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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員工工作滿足感及對上級考績
問卷調查結果公佈
 
員工最不滿意大學管治文化
近八成員工認為大學以權威壓倒理性

　　有賴各位同事的支持，本會在一月至三月中收回問卷共128份，當中長約與合約員工各佔一半，包括

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其中以中下層員工為大多數。由於是次問卷題目甚多（共70多題），不少同事反映填

寫甚為困難費時。本會將作檢討，多作改善，希望各位同事以後能更踴躍參與本會的問卷調查，為自己發

聲，加強基層員工的代表性及影響力。

　　是項問卷調查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為對上司考績，包括領導質素、工作分配及指示、工作管理

及人事管理方面；第二部份則為大學的管理文化。調查結果反映中大員工最不滿校方的威權式管治及缺乏

透明度。至於員工對上司的評價則是「中規中距」，普遍認為上司工作管理的能力較佳，但缺乏人事管理

技巧及領袖素質。

評核上司

　　多數大型機構都設有每年的員工考

績／評核，但一般來說只有上評下，沒有

下評上，管理層的管理下屬的能力未能被

充分反映，而在缺乏上訴渠道的情況下，

亦容易造成不公平，中下層員工即使覺得

上司的評核不合理，也沒有反映的渠道。

此外，有同事表示：

　　是次問卷其中47題問題，評估員工對

上司的滿意程度，其中最滿意項目及最不

滿意項目詳列於表一。

　　雖然整體來說，同事對上司的滿意程

度不差，但以5分為滿分，2.5分為合格的

話，五項最滿意項目都僅是水平之上。至

於最不滿意的項目，多與人事管理及溝通

技巧有關。

表一

最滿意項目：
評分（１＝非常不同意，
　　　５＝非常同意）

瞭解對所領導組別的工作程序及要求水平。 2.90

能按下屬的能力分配工作。 2.81

主動與其它部門合作以達致最佳成效。 2.77

能提供指引幫助下屬更有效完成任務。 2.68

能迅速發現工作出現的問題，並作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2.65

最不滿意項目：　
評分（１＝非常不同意，
　　　５＝非常同意）

容忍個別下屬馬虎的工作表現。 3.61

對下屬欺善怕惡。 3.57

只顧完成高層交付的工作，不理會下屬感受。 3.57

容易受小報告影響。 3.37

工作上出現問題，同事也不敢向主管要求協助。 3.37

對下屬言辭常使人感到不快，常給下屬挫敗感。 3.30

訂立太多無必要的規條。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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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管治，員工未敢進諫

　　近日公營及資助機構的透明度深受社會關注，是次問卷發現，中

大員工認為大學運作透明度低，超過８成員工認為「大學的政策制訂

及運作都很不透明，中下層人員很難了解大學發展」(圖１)，只有不

足１成員工認為「大學總是能在作出影響員工的決定前充分諮詢員工

的意見」 (圖２)。

　　針對大學的管治文化，８成員工贊成或非常贊成題目「在大學裡

面，權威壓倒理性討論」 (圖３)，只有１成員工認為「中大的管理文

化鼓勵員工向上反映及質疑上層決定」 (圖４)。

　　這種威權式管治導致政策執行者未敢進言，６成員工認為，不少

管理層雖然不贊成大學的政策，卻沒有向上反映，而他們的部門即使

認為大學政策有問題，仍照樣執行 (圖５、６)。

　　是次問卷中，有６成半人認為「中大的員工總是時常表示不滿，

卻沒有嘗試以行動（包括向上反映）以改善情況」 (圖７)。

　　本會認為，早前大學就策略大綱作公開諮詢，踏出了開放渠道的

第一步。但大學始終未有搜集員工對大學管理及政策的固定機制，加

上很多所謂諮詢往往有大局已定的意味，同事發表反對意見會擔心被

視為異己，很沒保障。這點也疾礙了大學的自由討論風氣，對同學學

習及老師做學術都做成打擊。

　　事實上，問卷中最多員工贊同的題目正是「大學須要設立機制搜

集員工對大學管理及政策的意見」，有超過９成半人贊成。工會希望

校方能正視問題，與教職員共商改善方法。

圖１

圖２

圖３

圖８

圖５

圖４

圖６

圖７

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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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低，早前減薪打擊士氣

　　是次調查中，表示有工作滿足感的中大員工僅得

兩成，而且有７成員工表示自己「士氣甚為低落」 

（圖９）。有近８成（79%）員工表示，2004年頭推出

「肥上瘦下」減薪至今仍令其士氣受打擊（圖10），

亦有６成員工表示減薪後，不少同事離職，打擊他們

的士氣（圖1１）。（連約滿酬金在內，中下層合約

員工是次遭受減薪16－21%）。

　　有近半員工表示自己的部門人手不足，經常要超

時工作。工會擔心，隨著大學轉四年制的籌備工作開

展，人手不足的問題將更嚴重。

　　此外，調查顯示只有6%員工認為「中大有公平

公開的晉升制度」（圖1２），有近８成員工則覺得

每年的僱員考績沒有意義，因為無論結果好壞，都沒

有實際後果 （圖1３）。

　　自政府削減大學開支，中大多項人事措施，包括

合約化越來越嚴重、同工不同酬及長約升職變合約

等，都嚴重打擊員工士氣。本會認為，合約員工薪金

比長約低一大截，增薪又比長約慢，不少合約員工在

中大工作已超過６年，仍不知何時可變為長約，晉升

機會又少，難免心灰意冷。至於長約，倘若升職又

會變為合約工，假期福利都減少，甚至有可能人工更

低，亦失去上進的動力。

　　校方多次托辭0-0-x未有定論，不能承諾改善員工

待遇，但現時大學撥款已明朗化，八大校長與政府都

有共識X將會是０，加上中大近年籌款表現甚佳，實

應該儘早制定長遠員工政策，改變合約化及同工不同

酬的趨勢。

圖９

圖１０

圖１１

圖１２

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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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大學管治問題　必須設立由下而上評核機制

　　是項研究是八大院校間，第一個由下而上的評

核。本會認為，自院校薪酬脫鉤後，多家院校出現人

事紛爭，先有中大的肥上瘦下減薪，後有浸大轉制風

波，嚴重打擊員工士氣及穩定性。處理大學管治問題

已急不容緩，唯有在校內建立具透明度的下評及上訴

機制，才可在保障學術自由的同時，確保員工得到公

平、公正的對待。

本會在此重申以下５項要求：

1.　盡快發放早前承諾的一筆過特惠金，挽救受減薪 

 影響員工的士氣

　　立法會、政府及八大院校都已對0-0-0方案，大

學應立即研究特惠金計算方法。金額計算須以「承受

減薪壓力」為原則，大學必須在落實具體建議前充分

諮詢本會及其他員工組織。（有關一筆過特惠金背

景，可參考副校長廖柏偉教授於2004年3月2日發出之

信件，及本會2006年1月通訊。）

2.立即落實合約轉長約機制

　　參考公務員做法，以合約制聘請員工最高以6年

為期，6年連續僱用約滿後，倘獲續約，即以長期僱

用型式聘用。員工轉為長約後，毋需再經過試用期。

3.　制訂政策確保升職／轉職不會令薪酬福利減少 

　　現時員工升職或轉職往往變相減薪，或被削假期

福利，或年資需重頭計起。大學必須制訂政策防止上

述情況發生，確保員工不會因升職或轉職得到較差待

遇，而倘工作性質相近，年資毋需重頭計起。

4.　確保薪酬架構檢討公平、公正、公開

　　大學作任何職級檢討前應充分諮詢前線員工，諮

詢過程必須具開放性。同時，大學不能純粹以市場薪

酬調查作機制調整理據，非教學人員之薪酬保持與公

務員薪級表掛鈎。

5.　仿模大型機構，設立集體談判制度，更有效化解

勞資糾紛。

6.　檢討管治文化

　a.　任何重大政策，應以由下而上形式推行。

　b.　增加決策及管治透明度，擴大公開文件的範　

 疇。

　c.　在作出決策前後皆須與持份者作雙向溝通，並

 主動搜集意見。

　d.　採納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建議，設立公平、

 公開及具透明度的上訴機制。

「考績如有好的評價，不會令我因此升職，但反之如有惡評時，反而令我有被隨時炒魷之危。評
核的標準純粹主觀（上司），下屬根本沒有權Say “no”。」

「 員工總會成立雖然還不足兩年，但敢於向校方高層為基層同事爭取權益，比〔舊有組織〕更能
發揮團結同事之能力，值得嘉許，也令人鼓舞。建議擴大招收教師會員的工作，擴大員工總會隊
伍。 」

「 希望有本會會室及既定時間有電話查詢。 」

「 本人看見貴會以實際行動及站在員工（尤其是中下層員工）立場說話及深入瞭解。對　貴會由
起初的觀望態度改為支持態度。多謝你們的工作。 」

「 大學應有一健全機制去防止整間大學的使命、制度及政策完全被三數人去決定、把持。 」

「 希望〔員工總會〕繼續為合約員工爭取更多福利及權益。 」

「 十分認同”中大的員工總是時常表示不滿，卻沒有嘗試以行動(包括向上反映)以改善情況”，
同事尤其對大幅削減中下層員工薪金和福利表示非常憤慨，如何發動這群人齊心合力去向管理層
抗議，是個大問題。 」

「 舉辦反映員工對加薪需求的活動,如簽名運動, 設立電郵讓員工能隨時反映意見等,”加薪”要求
最為重要及逼切; 還有就是以較低職位名稱去聘任員工,工作範圍及責任遠超於職位名稱之工作, 工
作和收入及待遇極不相稱, 大大打撃員工事氣。 」

「 和高層談判時, 表明會將事件向社會及傳媒公開, 工會要以強硬姿態, 讓員工知道會員數目要增
加才有更多的籌碼和校方談判, 不要變成一個會員俱樂部, 否則我也會退會。」

同事心聲

是次問卷調查收

集了不少同事的

心聲，當中包括

對校方的訴求，

亦有對工會的要

求及建議。

　　理事會對同

事的意見深表感

謝，並會努力就

有關訴求向校方

爭取 。 

　　不要忘記：

團結才是力量，

希望認同本會發

展方向的同事能

積極入會及參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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