154 

百 分 比

100.00 

24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欠薪特惠款项最高付款限额为 36,000 元（在 2022 年 6 月 16 日 或 之 前产生的付款责任）／ 80,000 元（在 2022 年

6月 17 日或之后产生的付款责任）。 

†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代通知金特惠款项最高付款限额为 22,500 元（在 2022 年 6 月 16 日或之前产生的付款责任）／ 45,000 元（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 或之后产生的付款责任）。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二 零 二 三 至 二 四 年 度
获 准 发 放 的 特 惠 款 项 分 析 

附 录 三（续）

      

      

	 	 	 	 	 	 	 	 	 	 	

	 	 	 	

	 	 	 	

	 	 	 	

	 	 	 	

	 	 	 	

	 	 	 	

	 	 	 	

	 	 	 	 	 	 	 	 	 	

	 	 	 	 	 	 	 									 	 	

	 	 	 	 	 	 	 	 	 	

	 	 	 	

	 	 	 	

	 	 	 	

	 	 	 	

	 	 	 	

	 	 	 	 	 	 	 	 	 	 	

								 	 	 	 	 	 																					 	 	

		

		

									

									

					 	 	 	 	 	 	 	 	 	 	 	 	 	 	 	 	 	 	 	 	 	 	 	 	 	 	 	 	 	 	 	 	 	 	 	 	 	 	 	 	 	 	

					 	 	 	 	 	 	 	 	 	 	 	 	 	 	 	 	

				 	 	 	 	 	 	 	 	 	 	 	 	 	 	 	 	 	 	 	 	 	 	 	 	 	 	 	 	 	 	 	 	 	 	 	 	 	 	 	 	 	 	 	 	 	 	 	 	

						 	 	 	 	 	 	 	 	 	 	 	 	 	 	 	 	 	 	 	 	 	 	 	 	 	 	 	 	 	 	 	 	 	

	 	 	 	 	 	 	 	 	 	 	 	 	 	 	

 

	 	 	 	 	 	 	 	 	 	 	 	 	 	
III. 遣 散 费

（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申 请 数 目 百 分 比 

未有提出申请／申请不获批准 2 336 74.06 

8,000 元或以下 166 5.26 

8,001 元至 24,000 元 349 11.07 

24,001 元至 36,000 元 102 3.23 

36,001 元至 50,000 元 62 1.97 

50,001 元至 100,000 元 95 3.01 

100,001 元至 150,000 元 41 1.30 

150,001 元至 200,000 元 3 0.10 

200,001 元至 245,000 元 0 0.00 

总数 :	 3 154 100.00 

IV. 未 放 年 假 薪 酬 及 ／或 未 放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按 款 额 划 分

款 额

未有提出申请／申请不获批准 

2,000 元或以下 

2,001 元至 5,000 元 

5,001 元至 10,500 元 

10,501 元至 15,500 元 

15,501 元至 20,000 元 

20,001 元至 26,000 元

总数 :

申 请 数 目

1 542 48.89 

280 8.88 

494 15.66 

539 17.09 

149 4.72 

67 2.13 

83 2.63 

3 154 

百 分 比

100.00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的 遣 散 费 特 惠 款 项 最 高 付 款 限 额 为 220,000 元（在 2022 年 6 月 16 日 或 之 前 产 生 的 付 款 责 任）／ 245,000 元

(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 或 之 后 产 生 的 付 款 责 任）。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未放年假薪酬及／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特惠款项最高付款限额为 10,500 元 （在 2022 年 6 月 16 日 或之前产生

的付款责任）／ 26,000 元 （在 2022 年 6 月 17 日 或之后产生的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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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在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的运作比较图表

附 录 四

图 一
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基金接获的申请数目

（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申请数目 

4 000 

3 000 

2 000 

1 000 

0

图 二
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基金接获申请最多的首三个行业

（不包括遣散费特惠款项差额的申索）

2 771 

3 249 

3 588 
3 749 

2 496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申请数目 50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2023-24 

2022-23 

2021-22 

2020-21 

2019-20 

831 

872 

607 

994 

1 040 734 192 

444 433 

341 287 

610 

540 420 

592

餐饮服务活动

建造

食品的制造

出版活动

体育及其他娱乐活动

零售业

进出口贸易

26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附 录 四 (续)

在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的运作比较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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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附 录 四 (续)

在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的运作比较图表
图 四
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基金总收入及支出

以百万元计 

600.0 

550.0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131.9 

60.5 
89.9 

164.2 

219.1 

546.5 
506.0

462.4 462.2

收入 

568.4

支出 

图 五
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基金收入及支出分析

以百万元计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 
0.0 

10.1 0.0 0.0 

50.9 42.9 

0.0 

104.5 

64.2 

102.6 

171.3 155.1
其他支出(抵销) 

335.2 

290.9

233.2

其他收入 

398.2401.5389.9 

84.5 

105.9 

26.9 26.9 
26.2 

26.0 

84.4 

27.3 

38.035.4 

156.6 

30.3

特惠款项支出

征费收入

行政费用 

其他支出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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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利息及藉代位权收回的款项

潜在特惠款项申索的拨备及汇兑差额（亏损）

潜在特惠款项申索的拨备回拨及汇兑差额（增益）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在二零一九／二零年度至二零二三／二四年度的运作比较图表

附 录 四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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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五

二 零 一 三 ／一 四 年 度、二 零 一 八 ／ 一 九 年 度 及 二 零 二 三 ／ 二 四 年 度
按 经 济 行 业 划 分 基 金 接 获 的 申 请 数 目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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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六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独立核数师报告及审核财务报表

32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内容

破 产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页数

独立核数师报告 1 - 3 

审核财务报表

损益及其他全面收入报表 4

财务状况表 5 - 6

基金及储备变动表 7

现金流量表 8 - 9

财务报表附注 10 - 25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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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 Young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Tel 电话 : +852 2846 9888 
27/F, One Taikoo Place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979号 Fax 传真: +852 2868 4432 
979 King’s Road 太古坊一座27楼 ey.com 
Quarry Bay, Hong Kong 

独立核数师报告

致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设立）

意见

本核数师（下称我们）已完成审核载列于第 4 至 25 页的破产欠薪保障基金（下称基金）财

务报表，包括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财务状况表，截至该日止年度的损益及其他

全面收入报表、基金及储备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大会计政策数

据。

我们认为，该等财务报表已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真实而公平地

反映基金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财务状况及截至该日止年度的财务表现及现金流量。

意见的基础

我们已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审计准则》进行审核工作。我们在该等准则下承担

的责任已在本报告「核数师就审核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部分中作进一步阐述。根据香港

会计师公会颁布的《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下称守则），我们独立于基金，并已履行守则

中的其他专业道德责任。我们相信，我们所获得的审核凭证已充份和适当地为我们的审核意

见提供基础。

刊载于周年报告内其他信息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下称委员会）需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刊载于周年报告

内的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及我们的核数师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的意见并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亦不对该等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

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核，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

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核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存在重大抵触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误陈述的情

况。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的错误陈述，我们需要报告该

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报告。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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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数师报告（续）
致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设立）

委员会就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

委员会须负责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的

规定，编制真实而公平的财务报表，并进行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内部监控，以确保财务报表没

有因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

在拟备财务报表时，委员会负责评估基金持续经营的能力，并在适用情况下披露与持续经营

有关的事项，以及使用持续经营为会计基础，除非委员会有意将基金清盘或停止经营，或别

无其他实际的替代方案。

核数师就审核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取得合理

保证，并出具包括我们意见的核数师报告。我们亦按照《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的规定，仅向

全体委员报告。除此之外，本报告别无其他目的。我们概不就本报告的内容向任何其他人士

负有或承担任何责任。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不能保证按照《香港审计准则》进行的审核，在某一重大错误

陈述存在时总能发现。错误陈述可以由欺诈或错误引起，如果合理预期它们单独或汇总起来

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赖财务报表所作出的经济决定，则有关的错误陈述可被视作重

大。

在根据《香港审计准则》进行审核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专业判断，保持了专业怀疑态度。

我们亦： 

• 识别和评估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设计及执行审核

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获取充足和适当的审核凭证，作为我们意见的基础。由于欺

诈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监控之上，因此未能发现

因欺诈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因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误陈述的风

险。

• 了解与审核相关的内部监控，以设计适当的审核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基金内部监控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

• 评价委员会所采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及作出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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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核数师报告（续）

致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委员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设立）

核数师就审核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续） 

• 对委员会采用持续经营会计基础的恰当性作出结论。根据所获取的审核凭证，确定是否

存在与事项或情况有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对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如果我们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则有必要在我们的核数师报告中提醒使用者注

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假若有关的披露不足，则修订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结论是基

于我们的核数师报告日止所取得的审核凭证。然而，未来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基金不能

持续经营。

• 评价财务报表的整体列报方式、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以及财务报表是否公平反映相

关交易和事项。

除其他事项外，我们与委员会沟通了计划的审核范围、时间安排、重大审核发现等，包括我

们在审核中识别出内部监控的任何重大缺失。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会计师

香港

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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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损益及其他全面收入报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注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3 568,449,864 462,159,120

特惠款项 
监管费 
法律及专业费用 
核数师酬金 
差饷及大厦管理费 
保险费 
印刷及文具 
汇兑差额 
财务费用 
折旧 
杂项开支 

4 
5 

7 
11 

155,143,241 
29,714,577 

4,387,423 
137,000 
971,744 

12,172 
32,000 

26,014,401 
33,903 

639,536 
2,074,376___________ 

102,617,087
24,136,205

425,029
121,000
353,278

8,068
37,500

35,387,040
15,344

633,941
491,233___________

219,160,373          ___________    164,225,725 ___________

6 349,289,49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7,933,395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入

支出

总支出 

全年盈余及全面收入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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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状况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注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非流动资产

物业 
使用权资产 

非流动资产总值 

10 
11 

69,687,150 
175,498,449 _____________ 
245,185,599 _____________ 

-
937,985 _____________
937,985 _____________

流动资产

应收征费 
应收利息 
杂项按金 
预付款项 
定期存款 
银行存款 

流动资产总值 

12 
12 

17,371,300 
44,483,456 

508,647 
-

7,038,121,410 
5,980,938 _____________ 

7,106,465,751 _____________ 

26,920,300
50,801,881

200,918
63,040

6,916,345,946
3,513,684 _____________

6,997,845,769 _____________

流动负债

应付已批申请款项 
应付运作费用 
应付监管费 
租赁负债 
其他应付款项 

流动负债总值 

5 
11 

4,038,113 
137,000 

29,400,000 
311,022 

-_____________ 
33,886,135 _____________ 

4,034,286
251,496

25,000,000
642,057

69,169 _____________
29,997,008 _____________

流动资产净值 7,072,579,616 _____________ 6,967,848,761 _____________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7,317,765,215 _____________ 6,968,786,746 _____________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11 -_____________ 311,022 _____________

资产净值 7,317,765,21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6,968,475,724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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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状况表（续）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注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资金来源：

累积盈余 
一般储备金 13 

7,301,226,428 
16,538,787 _____________ 

6,951,936,937
16,538,787 _____________

累积盈余及储备总值 7,317,765,2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68,475,72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豪辉先生，GBS, JP
主席

梁颂恩女士，MH
委员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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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基金及储备变动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累积

盈余

港元

一般

储备金

港元

累积盈余及

储备总值

港元

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6,654,003,542 16,538,787 6,670,542,329

全年盈余及全面收入 297,933,39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297,933,395 _____________

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6,951,936,937 16,538,787 6,968,475,724

全年盈余及全面收入 349,289,491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349,289,491 _____________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7,301,226,428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6,538,787 __________ __________ 7,317,765,215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7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现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注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运作事务的现金流量

全年盈余 
调整：

利息收入 
财务费用 
使用权资产折旧 

3 
7 
11 

349,289,491 

(     327,936,563) 
33,903 

639,536 ____________ 

297,933,395

(      166,317,151)
15,344

633,941 _____________ 

应收征费的减少 
杂项按金的（增加） / 减少 
预付款项的减少 /（增加） 
应付已批申请款项的增加 
应付运作费用的（减少） / 增加 
应付监管费的增加 /（减少） 
其他应付款项的（减少） / 增加 

22,026,367 
9,549,000 

(           307,729) 
63,040 
3,827 

( 114,496) 
4,400,000 

(   69,169) ____________ 

132,265,529
14,572,550

3,594
(         63,040)

23,512
134,496

( 1,400,000)
69,169 _____________

运作事务产生的现金 
已付利息 

35,550,840 
(   33,903) ____________ 

145,605,810
(  15,344) _____________

运作事务的现金流入净额 35,516,937 ____________ 145,590,466 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已收利息 
购买办公室 
计入使用权资产之租赁土地的添置 
为期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的减少 /（增加） 

334,254,988 
(       69,687,150) 
(     175,200,000) 

2,563,224,536 ____________ 

124,886,275
-
-

(     670,345,946) _____________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 /（流出）净额 2,652,592,374 ____________ (     545,459,671) _____________

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租赁付款的本金部分 14 ( 642,057) ____________ ( 632,808) _____________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数额的净增加 /（减少） 
年初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数额 

2,687,467,254 
705,513,684 ____________ 

(     400,502,013)
1,106,015,697 _____________

年终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数额 3,392,980,93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05,513,68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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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现金流量表 (续)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注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结存分析

银行结存 12 5,980,938 3,513,684
为期三个月或以下的定期存款 12 3,387,000,000 702,000,000

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数额 3,392,980,938 705,513,684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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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 一般数据一般资料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下称基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破产欠薪保障条例》于一

九八五年设立，目的是在雇主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向雇员拨付特惠款项。

于本年度内，基金的财政来源主要是税务局局长就一年及三年商业登记收取的征费。 

2. 会计政策 

2.1 编制基准

本财务报表是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所颁布的《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包括所有香港财务报告

准则、《香港会计准则》及诠释）及《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编制。本财务报表是以港元显

示。 

2.2 会计政策及披露之变更

基金已于本年度之财务报表首次采纳以下新订及经修订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7号 保险合约 
• 《香港会计准则》第1号及《香港财务报 会计政策之披露

告准则》实务声明第 2号（修订本） 

• 《香港会计准则》第 8号（修订本） 会计估计之定义 
• 《香港会计准则》第 12号（修订本） 从单一交易产生与资产及负债有关之递延税项 
• 《香港会计准则》第 12号（修订本） 国际税务改革－第二支柱示范规则

除以下情况外，基金采纳上述新订及经修订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对基金财务报表并无重大财

务影响。

《香港会计准则》第 1号及《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声明第 2号（修订本）会计政策之披露

《香港会计准则》第 1号之修订要求实体披露其重要会计政策之资料而非其主要会计政策。倘

若会计政策数据与实体之财务报表中包含之其他数据一并考虑，可合理预期其将影响一般目

的财务报表之主要使用者以此等财务报表作出之决定，则有关资料属重大。《香港财务报告

准则》实务声明第 2号之修订作出重要性判断为如何将重要性之概念应用于会计政策披露提供

非强制指引。基金已于财务报表附注 2.4披露重大会计政策。该等修订对基金之财务报表之任

何项目之计量、确认或呈列并无任何影响。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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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2 会计政策及披露之变更（续）

《香港会计准则》第 8号（修订本）会计估计之定义

《香港会计准则》第 8号之修订澄清会计估计变化与会计政策变化之间的区别。会计估计乃界

定为财务报表中存在计量不确定性之货币金额。有关修订亦澄清实体如何使用计量技术和输

入数据以得出会计估计。由于基金采用之方法及政策与该等修订相一致，因此该等修订对基

金之财务报表并无任何影响。 

2.3 已颁布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基金于本财务报表并未应用任何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颁布但尚未生效的

新订及经修订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基金正评估首次应用该等新订及经修订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基金认为

这些新订及经修订之香港财务报告准则不会对基金的损益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2.4 重大会计政策

非金融资产减值

倘存在减值迹象，或当资产须进行年度减值测试时（金融资产除外），会估计资产之可收回

金额。资产之可收回金额按资产或现金产生单位之使用价值与其公允价值减出售成本两者中

之较高者计算，并就个别资产厘定，除非资产产生之现金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独立于其他

资产或资产组合所产生者，在此情况下，可收回金额就资产所属之现金产生单位厘定。在对

现金产生单位进行减值测试时，倘能按合理一致的基准进行分配，则基金资产（如总部楼

宇）的一部分账面值会分配至个别现金产生单位，否则会分配至最小的现金产生单位组别。

减值亏损仅于资产账面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时确认。评估使用价值时，估计未来现金流量乃

以反映货币时间价值及资产特定风险之当前市场评估之除税前贴现率贴现至其现值。减值亏

损于其产生期间自损益中扣除，并计入与减值资产功能一致之相关费用类别内。

于各报告期末会评估是否有迹象显示先前确认之减值亏损可能已不存在或有所减少。如有该

等迹象，则会估计可收回金额。只有在厘定资产之可收回金额所用之估计发生变化时，才会

拨回先前确认之资产减值亏损。然而，拨回金额不得高于倘资产于过往年度未确认减值亏损

之情况下原应厘定之账面值（扣除任何折旧）。该等减值亏损之拨回在其产生期间计入损

益。

物业和折旧

基金的物业是按成本值扣除累计折旧及任何减值亏损后列账。物业的成本值包括其购买价及

任何为使有关资产达致现时营运状况及使营运地点备有有关资产作拟定用途的任何直接应计

成本。物业投入运作后所引致的支出（如维修及保养费用），通常于该产生年度记录作支出

项目。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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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物业和折旧（续）

折旧是以直线法按基金物业的预计可使用年期撇销其成本至残值计算。预计可使用年期是根

据物业土地契约之租约年期或于基金首次使用该物业起计 20 年，以较短者计算。

残值、可使用年期及折旧方法均至少于每个财政年度末被检视及在适当情况下作出调整。

物业于出售，或当预期继续使用或出售该等项目均将不会产生未来经济利益时解除确认。于

解除确认资产的当年确认任何出售或报废盈亏均为有关资产的销售所得款项净额与账面值之

差额。

租赁

基金于合约订立时评估合约是否属于或包含租赁。倘合约以代价来转易于一段时间内可控制

已识别资产的使用权，该合约即属于或包含租赁。

基金作为承租人

基金就所有租赁应用单一的确认及计量方法，惟短期租赁及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基金确认

作出租赁付款为租赁负债及代表使用相关资产的权利为使用权资产。 

(a) 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于租赁开始日期（即相关资产可供使用之日期）确认。使用权资产按成本减

任何累计折旧及任何减值亏损计量，并就任何租赁负债重新计量作出调整。使用权资产

成本包括已确认租赁负债金额、已产生初始直接成本及于开始日期或之前作出之租赁付

款，减去任何已收租赁优惠。使用权资产于租期内按直线法折旧，而资产的预计可使用

年期如下：

租赁土地 33年
贮物仓 2年

倘于租期结束时租赁资产的拥有权转让至基金或其成本反映购买权的行使，折旧则根据

资产的估计可使用年期计算。 

(b) 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于租赁开始日期按于租期内须予作出之租赁付款现值确认。租赁付款包括固定

付款（包括实质固定付款）减任何应收租赁优惠、取决于指数或利率之可变租赁付款及

预期根据剩余价值保证须予支付之金额。倘租赁条款反映基金行使租赁的终止权，租赁

付款亦包括合理地确定将由基金行使之购买权之行使价及就终止租赁支付的罚款。并非

取决于指数或利率之可变租赁付款于发生触发付款之事件或情况期间内确认为开支。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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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租赁（续） 

(b) 租赁负债（续）

于计算租赁付款现值时，因未能实时厘定租赁隐含之利率，基金使用于租赁开始日期之

增量借贷利率。于开始日期后，租赁负债金额有所增加以反映累计利息，并就所作出租

赁付款作出扣减。此外，倘存在修改、租期变动、租赁付款变动（如因指数或利率变动

所产生之未来租赁付款变动）或购买相关资产选择权之评估变动，则会重新计量租赁负

债之账面值。

金融资产

初步确认及计量

金融资产于初步确认时分类为其后按摊销成本计量。

在初步确认金融资产时作出的分类取决于金融资产的合约现金流量特征及基金管理该等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基金初步按其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在并非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损益之金融资产的情况下，另加上交易成本。

为使金融资产可按摊销成本分类及计量，有关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应仅为支付本金

及未偿还本金之利息。

基金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指其如何管理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业务模式确定现金流

量是否来自收集合约现金流量、出售金融资产，或两者兼有。按摊销成本分类及计量之金融

资产于持有金融资产之目标为收取合约现金流量之业务模式内持有。

一般由法规或市场惯例确定的期间交付资产的金融资产买卖于交易日确认，而交易日是指基

金承诺买卖资产的日期。

按摊销成本其后计量之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按摊销成本列账的金融资产其后使用实际利息方法计量，并可能受减值影响。当资产终止确

认、修订或减值时，盈亏会确认为收益或亏损。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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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当下列情况出现时，金融资产（或，如适用，金融资产之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之一部

分）基本上会被终止确认（即自基金之财务状况表内移除）： 

• 从资产收取现金流量之权利已届满；或

• 基金已转让其从资产收取现金流量之权利，或根据「转付」安排，承担向第三方在无严

重延迟之情况下全数支付获取现金流量之义务；并且 (a) 基金已转让资产之绝大部分风险

及回报，或 (b) 基金并无转让或保留资产之绝大部分风险及回报，但已转让资产控制

权。

基金在转让其从资产收取现金流量之权利或订立转付安排时，将评估其有否保留该资产所有

权之风险及回报以及保留之程度。倘并无转让或保留资产之绝大部分风险及回报，亦无转让

资产控制权，基金继续以基金持续参与的程度为限确认所转让资产。在该情况下，基金亦确

认相关负债。已转让之资产及相关负债按反映基金所保留之权利及义务之基准计量。

持续参与指基金就已转让资产作出之保证，已转让资产乃以该项资产之原账面值及基金或须

偿还之代价数额上限计算，以较低者为准。

金融资产的减值

基金为并非按公平值列账及列作收益或亏损持有的所有债务工具确认预期信贷亏损拨备。预

期信贷亏损乃基于根据合约到期的合约现金流量与基金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

而厘定，并以原实际利率的近似值贴现。预期现金流量将包括出售所持抵押的现金流量或组

成合约条款的其他信贷提升措施。

一般方式

预期信贷亏损分两个阶段进行确认。就自初步确认起信贷风险并无显著增加而言，会就未来着 

12个月内可能发生违约事件而导致的信贷亏损（ 12个月预期信贷亏损）作出预期信贷亏损。

就自初步确认起信贷风险有显著增加而言，不论何时发生违约，预期在余下年期内的信贷亏着
损均须作出亏损拨备（全期预期信贷亏损）。

于各报告日期，基金评估金融工具信贷风险是否自初步确认起大幅增加。基金于进行评估时

比较金融工具于报告日期发生违约的风险与金融工具于初步确认日期发生违约的风险，并考

虑合理及有理据而无需付出不必要之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之数据，包括过往及前瞻性数据。资料 资料

资料倘内部或外部数据反映，在计及基金持有的任何信贷提升措施前，基金不大可能悉数收到未

偿还合约款项，则基金可认为金融资产违约。倘无法合理预期收回合约现金流量，则撇销金

融资产。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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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金融资产的减值（续）

按摊销成本列账的金融资产须根据一般方法减值，且按计量预期信贷亏损的下列阶段分类。

第一阶段 － 自初步确认起信贷风险并无大幅增加且亏损拨备按相当于 12 个月预期信贷亏损的

数额而定的金融工具。

第二阶段 － 自初步确认起信贷风险大幅增加但并非属信贷减值的金融资产且亏损拨备按相当

于全期预期信贷亏损的数额而定的金融工具。

第三阶段 － 于报告日期信贷减值（并非购入或源生信贷减值）且亏损拨备按相当于全期预期

信贷亏损的数额而定的金融工具。

金融负债

初步确认及计量

金融负债于初步确认时分类为贷款及借款或应付账款，倘适用。

所有金融负债初步按公允价值确认，而贷款及借款以及应付账款则须扣减直接应占交易成

本。

按摊销成本其后计量之金融负债（贷款及借款）

于初步确认后，计息贷款及借款其后使用实际利率法按摊销成本计量，除非贴现影响并不重

大，在该情况下，则按成本列账。当负债终止确认及通过实际利率摊销程序时，盈亏会列作

收益或亏损。

摊销成本需计及收购时之任何折让或溢价以及属于实际利率不可或缺部分之费用或成本来计

算。实际利率摊销计入损益之财务费用中。

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于负债的责任解除、取消或届满时终止确认。

倘现有金融负债被另一项由同一贷款人提供而绝大部分条款不同的负债所取代，或现有负债

的条款经大幅修改，则有关取代或修改视为终止确认原有负债及确认新负债，而相关账面值

的差额被列作收益或亏损。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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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金融工具抵销

倘目前有可依法强制执行之法律权利要求抵销已确认金额，并有意以净额基准结算，或同时

变现资产及清偿负债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将予抵销并于财务状况表内呈报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财务状况表中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乃指银行存款，以及到期日通常在三个月内的短期高流动

性存款，其可随时转换为已知数额现金，而其价值变动风险轻微且为满足短期现金承担而持

有。

就现金流量表而言，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乃指现金及活期存款，以及上文所界定的短期高流动

性存款，扣除须应要求偿还之银行透支，作为基金现金管理之一个完整部分。

拨备

因过往事项而产生的现时责任（法定或推定）以及大有可能导致日后需要付出资源以履行有

关责任，并可合理估计责任的金额时，便确认拨备。

当贴现的影响属重大时，则确认的拨备数额为于报告期末就履行责任所需的预计未来支出的

现值，因时间流逝所产生的贴现现值增加数额乃计入支出。

收入的确认

征费收入在税务局收到现金收入后按照应计制入账。

藉代位权追讨的已付款项在收到款项时入账。

银行利息收入采用实际利息方法之应计基准确认，以有关利率在金融工具之预计年期或如适

用，在较短期间内实际折现预计日后可收取现金至金融资产之账面净值。

特惠款项的确认

特惠款项经劳工处处长批准有关申请后按照应计制入账。

其他雇员福利

基金就其雇员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经营界定供款强制性公积金退休福利计划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供款乃基于雇员的基本薪金百分比及当应付时遵照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规则计入在损益报表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于该等供款资产与基金其他资产分开处

理，并由一个独立管理的基金持有。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规则，基金的雇主供款于向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支付时全数归属予雇员所有。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16 

周 年 报 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重大会计政策（续）

外币交易

财务报表以港元，即基金的功能货币编制。外币交易最初按交易日通行的功能货币汇率入

账。以外币为单位的货币资产及负债，按功能货币于报告期末的汇率再进行换算。因结算或

换算货币项目而产生的差额均列作收益或亏损。以外币为单位，并按历史成本计量的非货币

项目，采用最初交易日期的汇率换算。 

3.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征费 233,214,600 290,853,000
藉代位权追讨的已付款项 7,298,701 4,988,969
银行利息收入 ___________ 327,936,563 ___________ 166,317,151 

___________568,449,864 462,159,120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7 条及第 21 条和《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 3 部第 6 条，商业登记征

费按《2013年商业登记条例（修订附表 2）令》，为期一年征收港币 250元，为期三年征收港

币750元。根据《 2022年商业登记条例（修订附表 2）令》，在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或该日

之后发出的商业登记，其征费下调至为期一年征收港币 150元，为期三年征收港币 450元。 

4. 特惠款项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 5 部第 16(1) 及 (2) 条和第 18(1) 条，劳工处处长可从基金中拨付

以下的特惠款项给申请人：

(a) 工资

申请人在服务的最后一天前四个月内所提供服务的工资，数额不超过港币 80,000元。

(b) 代通知金

数额不超过港币45,000元或相等于申请人一个月的工资，两者以较小者为准，而该款

项须于申请日期前六个月内到期支付。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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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4. 特惠款项 （续）

(c) 遣散费

总额不超过港币100,000元及申请人应得遣散费中超出港币 100,000元的款项的半数，而

付款责任须在申请日期前六个月内产生。

(d) 未放年假薪酬及 / 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

未放年假薪酬及 / 或未放法定假日薪酬的总额不超过港币 26,000元，当中包括 (i) 申请

人就最后完整假期年累积而仍未放取的有薪年假的薪酬及如申请人在最后假期

年已受雇满三个月但不足  12 个月，在雇佣合约被终止时申请人根据《雇佣条

例》可获得的按比例计算的年假薪酬；以及 (ii) 申请人在服务最后一天前四个月内

未放的法定假日的薪酬，而假若申请人放取了该等假日，雇主本须就该等假日向申请

人支付假日薪酬。

5. 监管费

根据《破产欠薪保障条例》第 4 部第 14 条，财政司司长可以在他所决定的任何时间内，厘定

监管费的款额，并从基金收入中征收。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已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达成协议，监管费的款额为政府管理基金的成本的三分之二。然而，委员会保

留日后再商讨此事的权利。

6. 本年度盈余

基金于本年度之盈余乃经扣除以下项目：

附注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使用权资产折旧 11 639,536 633,941
雇员福利开支：

薪金 1,630,855 300,848
退休金计划供款

（定额供款计划） ________86,696 ________ 6,000

总数 1,717,551 306,848

核数师酬金 137,000 121,000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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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7. 财务费用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租赁负债利息 33,903 15,344 

8. 委员会委员的酬金

委员会没有委员就其于本年度为基金所提供的服务收取任何费用或其他薪酬（ 2023：港币零

元）。

9. 所得税

基金根据《税务条例》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

10. 物业

于持有作自用之物业

的拥有权权益

港元

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成本 27,474,677
累计折旧 ( 27,474,677)

账面净值 ___________ -

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扣除累计折旧 -
添置 69,687,150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扣除累计折旧 69,687,150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97,161,827
累计折旧 ( 27,474,677)___________

账面净值 69,687,150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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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0. 物业（续）

于持有作自用之物业

的拥有权权益

港元

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27,474,677
累计折旧 ( 27,474,677)

账面净值 ___________ -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基金在香港购买了新的办公室。上述的办公室仍在装

修中，因此，本年度并没有提折旧。 

11. 租赁

基金是根据经营租约安排租用贮物仓，租期为两年。基金不可向基金以外人士转让及分租贮

物仓。至于租赁土地，基金已提前作出一次性付款以向业主购买该土地，租期为 33年，而根

据该等土地租赁的条款，将不会继续支付任何款项。

(a) 使用权资产

基金的使用权资产的账面值及年内变动如下：

租赁土地 贮物仓 总数

港元 港元 港元

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 292,855 292,855
租赁修订 - 1,279,071 1,279,071
折旧 - ___________(       633,941) (       633,941)

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 937,985 937,985
添置 175,200,000 - 175,200,000
折旧 - ___________(       639,536) (       639,536)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75,200,000 298,449 175,498,449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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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1. 租赁（续）

(b) 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的账面值及年内变动如下：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年初的账面值 
租赁修订 
年内已确认利息的增幅 
付款 

953,079 
-

33,903 
(      675,960) __________ 

306,816
1,279,071

15,344
(      648,152) __________

于三月三十一日的账面值 311,022____________________ 953,079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为:
流动部分 
非流动部分 

311,022 
-____________________

642,057
311,022____________________

(c) 于损益就租赁确认的款项如下：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租赁负债利息 
使用权资产折旧 

33,903 
639,536__________ 

15,344
633,941__________

于损益确认的款项总额 673,439____________________ 649,285____________________

12. 银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2024 
港元

2023
港元

银行结存 5,980,93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513,68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期存款：

为期三个月或以下 
为期三个月以上至 12 个月 
为期12个月以上至 24 个月 

3,387,000,000 
3,428,748,845 

222,372,565 ____________ 

702,000,000
5,791,345,946

423,000,000 ____________

总数 7,038,121,4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916,345,94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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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 银行存款及定期存款（续）

于报告期末，基金以人民币为单位的银行存款及定期存款之金额为人民币 408,048,777元 （相

等 于 大 概 港 币  440,121,410 元 ） （  2023: 人 民 币  397,503,015 元 （ 相 等 于 大 概 港 币

454,345,946 元））。

13. 一般储备金

在基金成立之前所收到的征费及利息，均已拨入一般储备金的账目。

14. 现金流量表附注

(a) 主要非现金交易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物业之租赁安排而言，基金拥有使用权资产

及租赁负债之非现金修订分别为港币 1,279,071元及港币 1,279,071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则没有主要非现金修订。

(b) 融资活动所产生的负债对账

租赁负债
港元

于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306,816
融資現金流量的變動 (    632,808)
租賃修訂 1,279,071
利息开支 15,344
分類為经营现金流量的已付利息 ( _________ 15,344)

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 953,079
融資現金流量的變動 (    642,057)
利息开支 33,903
分類為经营现金流量的已付利息 (      33,903)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11,022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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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4. 现金流量表附注（续）

(c) 租赁现金流出总额

计入现金流量表之租赁现金流出总额如下：

2024 2023
港元 港元

于经营活动内 33,903 15,344
于融資活動内 642,057 632,808 

675,960 648,152 

15. 或有负债

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财务报表内未作拨备的或有负债为已知但尚未获批准的申请

款项合共港币 207,839,410元（2023：港币143,032,758元）。

由于这类可能支付的款项须经劳工处处长批准，方可作实，因此并未就该等款项确认拨备。

16. 按类别划分之金融工具

基金持有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征费、应收利息、杂项按金、定期存款及银行存款，并分类为

按摊销成本列账之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账面值均于财务状况表内列出。

基金持有的金融负债包括应付已批申请款项、应付运作费用、应付监管费及租赁负债，并分

类为按摊销成本列账之金融负债。金融负债的账面值均于财务状况表内列出。

17. 公平值

经评估后，委员会认为应收征费、应收利息、杂项按金、定期存款、银行存款、应付已批申
请款项、应付运作费用及应付监管费的公平值与其账面值相若，主要由于这些工具将于短期
内到期。

18. 财务风险管理之目标及政策

基金金融工具之主要风险乃来自外币风险、信贷风险及流动资金风险。委员会审阅及同意管

理该等风险之政策，概述如下。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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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8. 财务风险管理之目标及政策（续）

外币风险
基金面对交易货币风险，其主要的外币风险来自港元对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变动。

现时基金并无外币对冲政策。然而，委员会会监控其外币风险，并在有需要时考虑就重大的

外币风险进行对冲。

下表显示于报告期末，在所有其他可变因素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基金的盈余对人民币汇率之

合理可能变动之敏感度。

汇率 盈余

变动 增加 / ( 减少 ) 
% 港元 

2024
如港元兑人民币贬值 1 4,401,214
如港元兑人民币升值 (________1) _________( 4,401,214) 

2023
如港元兑人民币贬值 1 4,543,459
如港元兑人民币升值 ( 1) ( 4,543,459)

信贷风险
基金的金融资产信贷风险来自对方违反协议条款，这些金融资产包括应收征费、应收利息、

杂项按金、定期存款及银行存款，所涉最高风险的金额等同该金融工具之账面值。委员会认

为基金全部的银行存款均存放于高信贷质素的主要金融机构。于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经评估后的亏损拨备为极低。

最高风险及年终所处阶段

根据基金的信贷政策而定的信贷质素及最高信贷风险，主要以逾期数据为基准（除非其他数

据可在无需付出不必要之成本或努力下获得）及于三月三十一日按计量预期信贷亏损划分的

年终所处阶段。

基金其他金融资产，包括应收征费、应收利息、杂项按金、定期存款及银行存款可承受的最

高风险相等于其总账面值。

应收征费、应收利息、杂项按金、定期存款及银行存款被列为第一阶段预期信贷亏损的金融

资产，其亏损拨备以 12个月预期信贷亏损的基准计量。当应收征费及应收利息并未逾期及无

数据显示自初步确认起金融资产的信贷风险大幅增加，应收征费及应收利息的信贷质素被视

为「正常」。否则，应收征费及应收利息的信贷质素被视为「可疑」。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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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财务报表附注

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8. 财务风险管理之目标及政策（续）

流动资金风险
基金的目标为透过维持足够之现金以应付其对流动资金的要求。

于报告期末根据合约未贴现付款基金的金融负债到期情况如下：

2024

按要求偿还 /
少于1年 2至5年 总数

港元 港元 港元

应付已批申请款项 4,038,113 - 4,038,113
应付运作费用 137,000 - 137,000
应付监管费 29,400,000 - 29,400,000
租赁负债 315,448 ___________ - 315,448 

33,890,561 - 33,890,561

2023

按要求偿还 /
少于1年 2至5年 总数

港元 港元 港元

应付已批申请款项 4,034,286 - 4,034,286
应付运作费用 251,496 - 251,496
应付监管费 25,000,000 - 25,000,000
租赁负债 675,960 ___________ 315,448 991,408 

29,961,742 315,448 30,277,190

资本管理
基金管理资本之主要目标为保障基金继续以持续基准经营之能力，在雇主无力清偿债务的情

况下，向雇员拨付特惠款项。

基金管理其资本结构及因应经济状况变动作出调整。基金于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并无就管理资本的目标、政策或过程作出变动。 

19. 财务报表的核准

财务报表已于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经由委员会核准并授权发行。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經由委員會核准並授權發行。

（此乃中文译本，全文仍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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