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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發展，對高技術人才需求大增；加上面對急速

的人口老化問題，以及極低的生育率，使本港對優質人口的需求變得更

為殷切。 

 

香港一直透過不同的輸入人才、專才和企業家計劃，吸引全球各地

人才來港發展及作出貢獻；人才的互動與交流亦持續。根據入境處數字，

在 2014 年，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約 52,000 人1；而在過去 10

年間，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的平均按年增長率為 8.3%2。 

 

是項研究所指的「人才」，是具備本港所需技能或才能的人士，或

可提升社會能力、增加多元文化及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士。人才不僅局限

於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專業資格或賺取相對較高收入的高技術者，而是

同時包括能夠開拓新意念、新科技及新創意產品的人士。 

 

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社會，輸入人才的政策措施，可為本港青年

起激勵作用，有助提升青年發展機遇和社會整體競爭力。不過，與此同

時，輸入外來人才對本地青年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其中

衍生的文化矛盾、資源競逐、發展機會等現象，都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研究透過全港青年電話意見調查，了解香港青年對輸入人才的取態

和期望；另以個案訪問方式，深入了解本港、內地及海外來港就業人士

就輸入人才對個人及社會影響方面的意見。此外，研究亦訪問相關專家

和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輸入人才及相關措施的影響。 

 

青年創研庫綜合分析上述研究結果，以加強本港人力資本，鞏固本

地人才培訓；優化輸入人才措施，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加強宣傳推廣，

謀取社會共識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1
 數字為非本地專才透過各類有關來港就業的政策、計劃及安排獲准來港就業的人數；當中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 

2
 入境事務處。載於政府統計處。2015年。《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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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發現 

 

1. 受訪青年雖然認同全球爭奪人才的趨勢下，輸入人才實屬無可避

免；但對於香港輸入外來人才，支持度僅屬一般。 

 

本研究的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在 520名 18-39歲的青年受

訪者中，三成（30.2%）表示相當同意（8分或以上）全球正爭奪人

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而表示一半半的佔 20.2%。整體平均分

為 6.5（10分為非常同意）。 

 

不過，當問及受訪者對香港輸入外來人才的支持程度時，表示相當

支持的（8分或以上）佔一成半（15.2%）；而表示一半半的佔 27.4%。

整體平均分為 5.8。數據反映，香港青年雖認同全球爭奪人才的前提

下，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但對於是否支持香港輸入外來的人才，

則顯得較有保留，支持度僅屬一般。 

 

 

2. 受訪青年認為本港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人才，首三項同樣是創意產

業、科研，以及醫療服務人才。另外，有受訪個案認為，香港現時

不缺人才，只是人才缺乏發展的機會。 

 

全港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青年認為，目前香港最缺乏創意產業

（39.8%）、科研（31.5%）及醫療服務（21.7%）方面的人才；至

於長遠發展方面，受訪青年同樣認為香港最需要創意產業

（34.6%）、醫療服務（29.8%）及科研（27.8%）方面的人才。這

反映受訪青年不論從目前或長遠發展角度來看，均認為創意產業、

科研及醫療服務的人才十分重要。不過，亦有受訪個案認為，香港

現時不缺人才，而是人才缺乏發展機會。這成為妨礙香港凝聚更多

人才的關鍵。 

 

 

3. 部分受訪青年認為，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但亦會打擊

本地人才就業機會。 

 

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逾兩成（21.0%）及一成八（17.6%）受訪青

年表示，相當同意（8 分或以上）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

的競爭力，以及有助推動香港新興行業發展。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0

及 6.1（10分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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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另一方面，有近兩成半（24.4%）受訪青年表示相當同意（8

分或以上）輸入人才會打擊本地人才的就業機會；另有一成九

（18.6%）認為會加深香港社會矛盾。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3及 6.0。 

 

 

4. 受訪青年對輸入人才所衍生的社會民生問題表示相當擔心，包括「社

會資源被分薄」、「物價指數被推高」、「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

「自己工作前景受威脅」及「社會愈見分化」。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就本港輸入人才，較多受訪青年對涉

及社會民生問題，如「社會資源被分薄」（29.3%）、「物價指數

被推高」（26.9%）表示相當擔心（8分或以上）。整體平均分分別

為 6.1及 6.1。 

 

另外涉及個人發展機遇方面，如「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及「自己

工作前景受威脅」，表示相當擔心（8 分或以上）的受訪青年，分

別佔 21.5%及 18.4%；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0及 5.7。至於就「社會

愈見分化」方面，較多受訪者表示一半半（20.4%）；整體平均分

為 5.9。 

 

 

5. 受訪青年表示離開或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主要是基於香

港就業發展空間狹窄。 

 

有一成半（14.5%）受訪青年表示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

主要因外地有很多發展事業機會（44.6%），其次是因為香港的發

展事業空間較小（15.5%）；當中以選擇中國內地（32.4%）和新加

坡（10.2%）佔多。至於表示不會考慮離開的佔六成三（63.1%），

主要認為香港本地仍有事業發展空間。 

 

另外，有受訪個案表示，因為香港文化比較著重服務業，且沒有自

行建立產品及創造市場，生存空間較少。香港社會所注重的職業與

其專長不符，並沒有相應的工作，所以不選擇在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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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討論 

 

研究經綜合電話意見調查、青年個案訪談，以及相關專家及學者的

訪問結果，歸納出以下六項主要分析。 

 

1. 香港出現人力資源「下移錯配」現象。這不單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

更影響經濟長遠持續發展。 

 

香港的教育、技能和就業機會存在不配合的情況；青年人未能覓得

切合本身教育水平的工作，只能夠「下移」接受高中或以下學歷要

求的工種，以及相應較低的待遇，形成「下移錯配」現象。 

 

「下移錯配」的形成，源於社會競爭及整體經濟發展未能配合普遍

教育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普及是世界大勢，愈來愈多青年希望能

升讀大學。可是社會職位增長追不上學歷提升的速度，影響就業狀

況，令較高學歷人士的供求失衡及脫節。人力資源錯配問題，不單

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影響經濟持續發展，長遠更削弱本港整體競

爭力，情況不容忽視。 

 

 

2. 部分受訪青年認為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的競爭力，但亦

會打擊本地人才就業機會。當局必須在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人才之

間取得適切平衡。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人力資源成為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其中重要的資

產。根據入境處數字，在 2014年，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約

52,000人。雖然社會人士普遍認同，擁有高質素的人力資本，有助力增強香港競爭 ，但外來人才對本港市民的就業機會帶來一定程度

影響，尤其對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而言，仍然備受關注。 

 

當局在考慮任何進一步放寬輸入人才措施時，須考慮如何在輸入人

才與保障本地人才就業機會，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對本地就業

所帶來的潛在影響，作出適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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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人才有其重要和必要性，但同時亦衍生各種社會民生問題，對

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最首當其衝。 

 

全球競逐人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且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

此舉同時衍生各種社會民生、個人發展機會等問題。研究結果顯示，

較多受訪青年對涉及社會民生問題，如「社會資源被分薄」、「物

價指數被推高」等表示相當擔心。另一方面，涉及個人發展機會，

如「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及「自己工作前景受威脅」，受訪青年

也表示一定程度擔心。 

 

輸入人才措施對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最直接；社會對於青年存在上述

憂慮亦需予以正視。當局必須小心監察輸入人才措施的成效，以及

衍生的社會影響，並切勿忽略青年表達的擔憂。 

 

 

4. 人才流動是世界大勢所趨。要吸引人才或挽留人才在港發展，除了

需加大誘因及改善生活條件的配套外，最重要是讓人才看到香港前

景有希望和發展機會。 

 

人才流動是世界大勢所趨。人才面對的選擇很多，哪處有機會，他

們就往哪處去。在吸引人才方面，除提供高職厚薪、生活福利配套

外，當地的生活質素也是人才去留其中重要考慮。香港作為國際都

會，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其優勢。受訪青年認為香港的自由度高、法

制健全、中西文化薈萃、資訊發達及接近中國市場，都是香港吸引

人才的良好條件。 

 

另一方面，租金昂貴、生活壓力大和節奏急速、物價指數高、環境

質素差及事業發展機會窄，則是香港不足之處。不論是吸引外來人

才，或是挽留本港人才，最重要的是讓人才有持續發展的機會，以

及對香港前景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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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對海外人才，港青對內地人才的接納程度較低。這或許與近年中

港兩地之間出現的磨擦有關。為免激化矛盾，促進社會共融至為重

要。 

 

從研究個案訪問中發現，受訪香港青年對海外人才的印象多持正面

印象，認為海外人才是高薪專才，進取、容易融入本地文化。相反，

受訪香港青年對內地人才多持負面印象，認為內地人才是廉價專

才，有自己思維方法，不易改變。兩者同屬人才，卻感受不一樣的

對待。 

 

隨著內地和香港經濟日趨融合，兩地人民的交往愈趨頻繁。近年兩

地人口流動增長急速，帶來不少兩地人民之間的磨擦。例如內地孕

婦來港產嬰潮，引致醫院產嬰床位緊張；日用品如奶粉被指受內地

人大量搶購而供應緊張；樓價被指因為內地人搶高；大學學位和北

區小學學位也被指由內地和跨境學生佔去；內地自由行旅客被指出

現不文明行為等。這些磨擦或衝突不利發展社會共融，且容易產生

排拆情緒；由此衍生對內地人才呈現抗拒態度，問題必須正視。 

 

 

6. 目前香港實施的輸入人才政策，是由市場決定輸入的類型，無助香

港開拓新產業發展。 

 

由於本港實施的輸入人才政策，基本上由市場決定輸入的類型，所

以在香港工作的內地或海外人才，多屬於現有產業，而不是香港未

來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源。這些人才對產業擴張和產業升級有

正面作用，卻無助於開拓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這亦反映輸入人才

計劃未能達到推動香港經濟產業多元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未能發掘

創新科技、創意、環保等新經濟產業的專業人才。特區政府應正視

產業結構問題，就優化產業探討香港未來發展需要及方向，並多向

社會大眾解釋和展示發展多元經濟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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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加強本港人力資本，鞏固本地人才培訓。 

 

(a) 加強技能轉移培訓。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為現時人才缺乏的行

業成立培訓基金，支援有關行業的人才培訓，以紓緩人才短缺

問題。 

 

(b) 企業引入外來人才時，同時提供實習機會予本地青年，讓本港

青年有機會與外來人才交流。 

 

 

2. 優化輸入人才措施，提升香港競爭力。 

 

(a) 因應香港長遠發展，釐訂相應人力資源政策，並加大力度開拓

創新產業，推動本港產業多元化發展。 

 

(b) 舉辦人才交流的國際性會議，藉此加強國際社會認識香港對人

才的重視，構建香港為優秀人才之都。 

 

(c) 建議特區政府設立獎項，如優秀人才獎或專業技術人才獎等，

以表彰對香港作出貢獻的外來專才。 

 

(d) 提供稅務減免優惠，吸引更多海外投資者來港創業，藉此協助

香港開拓創新行業。 

 

 

3. 加強宣傳推廣，謀取社會共識。建議特區政府應提高公眾對輸入人

才計劃的認識，並推動本地與外來人才之間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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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發展，對高技術人才需求大增；加上面對急速

的人口老化問題，以及極低的生育率，使本港對優質人口的需求變得更

為殷切。吸引更多人才對提升本港的人力資源，以及推動本港新興行業

發展，具有關鍵作用。 

 

2015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表示接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就吸

引外來人才和專才提出五項優化措施1，以期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

才，配合香港經濟高增值及多元化發展2。當局亦於 5月推出試驗計劃，

便利已移居海外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以及實施其他優

化措施吸引人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來港，支持香港經濟發展。此外，

亦參照外國經驗，開展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 

 

香港一直透過不同的輸入人才、專才和企業家計劃，吸引全球各地

人才來港發展及作出貢獻；人才的互動與交流亦持續。根據入境處數字，

在 2014 年，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人數約 52,000 人3；而在過去

10年間，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的平均按年增長率為 8.3%4。 

 

是項研究所指的「人才」，是具備本港所需技能或才能的人士，或

可提升社會的能力、增加多元文化及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士。人才不限於

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專業資格或賺取相對較高收入的高技術者，而是同

時包括能夠開創新意念、新科技及新創意產品的人士。 

 

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社會，輸入人才的政策措施，可為本港青年

起激勵作用，有助提升青年發展機遇和社會整體競爭力。不過，與此同

時，輸入外來人才對本地青年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其中

衍生的文化矛盾、資源競逐、發展機會等現象，都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研究透過全港青年電話意見調查，了解香港青年對輸入人才的取態

和期望；另以個案訪問方式，深入了解本港、內地及海外來港就業人士

就輸入人才對個人及社會影響方面的意見。此外，研究亦訪問了相關專

家及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輸入人才及相關措施的影響。 

                                                 
1
 五項優化措施包括：(1) 鼓勵香港移民的第二代回港發展；(2) 放寬逗留安排的時限，鼓勵人才及企業家來港及留港發展；(3) 優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4) 吸引海外企業家來港發展業務；及(5) 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 

2
 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頁 139。 

3
 數字為非本地專才透過各類有關來港就業的政策、計劃及安排獲准來港就業的人數；當中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 

4
 入境事務處。載於政府統計處。2015年。《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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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探討香港的「輸入人才」政策措施，對本地青年及社會民生帶來的

影響，並提出相關的改善建議。 

 

 

2.2 「人才」定義 

 

「人才」一般指在某個領域或範疇，具備知識才能及其他罕有天賦

技能的人士。世界各地對人才並沒有一致認同的定義。 

 

就本研究而言，人才泛指具備香港所需技能或才能的人士，或可提

升社會能力、增加多元文化及促進經濟增長的人士。 

 

本研究所涵蓋的「人才」不局限於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專業資格或

賺取相對較高收入的高技術人士，亦包括能夠開創新意念、新科技及新

創意產品的人士。此外，在文化、音樂、藝術、設計、體育、娛樂等領

域可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者，亦屬於人才1。 

 

 

2.3 研究問題 

 

(1) 香港需要什麼人才？ 

(2) 香港青年對輸入人才有什麼取態和期望？ 

(3) 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及社會民生（包括發展機遇、文化融合、資源

競逐等）帶來什麼影響？ 

(4) 如何改善相關措施？ 

 

 

                                                 
1
 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人才匯聚》。2006年 4月 11日。文件編號：CSD/EDC/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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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方法 

 

是項報告就上述第(1)、第(2) 和第(3) 個探討問題而進行資料蒐

集，並引伸至回答第(4) 個問題。而蒐集資料主要透過三方面：全港青

年電話意見調查、本港、內地及海外人才的個案訪問，以及專家、學者

訪問。 

 

全港青年電話意見調查的目的，是了解香港青年對輸入人才的取態

和期望，以及認為香港所需何種人才，以配合社會未來發展。本港、內

地及海外人才個案訪問的目的，是深入了解有關人才對輸入人才的意見

及衍生的影響。而專家及學者訪問的目的，則從不同角度分析輸入人才

及相關措施的影響。 

 

 

2.5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於 2015年 11月 13日至 12月 1日期間委託香港

政策 21協助進行。調查以隨機方法，自住戶電話登記紀錄中抽取種籽號

碼，再以加一減一、加二減二的方法產生另一組號碼，在混合後過濾重

覆號碼，再以隨機排列方式排次，成為最後樣本。 

 

訪問員於成功接通住宅電話後，會詢問住戶中年齡介乎 18 至 39

歲，能操粵語者的人數，若適合的人士超過一名，訪問員會挑選即將生

日的一位作為訪問對象。調查成功訪問了 520名符合條件的受訪者，回

應率為 50.6%，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由於數據經加權統計，部份

圖表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總數。有關問卷調查的受訪者基本資料，請參看

表 2.1。 

 

問卷（詳見附錄一）內容共 35題，主要分為五個範疇：(1) 對輸入

人才的取態；(2) 輸入人才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3) 對自己將來發展的

規劃；(4) 對輸入人才措施的意見；及(5)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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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樣本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分布 

 實際樣本 加權樣本＊
 2015年年中「居住人口」 統計數據2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54 48.8% 49.0% -- -- 女 266 51.2% 51.0% -- -- 合計 520 100.0% 100.0% -- -- 

      年齡（歲）      

18-19 50 9.6% 7.2% 162,800 7.2% 
20-24 123 23.7% 19.1% 432,300 19.1% 
25-29 117 22.5% 22.7% 513,400 22.7% 
30-34 113 21.7% 25.9% 584,100 25.9% 
35-39 117 22.5% 25.0% 564,900 25.0% 合計 520 100.0% 100.0% 2,257,500 100% 
 

     平均年齡 28.2     標準差（S.D.） 6.3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 -- -- -- -- 初中（中一至中三） 46 8.8% 9.8% -- -- 高中（中四至中七，包括毅進） 

190 36.5% 37.9% -- -- 專上非學位 129 24.8% 23.2% -- -- 大學學位或以上 145 27.9% 27.0% -- -- 合計 510 100.0% 100.0% -- -- 

      職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36 6.9% 7.7% -- -- 專業人員 44 8.5% 9.0% -- -- 輔助專業人員 41 7.9% 8.2% -- -- 文書支援人員 85 16.3% 17.1% -- --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95 18.3% 19.0% -- -- 工藝及有關人員 10 1.9% 2.0% -- --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19 3.7% 3.9% -- -- 非技術工人 15 2.9% 3.0% -- -- 學生 113 21.7% 17.3% -- -- 料理家務者 32 6.2% 6.9%   待業、失業，及其他非在職者 

16 3.1% 3.1%   其他 -- -- -- -- -- 合計 506 100.0% 100.0% -- -- 

* 以加權統計法調整至符合本港 18至 39歲青少年人口的性別及年齡分布 

 

 

                                                 
2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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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港及海內外人才個案訪問 

 

個案訪問於 201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26日期間進行，透過香港青

年協會服務單位及會員網絡推介，共深入訪問了 20名 23-38歲的本港、

內地及海外在港就業的人才。 

 

在 20 名受訪個案中，14 名屬本港專業人士，其中 9 名受訪時在香

港工作，5 名分別在內地、澳門及海外地區工作；另 6 有名受訪者分別

來自內地、澳門及德國，透過不同人才輸入計劃來港就業。受訪個案包

括 11名男性、9名女性。教育程度方面，7名屬學士學位程度、11名屬

碩士學位程度、2 名屬博士學位程度。有關本港、內地及海外人才個案

之詳情，可參看表 2.2及表 2.3。 

 

 表 2.2：本港人才受訪個案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歲） 最高教育程度 職業 現時工作地點 離港年份 
1 男 28 博士 助理教授 香港 -- 

2 女 35 碩士 公關公司負責人 香港 -- 

3 男 25 碩士 音樂老師 香港 -- 

4 男 31 碩士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香港 -- 

5 女 28 碩士 教師 香港 -- 

6 男 25 碩士 建築師 香港 -- 

7 男 23 學士 程式開發員 香港 -- 

8 男 25 學士 物業管理人員 香港 -- 

9 男 26 學士 紀律部隊人員 香港 -- 

10 男 37 碩士 安全部部門主管 澳門 2006 

11 女 33 碩士 經理 日本 2008 

12 女 26 學士 經理 英國 2013 

13 男 28 學士 軟件工程師 加拿大 2012 

14 男 27 學士 項目經理 中國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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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海內外人才受訪個案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歲） 最高教育程度 職業 現時工作地點 來港年份 來源地 
15 女 38 博士 副教授 香港 2006 北京 

16 女 23 碩士 項目經理 香港 2009年來港讀大學，大學畢業後留港工作 

澳門 

17 女 37 碩士 經理 香港 2008 廣州 

18 女 25 碩士 理財顧問 香港 2014年來港讀碩士，碩士畢業後留港工作 

四川 

19 女 38 碩士 經理 香港 2009 德國 

20 男 25 學士 核數師 香港 2008年來港讀大學，大學畢業後留港工作 

廣東 

 

 

訪問內容主要環繞受訪個案的個人工作概況、對輸入人才的取態、

輸入人才對當地青年及社會的影響、對輸入人才措施的意見及建議，以

及個人的發展規劃等。 

 

 

2.7 專家及學者訪問 

 

201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20日期間，本研究透過邀請，成功訪問

6 名熟悉有關課題的專家、學者及相關人士。該 6 名受訪人士分別為香

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侯傑泰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

院長蘇偉文教授、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委員古天農先生、香

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李志明先生、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黃諫珍

女士，以及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方偉晶教授。訪問內容主要環繞如

何加強本港的人力資源庫、輸入人才對整體社會及青年人帶來的衝擊，

以及相關政策措施的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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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輸入人才概況及社會面對的挑戰 

 

 

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時代，保持一個地區的競爭與創新能力，很大

程度視乎該地區能否吸引人才。現時各地對優質人口的需求殷切，並推

出各項措施以吸引人才。香港也不例外，藉透過不同的輸入人才、專才

和企業家計劃，吸引全球各地人才來港發展及作出貢獻。此舉有助提升

本地人才庫的質與量，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香港作為開放型的經濟社會，自回歸以來，輸入人才的政策措施不

斷優化和擴充，藉以維持社會整體的競爭力。不過，與此同時，輸入人

才亦可能為當地社會帶來衝擊和影響。 

 

本章將檢視本港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現行政策和措施，以及綜合專家

及學者的訪談結果，分析輸入人才對社會和本港青年的挑戰及機遇，並

就現時輸入人才及加強本港人才培訓的政策措施提出意見。 

 

 

3.1 香港面對的人力資源挑戰 

 

「人才」一般指在某個領域或範疇，具備知識才能及其他罕有天賦

技能的人士；且不限於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專業資格或賺取相對較高收

入的高技術人士，亦包括能夠開創新意念、新科技及新創意產品的人士。

此外，在文化、音樂、藝術、設計、體育、娛樂等領域可對社會作出重

大貢獻者，亦屬於人才1。 

 

人才的定義看似空泛，但只要理解到現時企業的發展方向，大致可

歸納出現代人才所需的三個特點2： 

 

(1) 創新能力：科技的發展使得新興產業崛起，傳統企業亦急於轉

型。，因此，不端新興或傳統企業都渴求擁有創新能力的人才，以及擁

有創新能力的團隊，增強企業對市場轉變的適應力及敏捷度。 

 

(2) 溝通能力：企業的成功有賴整個團隊的合作和貢獻。因此，在

管理整個團隊的架構中，擁有溝通能力的人才十分重要。擁有優秀溝通

                                                 
1
 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人才匯聚》。2006年 4月 11日。文件編號：CSD/EDC/3/2006。 

2
 ＜你爭我奪：企業鬥創意全球搶人才＞。文匯報。2014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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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人才除了善於表達外，還要有傾聽及協調能力，從而產生協同效

應，提升企業的實力。 

 

(3) 國際視野：現時企業均放眼全球的國際市場。在這種風氣及目

光驅使下，擁有國際視野的人才變得更為重要。在企業制訂營運或銷售

策略時，擁有國際視野的員工能避免過於短視或狹隘的策略，而是在整

個大方向審時度勢，切合市場的文化。 

 

以下闡述有關香港面對人力資源的挑戰： 

 

(1) 欠缺高學歷人才。根據特區政府公布 2022 年人力資源推算3，

估計本港未來十年將出現人力資源短缺狀況，整體將欠缺 117,900 勞動

力，其中具大學學歷人才欠逾 5萬人（表 3.1）。 

 表 3.1：2022年按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資源供求差額推算 

 (a) (b) (c)=(a)-(b) 教育程度 2022年 人力供應推算 2022年 人力需求推算 2022年 人力資源供求差額推算 ［過剩(+)／短缺(-)］ 初中及以下 717,000 772,800 -55,700 高中 1,272,100 1,366,200 -94,100 文憑 204,600 188,200 +16,300 副學士 251,300 238,400 +13,000 學士學位 914,300 965,000 -50,800 研究院 317,000 263,600 +53,400 所有程度 3,676,300 3,794,200 -117,900 註：1. 上表所述的整體人力供應、人力需求和人力資源供求差額是對應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趨勢為 4%的情景。這是在編製「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時的官方中期經濟預測數字。 

 2.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相等。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2014 年 5 月。〈2022 年人力資源推算〉，立法會
CB(2)1524/13-14(05)號文件。 

 

 

(2) 資助大學學額比例偏低。現時政府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每

年約 15,000 個，約佔適齡學生能入讀公帑資助學位課程的 18%，與其

他已發展經濟體系比較，比例明顯偏低。要邁向知識型經濟體系及高增

值社會，高等教育對香港的人才培育尤為重要。 

 

                                                 
3
 勞工及福利局。2014年 5月。〈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立法會 CB(2)1524/13-14(05)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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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地勞動人口參與率逐步下降。本港現時勞動人口達 360萬人，

勞動人口參與率約為 60%；預計 2018年勞動人口達 371萬人的頂峰後，

將逐步下降至 2035年的 351萬人，勞動人口參與率約跌至 50%1。 

 

(4) 部分行業出現人手緊絀。2015年 6月，私營市場的職位空缺數

字達 78,379 個；當中錄得較顯著按年升幅的行業包括地產業（上升

11.0%）、金融及保險業（上升 6.1%）、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上升 4.1%）
2（圖 3.1）。事實上，近年本港已出現求才若渴的情況，按業界指出，

其中資訊科技、生物科技、環保工程等高端人才都是本港嚴重短缺的人

才。 

 圖 3.1：按行業主類劃分的職位空缺數目（公務員除外） 

A.
22.1% (+4.1)

B.
21.2% (-1.9)

C.
19.3% (-4.1)

D.
11.8% (-1.7)

E.
6.8% (+6.1)

F.
5.5% (+11.0)

G.
5.2% (+0.6)

H.
3.5% (-23.9)

I.
3.2% (-6.5) J.

1.2% (-39.1)
A. 社會及個人服務 ^

B.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

C. 住宿及膳食服務 ^

D. 專業及商用服務 ^

E. 金融及保險 ^

F. 地產
G. 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 ^

H. 製造
I. 資訊及通訊
J. 建築地盤（只包括地盤工人）#

 

^數字只涉及有關統計調查所包括的行業。 

#請參閱 2015年 6月號的《建築地盤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內第 V部分的「統計調查局限」。 註：括號內的數字表示按年變動百分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5 年 6 月。《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及《建築地盤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5) 人口增長仍然緩慢。人口增長緩慢是香港面對其中的主要挑

戰。本港生育率低，人口增長比預期慢，老化速度比預期快，不單形成

發展瓶頸，工作人口日後的負擔會大增。資料顯示，整體人口預計由現

時 723 萬增至 2041 年的 847 萬，每年平均只有 0.6%增長率3。從人力

資源角度看，人口自然增長和人口淨移入是主要的人力來源，但兩者都

無法補足本港高端技術人才的短缺。 

                                                 
1
 政府統計處。2012年 7月。《香港人口推算 2012-2041》。 

2
 政府統計處。2015年 6月。《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3
 政府統計處。2012年 7月。《香港人口推算 2012-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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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本港的總和生育率持續偏低。跟其他已發展地方一樣，本地

總和生育率長期處於低水平（2013 年為 1.1），預計由現在至 2041 年

會維持於 1.2水平。另一方面，就是人口老化問題，預計到 2041年，每

3人便有 1人是長者。而撫養比率亦會隨人口的急速老化來迅速惡化。

即是換句話說，15 到 64 歲，即經濟活躍人士要供養的長者就會大幅上

升。 

 

第二是人口淨移入（尤其是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成為香港人口增

長的主要來源。在 2003年至 2013年年中期間，藉單程通行證（下稱"

單程證"）計劃來港定居的內地居民共有 487,525人7；不過，這些內地

來港定居人士大多是學歷不高的人口，無法滿足本地人力資源需求。故

此制訂有效的吸納人才政策，為推動香港知識型經濟發展其中的關鍵因

素。 

 

3.2 現行輸入人才措施 

 

一個經濟體系是否具備競爭力，人的質素是其中重要因素。香港經

濟持續發展，本港需具足夠專業人才以應付企業需求。現時本港有多項

政策措施，便利本地企業輸入具有認可資格的海內外人才，切合企業的

人力需求，其中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

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等，冀從海內

外輸入人才到香港工作或定居，以優化本港的人力資源。 

 

(1) 輸入外地和內地專才及技術人才 

 

目前香港有既定的來港就業政策。海外或內地人士只要具備香港所識需但又缺乏的技能、知 或經驗，或能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均可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來港工作。 

 

「一般就業政策」是一項不設配額限制並以就業為本的計劃，旨在

從內地以外的海外地方吸引具備本港無法即時提供的技能和知識的專業

人才來港工作，或能夠對本地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的企業家。在 2014-15

年度（截至 2015年 2月），根據一般就業政策輸入的海外專才共有 29,316

人；他們來港從事的職業較多為運動員及表演者（29.0%）、行政及管

理人員（27.9%）、教師/教授（10.2%）等8（表 3.2）。 

                                                 
7
 政府統計處。2012年 7月。《香港人口推算 2012-2041》。 

8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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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過去 5年，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批准來港的海外優秀人才的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行業/界別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 2015年
2月) 運動員及表演者 3,622 4,477 4,997 8,147 8,508 行政及管理人員 10,223 9,982 9,189 8,702 8,165 教師/教授 2,194 2,484 2,921 3,016 2,997 其他專業 6,346 7,416 6,537 6,854 5,929 投資者 440 499 423 288 203 其他 5,262 5,461 3,941 2,718 3,514 總數 28,087 30,319 28,008 28,725 29,316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至於「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於 2003 年 7 月推出，旨在吸引具有認

可資歷的內地人才和專才來港工作。他們必須具備本港缺乏或無法即時

提供的技能、知識或經驗。在 2014-15 年度（截至 2015 年 2 月），共

有 8,531 宗申請獲得批准；他們來港較多從事與藝術/文化（28.0%）、

學術研究和教育（27.2%）、金融服務（14.3%）及商業和貿易（8.3%）

等相關工作9（表 3.3）。 

 

 表 3.3：過去 5年，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准來港的優秀人才的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行業/界別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 2015年
2月) 藝術/文化 1,838 2,105 1,807 2,509 2,390 學術研究和教育 2,500 2,500 2,613 2,506 2,322 金融服務 1,067 1,186 895 1,074 1,216 商業和貿易 666 879 914 807 703 工程和建造 313 380 378 352 489 資訊科技 227 302 267 309 329 康樂和體育 173 126 113 119 96 法律服務 146 132 84 120 94 其他 847 722 578 730 892 總數 7,777 8,332 7,649 8,526 8,531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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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項計劃的有關條件包括從事的工作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員擔

任，而薪酬福利須按照市場水平釐定，並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技術資格

或經證明的專業經驗。這些規定旨在保障本地工人，名額和受僱的界別

不設限制。 

 

比較兩項計劃在吸引海外與內地人才來港就業的數字，獲批申請比

例約為八二之比，即接近八成人士為海外專業人才，逾兩成為內地專業

人才（表 3.4）。另外，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下輸入的人才和專才總數，佔本港勞動人口約 2%10（表 3.5） 

 

 表 3.4：比較透過「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准來港的海外及內地專業人才的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專才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海外專才 

* 

28,087 78.3 30,319 78.4 28,008 78.5 28,725 77.1 內地專才
^ 

7,777 21.7 8,332 21.6 7,649 21.5 8,526 22.9 總數 35,864 100.0 38,651 100.0 35,657 100.0 37,251 100.0 

*透過「一般就業政策」獲批准來港的海外專業人才 

^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准來港的內地專業人才 

 

 表 3.5：輸入人才和專才 年份 「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輸入的人才和專才總數 
2010年年底 75,325 (2.2%) 

2011年年底 82,854 (2.4%) 

2012年年底 86,781 (2.5%) 

* 括號內的百分比，是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輸入的人才和專才在總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中所佔的比例。 資料來源：＜集思廣益人口政策公眾參與討論活動＞文件。 

 

 

                                                 
10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准的申請可分為兩類期限，即 12個月以下(短期)及 12個月或以上(長期)。2012年，在「一般就業政策」下獲發的短期簽證及長期簽證的百分比分別為 38% 和 62%，而在「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獲發短期簽證及長期簽證的百分比，則分別為 44% 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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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旨在吸引海內外人才申請留港

/回港工作。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課程而獲得學士學位或更

高資歷的非本地畢業生，可申請留港一年尋找工作。另一方面，對於有

意回港工作的應屆畢業生，於首次入境時無須先獲得聘用。在符合一般

入境規定下，他們可獲准留一年。而他們從事工作通常是由學位持有人

擔任，以及薪酬福利條件達到市場水平。 

 

在 2014-15年度（截至 2015年 2月），共有 10,196宗申請獲得批

准，其中超過九成是來自中國內地11（表 3.6）。 

 表 3.6：過去 5年，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的獲批申請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地區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2015年
2月) 中國內地 3,796 5,053 6,463 8,357 9,542 馬來西亞 28 42 41 57 70 印度 20 18 40 42 86 澳門特區 34 25 21 44 27 美國 22 25 22 33 48 南韓 5 13 23 38 54 台灣 11 10 18 26 54 加拿大 10 26 11 25 29 法國 13 11 8 23 23 巴基斯坦 3 8 11 24 26 其他 82 112 146 227 237 總數 4,024 5,343 6,804 8,896 10,196 註：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統計表內個別項目的數字的總和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於 2008年推行，適用於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本地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綜合上述「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非本地畢

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三項吸引專才來港就業相關的措施，從 2004

年的 23,321人，上升至 2014年的 51,827人，升幅逾倍（圖 3.2）。 

 

                                                 
11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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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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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數字為非本地專才透過各類有關來港就業的政策、計劃及安排獲准來港就業的人數；當中包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載於政府統計處。2015年。《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 

 

 

此外，過去五年，獲准來港就讀高等課程（副學位或以上）的非本

地學生，由 2010-11年度的 15,945人，上升至 2014-15（截至 2015年

2月）的 27,627人，升幅逾七成。其中以來自中國內地佔大多數，佔逾

六成半（68.8%），其次是美國，約佔 5.2%（表 3.7及表 3.8）。 

 

 表 3.7：過去 5年，獲准來港就讀高等教育課程(副學位或以上)的非本地學生的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地區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 2015年 2月) 副學士程度 349 464 447 448 632 學士程度 2,216 2,541 3,852 3,513 3,823 學士以上程度 7,764 11,501 12,533 15,266 15,154 其他^ 5,616 5,597 6,563 7,603 8,018 總數 15,945 20,103 23,395 26,830 27,627 

^ 包括學士學位或以上程度的交換生課程及由擁有學位頒授權的香港高等教育院校開辦的短期課程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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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過去 5年，獲准來港就讀高等教育課程(副學位或以上)的非本地學生按所屬地方劃分的統計數字 

 獲批申請數目 地區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 2015年 2月) 中國內地 10,257 13,547 16,431 18,804 19,001 美國 1,190 1,161 1,160 1,279 1,429 南韓 454 586 682 777 939 德國 359 393 384 498 505 法國 289 332 372 447 478 台灣 217 265 294 416 464 英國 240 279 313 332 411 加拿大 326 342 311 315 346 新加坡 359 313 260 328 339 印度 146 155 218 284 294 其他 2,108 2,730 2,970 3,350 3,421 總數 15,945 20,103 23,395 26,830 27,627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3)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於 2006 年 6 月推出，旨在吸引海外地方的

高技術人才或優才申請來港定居，而毋須事先在本港獲得聘用。有關計

劃不限行業，並設有兩套計分制度，包括綜合計分制和成就計分制，每

年的配額為 1,000個，不過每年實際批出的名額只有 300至 400個；有

關計劃自推出至 2013 年年底，獲分配名額數目為 2,724 個。在審批申

請時，入境處及由不同界別人士組成的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會按既定的評審機制，平衡多項外在因素，包括申請人所屬的行業界別

以及當時社會所缺乏的人才類別，以確保香港所缺乏的優秀人才獲分配

配額。 

 

在 2014-15 年度（截至 2015 年 2 月），成功獲分配名額共有 356

人；他們所屬界別多來自資訊科技及電訊（35.7%）、金融及會計服務

（16.6%），以及建築、測量、工程及建造（9.0%）等12（表 3.9）。 

 

                                                 
12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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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過去 5年，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獲分配名額數目 

 獲批申請數目 行業/界別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截至 2015年 2月) 資訊科技及電訊 54 51 86 104 127 金融及會計服務 78 51 67 54 59 建築、測量、工程及建造 24 29 36 44 32 商業和貿易 32 17 3 5 16 藝術及文化 30 27 27 34 13 其他 82 98 94 110 109 總數 300 273 313 351 356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審核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支預算草案。檔案編號：
SB-2-c1.docx。 

 

3.3 優化輸入人才措施 

 

2015年初特區政府發表的《施政報告》，表示接納人口政策督導委

員會就吸引外來人才和專才提出五項優化措施，包括：(1) 推行試驗計

劃，鼓勵香港移民的第二代回流；(2) 放寬逗留安排的時限，鼓勵外來

人才以香港為家；(3) 優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4) 吸引海外投資者

來港創業；及(5) 研究制定人才清單的可行性13。 

 

有關當局於今年推出試驗計劃，便利已移居海外中國籍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第二代回港，以及實施其他優化措施吸引人才、專業人士和企業

家來港，支持香港經濟發展。此外，亦參照外國經驗，開展研究制訂人

才清單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才，配合香港經濟高增

值及多元化發展。 

 

(1) 有關「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已於 2015年 5

月實施，計劃旨在吸納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港人第二代子女回港，只要

年齡介乎 18至 40歲的「港二代」具良好教育背景、語文及經濟能力，

而父母其中一方持有效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及在申請人出生時已定居

海外的中國籍人士，可申請回流本港。申請人在首次入境時毋須先獲得

聘用，最少可在本港逗留 12個月，其後再按受聘或業務情况申請延期逗

留。香港移民的第二代認識外地語文和文化，是充沛勞動人口的重要來

源。截至九月底接獲 142宗申請，80宗獲批14。 

 

(2) 關於放寬逗留安排鼓勵外來人才以香港為家，其中涉及「一般

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透過上述兩項計劃在香港工作的

                                                 
13

 新聞公布。2015年 1月 15日。《施政報告》人口政策記者會。 
14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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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現時可以停留的模式是 1+2+2+3，建議改為 2+3+3。即是，如果

（申請人）甫到港後便獲批在港工作，一經批准會是兩年，然後是三年，

再三年，合共八年，比現時的政策模式做少一次延期居留。另外，若是

頂尖人才，在他逗留兩年後再申請時，會一次獲批六年。申請人將不受

其他逗留條件限制。換句話說，他可自由轉換工作。 

 

(3) 根據「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居住的優秀人才，同樣會由

1+2+2+3 變成 2+3+3 共八年。在優秀人才計劃內還有一項「成就計分

制」，即是在一些頂尖，特別是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人士，如奧運金牌

得主，這類人士在第一次入境時會一次性批准八年（逗留期限）。換句

話說，該人已不需要申請延期，住滿七年就可以要求核實永久性居民的

身分。 

 

(4) 吸引海外投資者創業計劃。在「一般就業政策」內有一項來港

創業的簽證申請。現要求有關的申請人來香港創業時要為香港帶來一個

重大的貢獻，並將「一般就業政策」下所需的考慮因素細化，如業務計

劃、財政資源、在本地開設的職位數目或者是引進那些新科技或技能等。

同時，為顧及一些有創意的創業者，雖然這類創業者可能在資金和各方

面較少，如果他們獲得如投資推廣處的「StartmeupHK」創業計劃、香

港科技園的培育計劃、數碼港的培育計劃等支持，亦會考慮他們的申請。

另外，今年一月已暫停「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目的是要集中吸引外

來人才、專才及企業家來港，而吸引資本則不是重點。 

 

(5) 人才清單。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在吸納優秀人才時都會制作一些

人才清單，讓市民知道該地方需要哪些專業。同樣僱主亦可以知道哪一

個專業可以通過優惠的情況而招聘。有關當局會研究制定人才清單的可

行性，冀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才來港。 

 

 

3.4 外地吸引人才的經驗 

 

國際研究已確認高技術人才或移民可以帶來直接和衍生的利益，有

助經濟增長和提升生產力，能為移居地補足所欠缺的勞動人口，也能造

就一個更多元文化的社會15。 

                                                 
15

 資料來源：策略發展委員會。2008年4月14日。《吸引人才專題小組報告》。文件編號：
CSD/1/2008。轉載相關研究包括：英國內政部(2007年10月)《移民對經濟和財政的影響—向上議院經濟事務特別委員會提交的跨部門報告》；及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07年7月)《The Impact of Recent Immigration on the Lond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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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先進經濟體系都熱切渴求人才。不同的經濟體系會視乎其目

標，採取各種方式吸引人才16，當中包括：(1) 解決勞工市場的人手短缺

問題：最常用的方法是輸入具備所需經驗和資歷的臨時外地勞工；(2) 增

加人力資本儲備：廣為採用的方法是通過移民計劃，輸入移民成為永久

居民，或吸引外國學生畢業後留下；(3) 鼓勵創業和企業家：常見的方

法是利便投資者、行政和管理人員及其家屬入境或永久居留；以及(4) 鼓

勵推動知識和創新：這是一般不會正式公布的政策，但有些國家如美國，

在本身一大批自己選擇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的外國學生中吸納人才。 

 

在高度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人力資源視為重要資產。各國都因應

本身目標，以技術及才能作為甄選準則，加上特定的甄選條件，來制訂

臨時或永久移民計劃的政策，如放寬移民限制推行便利措施、提供優惠

措施（如較低入息稅，以及准許技術人員的配偶在當地就業等），吸引

人才在其國家居留。 

 

現時英國、加拿大、澳洲都採用計分制計劃，按申請者的經濟、技

術級別劃分，需符合所屬類別的得分要求，才能移居當地。加拿大更設

一項計劃，專門針對高科技企業家移民，向他們提供資助及支援，吸引

這方面的專才到當地創業。美國以就業市場為依據的工作簽證，吸引所

需的高技術人才或特別專才或技術人員；着重招攬資訊科技和科學及工

程人員；也歡迎資本雄厚的投資者和學生。新加坡則十分著重輸入人才，

因應外來人士的技術水平，發出不同類型的工作簽證17。另外，如果海

外留學生肯簽約，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三年，政府就會支付全額學費，

所以在新加坡的大學裡，國際生比例大增。 

 

值得注意是，新加坡政府十分積極吸引外國人才及學生在該國工作

或求學，並希望他們留在當地定居。這主要是因為當地技術工人數 不目
足，而且人口增長十分緩慢，難以支持國家朝着較高增值工作的方向發

展。此外，新加坡政府亦在中國、北美、歐洲、印度等地設立「聯繫新

加坡」辦事處。這些辦事處主要負責吸引外國人才及海外新加坡人到新

加坡工作及居住。 

 

                                                 
16

 資料來源：策略發展委員會行政委員會。2007年 1月 26日。《有關引進內地及外地優秀人才的政策及計劃》。文件編號：CSD/EC/2/2007。轉載自 2006年 勞國際 工局 ChristineKuptsch及 Pang Eng Fong所編的《全球人才競爭》(Competing for Global Talent)一書中 Manolo 

Abella所著《全球競爭技術工人和結果》(Global competition for skilled workers and 

consequences)一文。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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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大量輸入人才，令新加坡的經濟有長足增長；不過，輸入龐大

的外來人口，亦增加了新加坡公眾設施及服務壓力，以致社會上對外來

人力政策頗有意見。在 2013 年發表的《人口白皮書》中，新加坡宣布

將會檢討外來人力政策，並要求僱主聘用外來專業人士時，須先向新加

坡公民發布空缺廣告，並提倡加快促進當地生產力18。反映新加坡政府

的政策重點依社會現況調整。 

 

輸入人才除了考量經濟因素外，亦要顧及社會大聚的期望，以至本

地資源的限制。所以，在輸入人才措施上，有需要因應社會狀況，調整

適合本地發展人才的政策。 

 

 

3.5 輸入人才所涉及的議題 

 

(1) 在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人才之間的平衡問題 

 

雖然社會人士普遍認同擁有高質素的人力資本，有助增強當地生產力，但外來人才對當地市民帶來的就業影響，尤其是對剛畢業的年輕人

而言，仍然備受關注。在考慮任何進一步放寬輸入人才的措施時，須考

慮如何在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人才就業機會兩者之間的平衡，以及對當

地就業情況所衍生的潛在負面影響。 

 

(2) 排外與融合問題 

 

輸入人才令當地市民會有不同憂慮。部分市民擔心輸入人才會令當

地青年面對更激烈的就業環境；也有部分市民擔心更多外來工作人口到

當地就業和生活，會增加對當地資源的需求，如推高樓價和租金、或爭

奪子女國際學校學位等；亦有部分市民有感愈來愈多外來人士到當地

活，由於不同的生活文化，容易出現排外情緒。 

 

(3) 吸引外來人才與挽留本地人才的支援環境 

 

一個地區的發展，往往要視乎當地能否培育、挽留及吸引人才。目

前各地政府為提高本土企業的競爭力，推行各項措施締造能吸引人才的

環境，從而形成一場國際之間的人才爭奪戰。鑑於香港面對其他大城市

和經濟體系對世界級人才的激烈競爭。所以，能否提供有利和具支援性

的環境，吸引外來人才和挽留本地人才，按他們的意願來港居住和工作，

                                                 
18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新加坡的外來人力政策＞。ISE0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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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情況尤其重要。不過，在吸引人才到當地工作的同時，亦要加強考

慮當地人力資源培訓，持續培育和栽培本地人才，利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挽回當地人才，免當人才外流。 

 

(4) 建立社會共識 

 

在吸引更多人才上，必須取得社會共識。在解釋需要吸引人才的理

據時，除重申闡述輸人才為增強當地的市場競爭力，還可以突破人才短

缺產生的發展瓶頸外，亦要在考慮放寬輸入人才的重大措施時，必須取

得當地有關專業團體，年輕人士的支持，並妥善處理對當地就業情況可來能帶 的負面影響，顧及社會個別界別的看法。 

 

另一方面，輸入人才要看社會當下缺乏甚麼人才，還是要考慮社會

日後的發展需要。怎樣善用這些優質人才固然重要，但如何招攬所需人

才同樣是不可或缺，更需要建立社會支持。 

 

 

3.6 專家、學者就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的影響的分析 

 

專家及學者訪談主要從以下八個部份作出分析，包括：(1) 全球人

才流動趨勢持續，人才競爭激烈；(2) 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的機遇；(3) 輸

入人才對香港青年的挑戰；(4) 輸入人才衍生的社會問題；(5) 面對全球

人才競逐，青年人的準備；(6) 影響人才來港發展的拉力與推力因素；(7) 

對現時輸入人才措施的意見；以及(8) 對加強香港人才培訓的建議。 

 

 

3.6.1 隨著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各地求才若渴。香港人才無可避免

要與世界各地人才競逐。人才不再受限於地域國界，並尋找更

好的就業機會，形成國際間人才流動。 

 

一個經濟體系的競爭力，取決於能否匯聚足夠的人才。在知識為本

的年代，各地都出現求才若渴的情況。 

 

有受訪者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交通日趨發達，便利人才流動。各

地人才不再受限於地域國界，得以在暢通或阻礙更少的情況下，前往其

他地區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形成跨國人才流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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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地區界限比較強，人才不容易流動。但隨著交通發達，有助人才流動，人才的流動性變得更頻繁和持續。」 （古天農先生/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委員） 

 「現時國際間人才流動普遍。人才比以前有更大的選擇，那裏有機會，他們就會到哪裏。」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全球各地正積極吸納人才，香港人才無可避免

要與世界各地人才競爭。人才競逐會變得更激烈。 

 「現今世界逐漸全球化，人才不斷互通。香港人才無可避免與世界各地人才競爭。人才競逐會變得更激烈。」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全世界都可能覺得自己缺乏人才，特別是一些尖端科技和高科技行業，都會於國際間找尋最好的人才。香港亦不例外，要成為一個具競爭力的城市，都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輸入更多人才會對本地青年人的競爭更激烈。」 （方偉晶教授/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3.6.2 輸入人才能帶動本港經濟發展，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而人才

輸入所帶來的新技能、知識和海外聯繫網絡，有助擴闊青年人

的國際視野。 

 

香港一直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一

般就業政策」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吸引全球各地

人才來港發展及作出貢獻。輸入人才能帶動本港經濟發展，有利創造就

業機會，同時可擴闊青年人的視野。 

 

有受訪者認為輸入人才可以推動香港經濟，帶動企業發展，為本港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人才流動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因為行業找到適合及優質的人才，有助企業健康發展。」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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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人才肯定為香港青年帶來機遇。例如輸入一些教練和教授等，香港可能未能提供如他們學術程度的人才，又或者這些人才具備香港所缺乏的專業技能。這些輸入人才能夠培訓香港人。另外如果這些專才有意打入內地市場，也會帶動香港和內地發展，同時亦能為香港人創造就業機會。」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另外，輸入人才可補充本地不足，以及可加強建立本港的人力資本。

如現時學校須聘用一位外籍人士擔任英語教師（NET,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之職，對學生來說，可直接跟外籍老師學習英語會是

不一樣的經歷和磨練，有助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有受訪者認為人才輸入所帶來新技能、專業知識和海外聯繫網絡，

能讓香港青年接觸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有助擴闊青年人的國際視野。 

 「輸入人才能補充香港人才不足的壓力，有助香港經濟發展，增加與鄰近地區的競爭優勢。此外專業人才所帶來新技能、專業知識和海外聯繫網絡，亦能提升本地人才專業水平，擴闊年青一代的國際視野。」 （李志明先生/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香港始終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輸入內地專才和輸入海外專才均有助發展本港青年的國際視野，也有利於了解國際文化和國際語言。」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3.6.3 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的挑戰最直接。在人才競逐、就業發展空

間及工作晉升機會等均受影響。 

 

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既是機遇，亦是挑戰。輸入人才成為本地生力

軍，還是與本地人爭奪職位？不少人擔心輸入人才會影響本港青年的就

業空間，以致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有受訪者認為隨著全球人才競逐，本地青年可能因受地域所限，其

就業發展空間愈見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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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年青人來說，輸入更多人才會對本地年青人的就業競爭更趨激烈。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輸入高科技人才往往集中在一些城市，如果他們覺得競爭太激烈，本地人可以去其他城市找尋相關工作，這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但香港是一個較細的地方，青年人的就業空便顯得狹窄。」 （方偉晶教授/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另有受訪者認為，在輸入人才措施下，青年的晉升階梯出現迂迴，

青年人難以看到工作願景。 

 「不停輸入人才會影響到本地人才的晉升機會。舉個例子，航運業，我從拉車學起，我有機會見到機遇，我工作兩三年可能就能夠升職，但現在並不是，青年人看不到前景。我完成了吊機的課程，該行業可能已經不再需要我了。年輕人根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這會令社會結構不穩定。」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3.6.4 輸入人才觸及社會矛盾。隨著中港兩地經濟日趨融合，輸入內

地人才是無可避免。相對海外人才，香港人對內地人才的接納

程度較低。 

 

隨著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日趨融合，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

的商機，本地企業更加迫切需要吸納內地各範疇人才的專業知識和經

驗，以協助他們拓展內地的業務領域和規模。這對著眼於內地市場的本

港企業和以香港為基地的外國公司來說，輸入內地人才是無可避免的。 

 

現時外來人士如已獲香港僱主聘請，可透過適用於海外專業人士的

「一般就業政策」或適用於內地專業人士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

來港工作。以 2014年為例，「一般就業政策」共有 31,676多宗申請獲

得批准，至於「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則有 10,963多宗申請獲得批准19。

獲批申請的比例約為 7.5 對 2.5 之比，即七成半為海外專業人士，而兩

成半為內地專業人士。 

 

                                                 
19

 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網址：http://www.immd.gov.hk/hkt/facts/visa-control.html。下載日期：2015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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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者認為相對外地人才，香港人較不太歡迎內地人才，他們難

以接受內地人才成為香港公司中層或高層的管理人員，會引起香港員工

的不滿。這狀況或許會令內地人才減少留港發展的意欲。 

 「香港社會確實對不同地區人才有不同的接受程度。怎麼大家能夠接受說英語的人才，但比較抗拒非廣東話為母語的內地人呢？是說法語就能夠接受，但說普通話就不能夠接受？輸入內地人才成為公司的中層或高層管理人員，他們管理香港的下屬，難免會令香港人不滿。在中環工作，大家比較看重的是工作的能力，而沒有語言之分。但內地專才好難只把自己的生活圈子留在中環，他們都需要自己的 comfort zone（安全區）。假如他們走到天水圍區，他們會受到反水貨團圍攻，如果你是內地的專才，你會感受到香港的社會狀況，這或許會令香港吸引專才的能力降低。」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始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許多香港公司早年已在國內建立，中國內地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不少公司會選擇招聘內地人士，幫助公司的發展，希望能打入內地的市場。這樣做一定是有利公司的，因為內地的人才會比較熟悉內地的法規，基於這種因果關係令到香港輸入的人才集中於國內。」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擔任牽頭角色宣揚包容信息，而社會各

界人士亦需踏出一步，一起構建共融社會。 

 「對於外來人才的包容都是由一小步開始。要每人都要行一小步社會才會有改變。政府可能擔當提醒的角色。政府作出的提醒，大家未必一定會跟着做，但如果是正確的話，始終會得到大家的認同然後去做。例如沙士之後大家都知道生病就要戴口罩，大家開始注重衛生。所以單靠政府搞運動是不足夠的，而是要社會上各人都願意行出第一步。其實任由發展都可以能夠搵到均衡點。或者不應該太刻意，要任由個生態自由發展。社會之所以能夠進步，就係能夠搵到佢覺得最理想嘅生態。」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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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面對全球人才競逐，青年人要有所準備，包括放眼世界及主動

了解現今世界的變化、裝備自己及調整工作心態，以及要對不

同職業保持開放的態度。 

 

有受訪者認為面對全球急速變化，青年人應該放眼世界及主動接觸

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市場。同時青年人亦要積極裝備自己，以便發掘更多

事業發展機會。 

 「青少年應該放眼世界，接受現今世界的變化。所以青少年不應限制於本地的市場，應積極準備自己，令自己有更多機會進入不同工種的市場。他們亦應去不同地方見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及市場，以理解工作前景。」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另有受訪者認為，青年人的工作心態上需要作兩方面調整：第一是

青年人要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工作挑戰，不怕艱辛；第二是青年人要

抱著開放的態度迎接本地以外的工作機會。 

 「青少年應該要積極。不要怕辛苦、不要怕蝕底、不要只做一會便辭職、不要經常轉工、不要有怨言。要有正能量和正面思考。香港學生要增加個人流動機會，如到內地工作以擴闊視野。然而，有一些香港學生的確不願意到內地工作，他們應該改變這個態度，即使是深圳或惠州等地方亦應該嘗試，甚至更偏遠的黑龍江或重慶也要嘗試。香港學生不應怕離鄉別井，正如內地學生一早已經離鄉別井。內地學生在讀書的時候已經離鄉別井，香港學生似乎不夠內地學生刻苦和獨立。」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青年人面對不同職業，要保持開放態度，以便

開拓更多元化的出路。 

 「青少年不應跟從主流，視大學為終身目標。行行出狀元，他們應該接納不同的職業及專業，保持開放的態度。長遠而言，亦因輸入專業人才的增加而有助提高競爭力。」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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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年輕人只偏重完成大學學位，認為坐在辦公室並指揮下屬工作是最理想，其實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想法，工作環境不應該只限於辦公室。高學歷的青年人如願意在地盤工作，可能一兩年後已經升職為頭領，甚至成為管工。但明顯地現時藍領工作很多青年不願意嘗試，他們迷信學歷，認為有學位就是好，結果造成學歷膨脹，令太多東西變得理論化。」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3.6.6 香港吸引人才來港的主要因素，包括中西文化匯聚、健全法制、

交通發達、社會穩定等。若要更有效地吸引人才，香港需加大

誘因及改善生活配套，例如住屋、員工福利和退休方面等，令

人才看到香港是有希望和有發展機會的。 

 

有受訪者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的地區，具備獨特的文化背景，

加上健全司法制度、社會廉潔和穩定、交通基建四通八達，有利吸引海

內外人才來港發展。 

 「香港是好吸引的。香港是中西文化匯聚，法制好，在外國人的眼中香港是非常便利的。交通發達而且社會富庶。香港有 40%是郊野公園，香港三小時的航空圈已經能接觸世界 50%的地方，對外國人來說，香港依然是非常吸引的！沒有車或沒有單車都不要緊，香港是便利的。而且對外國人才而言香港社會是非常穩定，而且沒有種族歧視。」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香港的司法制度是很吸引專才。香港的廉潔在亞洲排名是很高。還有基建設施都非常吸引。」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另一方面，有受訪者認為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存在隱憂，包括：生

活條件未如理想、發展空間愈見狹窄，令海內外人才認為難以在香港生

活，減少來港或留港發展的意欲。 

 「房屋問題減低了來港工作的意欲。現今香港寸金呎土，租金高昂，這些租金佔他們工作收入有一個很大的比重，所以這會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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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港的誘因。就算政府願意建設臨時宿舍予人才，但沒有土地供應，這是一個大問題。」 （侯傑泰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卓敏講座教授） 

 

 「這是落地生根的問題。因為涉及多方面的考慮，子女教育和香港的土地成本太貴。如果單人匹馬留港發展，可以選擇住劏房，要知道現時劏房居住者的學歷也很高。香港有很多專才都願意住劏房。短期來說是沒有問題，因為只需要個人空間。但長遠發展而言，專才未必想這樣，專才也需要一個合理的居所。專才並沒有資格申請公屋或者居屋。由於香港的土地成本太貴，這很難挽留人才。」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香港有好多地方需要改善，例如住屋和養老方面，因為這些都是吸引人才來港的誘因。香港有很多人買不到樓，但新加坡組屋政策做得很好。另外新加坡的退休政策比較有彈性，供款亦較香港多。」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香港政府除加大誘因吸引人才在港發展，還需

了解人才不願留港發展的因素，對症下藥。並將香港塑造成創新自由之

都，讓各地人才意識到自己在香港有發展空間。 

 「政府可推行更多僱員友善政策包括表揚家庭友善僱主、支持彈性辦公時間、男士侍產假及一些金錢以外的福利等以招攬人才。」 （李志明先生/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要吸引人才，香港可創建新形象。一些實際上的困難例如居住問題，香港可為來港人才提供一些適應資助，令專才覺得有賺錢、儲錢的可能，同時，我們需要讓來港人才視香港為一個公平競爭的城市。而香港能成為一個創新城市，,需要強調自由，公平，因為創新需要開放自由的空間，我們需要有這些條件才能吸引他們，這不單是高薪金的吸引，配套上亦須改變。而在挽留人才方面，要讓他們有一個希望與機會，當他們意識到逗留香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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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良性發展，他們自然會留下。政府需要了解人才不願留港的因素，只要對症下藥時就會逗留。」 （方偉晶教授/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3.6.7 輸入人才是一個複雜議題。綜合受訪者的訪問結果，對輸入人

才有以下的三點意見：(1) 在香港長遠發展方向上要有全盤思

維，以便有效輸入人才；(2) 就輸入人才構建社會共識，減少

社會爭議；及(3)輸入人才的同時，要加強本港的人力資本。  

 

有受訪者認為現時輸入人才的政策十分短視，缺乏長遠規劃。受訪

者認為輸入人才需配合香港長遠的發展方向，在釐訂相關政策上，應先

了解香港的發展方向和定位，以決定輸入那一方面的人才，免造成人力

錯配或浪費人力資源。 

 「現時政府輸入人才的政策是十分短視。好像這刻我要魚蛋，但是下一分鐘我要燒賣，廚師好難配合。香港要知道自己的發展方向，才能夠知道是否有足夠人才調配，然後才去考慮是輸入海外人才還是培訓本地人才。現時業界似乎都只偏向短時間內賺取有利潤的生意，只做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不能發展的便會轉行。然而人才是人才，總不能早上賣魚蛋，下午賣砵仔糕，不應該是這樣的。」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面對專才時，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要了解到底想要怎樣的森林，然後再判斷樹木是否足夠，不要本末倒置。政府要決定香港市場的方向，才鼓勵某方面的人才來港發展。」 （古天農先生/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委員）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政府需向本地市民加強推廣輸入人才措施的需

要和正面影響，以提升市民對輸入人才措施的支持和共識，減少社會爭

議。 

 「推廣的方向是要針對輸入人才的好處，要向市民說輸入人才對本土經濟有何益處，例如教授可以教授知識、或者在體育方面能夠獲取奬項等等。不要讓香港的市民輸入人才有誤解，以為外來人才來港搶福利、來港爭資源。要令香港市民知道輸入的人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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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有經濟能力又或者已經獲得公司聘用，不會對社會造成負擔。」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政府可通過教育、宣傳及舉行公眾參與活動，讓市民更理解輸入人才的需要及正面影響。」 （李志明先生/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亦有受訪者認為輸入人才無疑有助香港經濟發展，但政府需進一步

改善現時的政策和措施，確保輸入的人才是高質素人才，有助提升本地

人力的競爭力，並輸入人才的同時，要加強本港的人力資本。 

 「政府要利用香港的優勢，例如在航運方面香港是有優勢的。香港政府應該訂立政策支援航運業的發展，要香港年青人能夠看到前景，年青人才會加入這個行業，人手便會足夠。如果因出現短缺而輸入海外人才，要注意輸入海外的人才並不是普通員工，而是要有才學，要讓本地的人才能夠佩服這些輸入來的人才，讓本地人才願意學習海外人才的優點，同時提升本地人才的競爭力，這才能夠讓本地人才與海外人才有公平競爭。」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我認為現在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不需要輸入人才，應該輸入一些香港現時缺乏的人才，例如游泳教練。香港現時表現不錯的行業，例如酒店及服務業，這些行業對於輸入人才應該嚴謹些。我們的宗旨是盡量避免‘輸入專才搶本地人飯碗’。可以為香港現有的產業帶來新元素的，我們也歡迎，例如知名編劇能振興香港編劇界等。」 （古天農先生/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委員） 

 「政府可要求公司盡社會責任，先聘請本地年青人，同時並重點培訓本地員工。」 （方偉晶教授/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政府亦應多僱主推廣保障本地員工權益的重要性。僱主在考慮輸入人才前，應先選擇本地員工，以保障本地員工權益為依歸。」 （李志明先生/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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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綜合各受訪者意見，對加強本港的人才培訓有以下三方面建

議：(1) 透過技能轉移以培育和發展本地人力資源；(2) 預測

市場需要，訂立全面培育人才策略；及(3) 持續投放資源在高

等教育及職業訓練教育，推動資歷認可，培育相關方面的人才，

以配合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 

 

香港要持續發展，不能單靠輸入人才來補充人力資源不足，香港有

需要進一步強大本港人力資源庫。有受訪者認為透過技能轉移，有助培

育和發展本地人力資源。 

 「只是輸入人才是不足夠的，也要培育本地人才。香港的人才培訓缺乏穩定性。不停輸入人才會有外援的影響，這似乎未能有助培養本地人才。 

 我覺得香港的人才培訓不是做得不好。香港其實做得不錯的，但如果好聚焦地，好短視地看我現時需要 1000個物流專才，夠不夠呢？不夠呀。雖然不夠，但有沒有想過我有 1000個非物流的專才，如果我用半年時間去做培訓，他們便會成為物流專才。政府有沒有想過這個方法？其實香港是有很多這類型的財富。如果告訴香港人你們的技能是可以轉移的，如果肯學的話是做得到。你們是可以在另一個範疇工作。我不擔心香港沒有人才，因為香港人的素質是不錯的。」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培育人才需要有長遠策略，不能過於短視。有

需要預測市場以及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訂立人才培育方向。 

 「培育人才需要有長遠策略，不能過於短視。本土在培育人才方面，要預測市場需要，以及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訂立人才培育方向。」 （古天農先生/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委員） 

 「要睇你如何定義什麼是人力資源、什麼是人才？要策略地思考需要那方面的人才。要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例如可以從機構的角度，有低層人員至高層人員都出現人手不足的問題，但要輸入所有人才是不可能的，可能要根據整體發展來輸入人才。加上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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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也是有很高的流動，你要輸入人才的同時也要走到國外，只是輸入人才是不足夠的，也要培養本地人才才有用。」 （蘇偉文教授/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此外，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持續投放資源在高等教育及職業訓練教

育，推動資歷認可，培育相關方面的人才，以配合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與不同企業合作，提供更多實習機會給青年

人，以提高本地青年的競爭力。 

 「政府應持續投放資源在高等教育及職業訓練，培育本地人才，推動資歷認可，提升人才質素，配合社會及經濟發展需要。」 （李志明先生/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 

 「似乎要多做職業訓練的教育，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這方面是十分重要，我見香港政府係建造職業是做很多的，這能夠提升行業既形象。吸引多些新人入行。除了建造業外，飲食業、物流業、酒店業等應該要這樣做。」 （黃諫珍女士/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主席） 

 「政府可以與企業合作。企業需要提供實習機會予年青人，其薪金可以由政府去資助，對企業及社會將來發展都會帶來長遠利益。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有很多幫助當地年青人的計劃，例如讓學生參與研究工作，與教授共同工作。大學教授有一定的人脈，以及教授會為學生寫上推薦信，這些都能支持本地學生提高競爭力。」 （方偉晶教授/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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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香港青年對輸入人才的取態及回應 

 

 

本章綜合是項研究進行的全港青年電話意見調查及本港和海內外人

才個案訪談結果，分析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青年及社會民生帶來的影

響，並就相關措施提出改善建議。 

 

 

4.1 受訪青年雖然認同全球爭奪人才的趨勢下，輸入人才實屬無可避

免；但對於香港輸入外來人才，支持度則僅屬一般。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地爭相競逐人才，以期能為當地經濟發展

作出貢獻。一個城市是否有足夠創新 力能 ，以應付這些挑戰，很大程度

視乎該地能否吸引人才。 

 

本研究的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三成（30.2%）受訪者表示

相當同意（8 分或以上）全球正爭奪人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而表

示一半半的佔 20.2%。整體平均分為 6.5（表 4.1）。 

 

不過，當問及受訪者對香港輸入外來人才的支持度時，表示相當支

持的（8分或以上）佔一成半（15.2%）；而表示一半半的佔 27.4%。整

體平均分為 5.8（表 4.2）。 

 

數據反映，香港青年雖認同全球爭奪人才的前提下，輸入人才是無

可避免；但對於是否支持香港輸入外來的人才則顯得較保留，支持度僅

屬一般。 

 



33 

表 4.1：以下讀出一些句子，請問你有幾同意？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全球正爭奪人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 人數 百分比 
0 13 2.6% 
1 -- -- 
2 1 0.2% 
3 6 1.2% 
4 15 2.8% 

5 105 20.2% 

6 103 19.8% 
7 103 19.9% 

8 103 19.8% 

9 15 2.9% 

10 39 7.5% 唔知／難講 17 3.2% 合計 519 100.0% 平均分：6.5   標準差（S.D.）：1.9   

N=502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2：你有幾支持香港輸入外來人才？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支持，5分=一半，10分=非常支持） 

 人數 百分比 
0 28 5.6% 
1 1 0.2% 
2 3 0.5% 
3 9 1.9% 
4 27 5.4% 

5 136 27.4% 

6 94 18.9% 
7 112 22.6% 

8 52 10.4% 

9 12 2.4% 

10 12 2.4% 唔知／難講 11 2.3% 合計 496 100.0% 平均分：5.8   標準差（S.D.）：2.0   

N=485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157 30.2% 

7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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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逾三成受訪青年認為，現行輸入人才措施忽視社會長遠發展需

要。其中有受訪個案認為香港現時不缺人才，只是人才缺乏發展

機會。 

 

全港電話調查結果顯示，逾三成（32.2%）受訪青年表示相當同意

（8 分或以上）現時輸入人才只重視當下缺乏甚麼人才，忽視社會長遠

發展需要；至於表示一半半的佔 24.7%。整體平均分為 6.4（表 4.3）。 

 表 4.3：下讀出一些句子，請問你有幾同意？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現時輸入人才只重視當下缺乏甚麼人才，忽視社會長遠發展需要 人數 百分比 
0 14 2.8% 
1 -- -- 
2 3 0.5% 
3 7 1.4% 
4 20 3.9% 
5 126 24.7% 
6 73 14.3% 
7 84 16.4% 

8 116 22.7% 

9 23 4.5% 

10 26 5.0% 唔知／難講 20 3.9% 合計 511 100.0% 

   平均分：6.4   標準差（S.D.）：2.0   

N=49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而在個案訪談中，有部分受訪的本港個案認為，香港現時缺乏資訊

科技和物業管理的人才。不過，亦有受訪的本港個案認為，香港現時並

不缺人才，而是人才缺乏發展機會。 

 「我覺得 IT 行業是行業最缺乏人才。很多大公司才因為香港缺乏這類人才而放棄在香港開設 HEADQUATER(總部)。另外，由於香港教育的問題，令很多 IT學生學習 IT知識與工作無關，僱主要額外培養，於是傾向直接請專才工作。」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1
 

                                                 
1
 括號內載該引述談話的受訪者資料，依次為受訪者編號/性別/職業/來自地區。 

165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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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行業缺乏人才，甚少人入行。吸引不到新人主因是前線壓力大，一來這職位要兼顧很多事，但每樣東西也涉及不同專業範疇；二來很似顧客服務，很多時受不住客人的留難或投訴，情緒壓力也很大，令人卻步。」 （個案 08/男/物業管理人員/本地） 

 「香港目前不缺人才，而是人才欠缺發揮機會。我有朋友讀
mechanical engineering(機械工程)，出來只能做普通文職，沒有職位讓他發揮專業知識。外國就不同，例如讀完 mechanics(機械)可以去波音公司整飛機。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有無選擇問題。香港重視金融服務，做金融機構可能好賺過整飛機，但會令到一個專業人才無法貢獻社會。至於我從事的建築業，香港有 design 

architect(設計建築師)人才，但很多都未被發掘，缺的不是 design 

architect(設計建築師 )，而是 project(建築項目 )……重點是
architect(建築師)缺乏與本地有關的 project(建築項目)。」 （個案 06/男/建築師/本地） 

 

 

4.3 不論從目前或長遠發展角度來看，受訪青年認為本港最缺乏和最

需要的人才，首三項同樣是創意產業、科研以及醫療服務的人才。 

 

受訪青年認為，目前香港最缺乏創意產業（39.8%）、科研（31.5%）

以及醫療服務（21.7%）方面的人才（表 4.4）；至於長遠發展方面，受

訪青年認為香港最需要創意產業（34.6%）、醫療服務（29.8%）以及科

研（27.8%）方面的人才（表 4.5）。反映受訪青年不論從目前或長遠發

展角度來看，他們均認為創意產業、科研以及醫療服務的人才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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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你認為目前香港最缺乏邊方面既人才？（可選多項）  N=516 

 人次 百分比� 創意產業 205 39.8% 科研人才 162 31.5% 醫療服務（如醫生、護理等） 112 21.7% 藝術文化 105 20.4% 資訊科技  99 19.2% 生物科技  98 19.0% 工程及建築 93 18.0% 環境保育 90 17.4% 教育服務 60 11.6% 商用及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核數師等） 56 10.9% 福利服務 51 9.8% 金融服務  30 5.9% 物流運輸 23 4.5% 其他 6 1.2% 沒有缺乏人才 23 4.4% 唔知／難講 31 6.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表 4.5：就香港長遠發展，你認為香港未來最需要邊方面既人才？ （最多選三項）          N=514 

 人次 百分比� 創意產業 178 34.6% 醫療服務（如醫生、護理等） 153 29.8% 科研人才 143 27.8% 工程及建築 127 24.8% 資訊科技 105 20.5% 商用及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核數師等） 102 19.8% 藝術文化 86 16.6% 金融服務 68 13.3% 環境保育 63 12.3% 生物科技 60 11.7% 福利服務 52 10.1% 教育服務 39 7.5% 物流運輸 15 3.0% 其他 7 1.4% 沒有缺乏人才 13 2.4% 唔知／難講 29 5.6%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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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是專才，卻感受到不一樣的對待。有受訪個案認為香港人對海

外專才多持正面印象，但對內地專才卻多持負面印象。 

 

現時外來人士如已獲香港僱主聘請，可透過適用於海外專業人士的

「一般就業政策」或適用於內地專業人士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

來港工作。海外或內地人士只要具備香港所需但又缺乏的技能、知識或

經驗，或能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均可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或輸入內

地人才計劃申請來港工作。獲批准的申請人士，可帶同配偶及 18歲以下

未婚的受供養子女來港住。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近一成半（14.6%）受訪青年表示，

曾與海內外在港就業的人士工作，而七成六（76.4%）則表示從未有此

經驗（表 4.6）。在表示曾與海外人才有一起工作經驗的受訪青年，對海

外人才的感覺傾向正面，例如包括有助自我提升（24.9%）、可拓闊視

野（21.5%）；至於傾向負面的如出現溝通困難（16.0%）、工作機會受

威脅（8.1%）等（表 4.7）。 

 

而受訪青年對內地來港工作人士的主要感覺，傾向正面的包括：可

拓闊視野（20.7%）、學習模範（12.5%）；至於傾向負面的包括：出現

溝通困難（18.0%）及格格不入（10.1%）等（表 4.8）。 

 

 表 4.6：綜合受訪者有否跟那些透過輸入人才計劃來港工作的海內外人才，有一起工作的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75 14.6% 

 海外人才 29 5.7% 

 內地人才 23 4.5% 

 海外及內地人才 23 4.5% 無 391 76.4% 唔知／難講 46 9.0% 合計 512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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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有）你覺得同呢啲海外人才一起工作，比你最大感受係？ （讀選項 1至 10，只選一項） 

 人數 百分比 有助自我提升 13 24.9% 可拓闊視野 11 21.5% 出現溝通困難 8 16.0% 工作機會受威脅 4 8.1% 學習模範 3 6.5% 不外如是（不覺得呢啲人才特別叻） 2 4.6% 好大壓力 1 2.3% 格格不入 -- -- 其他 1 2.1% 沒有感受 4 7.2% 唔知／難講 3 6.7% 合計 52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8：（有）你覺得同呢啲內地來港嘅人才一起工作，比你最大感受係？ （讀選項 1至 10，只選一項） 

 人數 百分比 可拓闊視野 10 20.7% 出現溝通困難 8 18.0% 學習模範 6 12.5% 格格不入 5 10.1% 有助自我提升 5 11.7% 工作機會受威脅 4 9.3% 不外如是（不覺得呢啲人才特別叻） 1 2.2% 好大壓力 -- -- 其他 3 7.0% 沒有感受 4 8.3% 唔知／難講 -- -- 合計 46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在個案訪談中，受訪的本港個案對海外及內地人才的印象，主要來

自個人親身接觸的經驗。其中有受訪個案對海外人才的印象多持正面印

象；認為海外人才是高薪專才、進取、容易融入本地文化。相反，受訪

個案對內地人才則多持負面印象；認為內地人才是廉價專才，有自己思

維方法，不易改變等。 

 「外地人才一般較進取，較珍惜機會，會主動了解我們的公司。」 （個案 02/女/公關公司負責人/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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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專才讓人覺得較廉價，會以低價錢來港工作，帶來競爭。至於外地專才大多以高薪聘請，一般令人覺得很有優勢才會聘請來港。」 （個案 05/女/老師/本地） 

 「香港人喜好外地專才多於內地專才，因為內地的專才大部分思想較中國化，難以融入香港文化。而外國人才多來自不同地方，加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對外國人的接受性較高。」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 

 「我讀大學時，覺得內地同學不太接受到香港的一套，固有思維很難改變，經常說「我們上面不是這樣」，而導致不必要的矛盾。例如他們會跟教授吵架，一名內地生很喜歡中國特色的建築，什麼飛簷的，設計時傾向這種形式，但我們 studio 的主題是另一回事，於是他問為何不可這樣做，維持在一種固有思維，不易合作，不易接受異於自己文化的事物。反而外國同學很接受這裏的文化，又會分享他們國家的經驗、做事方法。而且大學主語是英文，傾談玩樂都用英語，沒有隔閡，加上他們 open-mind，所以我們都當外地生是 local，在我們學校學系，就只有內地生和非內地生之別。外地生已經融入了，內地生相對自成一角。」 （個案 06/男/建築師/本地） 

 

 

不過，另有受訪個案表示，未接觸過內地來港就業的人才，一般會

對內地人才持較負面印象，例如欠缺專業等。這可能或與對早期新移民

的負面印象有關。該受訪個案表示與內地人才接觸後，發覺其實內地人

才跟海外人才並沒有分別。 

 「我們一向有 bias（偏見），外國人好像較專業，內地人就欠奉。實際上我有保留，很多時我們的 bias 建基於該 150 個雙程證的新移民，他們大部分都是基層和來自農村，令我們對內地人有這種印象。但內地專才的背景很不同，跟我們的 stereotype 是兩回事，未認識時或許覺得他們差，但認識後跟外國專才沒分別。」 （個案 08/男/物業管理人員/本地） 

 

 



40 

4.5 就本港輸入人才，較多受訪青年對涉及社會民生問題，如「社會

資源被分薄」、「物價指數被推高」表示相當擔心；其次則涉及

個人發展機會，如「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及「自己工作前景受

威脅」。 

 

輸入人才對在地市民可能帶來不同程度的憂慮。部分市民會擔心輸

入人才令年青一代面對更激烈的就業環境；也有部分市民擔心更多外來

工作人口，會增加對當地資源的需求，如推高樓價和租金、或爭奪子女

入讀國際學校學位等；亦有部分市民認為會出現文化矛盾問題。 

 

是次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就本港輸入人才，較多受訪青年

對涉及社會民生問題，如「社會資源被分薄」（29.3%）、「物價指數

被推高」（26.9%）表示相當擔心（8 分或以上）；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1及 6.1（表 4.9及表 4.10）。 

 

另外涉及個人發展機會如「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及「自己工作前

景受威脅」，表示相當擔心（8分或以上）者，分別佔 21.5%及 18.4%；

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0及 5.7（表 4.11及表 4.12）。 

 

至於就「社會愈見分化」方面，較多受訪者表示一半半（20.4%），

整體平均分為 5.9（表 4.13）。 

 

輸入人才對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最直接，他們主要關注輸入人才所衍

生的社會民生影響，以及個人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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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10分=非常擔心） 社會資源（如醫療、交通）被分薄 人數 百分比 
0 24 4.6% 
1 2 0.4% 
2 7 1.3% 
3 18 3.5% 
4 29 5.7% 
5 121 23.5% 
6 75 14.6% 
7 84 16.4% 

8 101 19.7% 

9 10 2.0% 

10 39 7.6% 唔知／難講 4 0.7% 合計 514 100.0% 

   平均分：6.1   標準差（S.D.）：2.3   

N=51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10：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10分=非常擔心） 物價指數被推高 人數 百分比 
0 14 2.7% 
1 2 0.4% 
2 6 1.2% 
3 15 2.9% 
4 48 9.3% 
5 133 25.9% 
6 70 13.6% 
7 83 16.1% 

8 71 13.8% 

9 17 3.4% 

10 50 9.7% 唔知／難講 6 1.1% 合計 514 100.0% 

   平均分：6.1   標準差（S.D.）：2.2   

N=508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9.3% 150 

26.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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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10分=非常擔心） 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 人數 百分比 
0 22 4.4% 
1 1 0.2% 
2 5 1.0% 
3 9 1.9% 
4 39 7.6% 
5 132 26.0% 
6 91 17.8% 
7 91 17.8% 

8 73 14.3% 

9 13 2.5% 

10 24 4.7% 唔知／難講 9 1.8% 合計 510 100.0% 

   平均分：6.0   標準差（S.D.）：2.0   

N=50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12：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10分=非常擔心） 自己工作前景受威脅 人數 百分比 
0 36 6.9% 
1 5 1.0% 
2 6 1.1% 
3 14 2.7% 
4 21 4.1% 
5 133 25.7% 
6 101 19.6% 
7 98 18.8% 

8 71 13.7% 

9 4 0.8% 

10 20 3.9% 唔知／難講 10 1.9% 合計 519 100.0% 

   平均分：5.7   標準差（S.D.）：2.2   

N=50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18.4% 95 

11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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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10分=非常擔心） 社會愈見分化 人數 百分比 
0 25 4.8% 
1 3 0.6% 
2 7 1.4% 
3 13 2.6% 
4 42 8.2% 

5 104 20.4% 

6 104 20.3% 
7 80 15.7% 
8 82 16.0% 
9 9 1.8% 
10 29 5.7% 唔知／難講 13 2.5% 合計 512 100.0% 

   平均分：5.9   標準差（S.D.）：2.2   

N=49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4.6 部分受訪青年認為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但亦會打擊

本地人才的就業機會。另外，綜合受訪個案的意見，他們表示要

提升個人能力須具備五項條件，包括：（1）持續進修；（2）保

持人際網路；（3）發展自己獨特優勢；（4）以開放態度迎接新

事物；以及（5）掌握職場上的技能。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逾兩成（21.0%）受訪青年表示相當同意（8

分或以上）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的競爭，同樣另有一成八

（17.6%）認為有助推動香港新興行業發展；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0 及

6.1（表 4.14及 4.15）。 

 

不過，另一方面，有近兩成半（24.4%）受訪者表示相當同意（8

分或以上）輸入人才會打擊本地人才的就業機會，另有一成九（18.6%）

認為會加深香港社會矛盾；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6.3 及 6.0（表 4.16 及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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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以下讀出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社會影響嘅一些說法，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嘅競爭力 人數 百分比 
0 16 3.1% 
1 2 0.4% 
2 5 1.0% 
3 10 2.0% 
4 31 6.1% 
5 142 27.7% 
6 83 16.3% 
7 101 19.8% 

8 81 15.9% 

9 12 2.3% 

10 14 2.8% 唔知／難講 14 2.8% 合計 513 100.0% 

   平均分：6.0   標準差（S.D.）：1.9   

N=498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15：以下讀出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社會影響嘅一些說法，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有助推動香港新興行業發展 人數 百分比 
0 9 1.7% 
1 -- -- 
2 9 1.8% 
3 11 2.2% 
4 9 1.8% 
5 138 26.9% 
6 111 21.7% 
7 122 23.8% 

8 69 13.5% 

9 4 0.7% 

10 17 3.4% 唔知／難講 13 2.5% 合計 512 100.0% 

   平均分：6.1   標準差（S.D.）：1.7   

N=49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107 21.0% 

17.6%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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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以下讀出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社會影響嘅一些說法，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會打擊本地人才嘅就業機會 人數 百分比 
0 21 4.1% 
1 -- -- 
2 1 0.2% 
3 6 1.2% 
4 19 3.7% 
5 90 17.8% 
6 111 21.8% 
7 127 25.1% 

8 79 15.7% 

9 20 4.0% 

10 24 4.7% 唔知／難講 8 1.6% 合計 507 100.0% 

   平均分：6.3   標準差（S.D.）：2.0   

N=49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17：以下讀出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社會影響嘅一些說法，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會加深香港社會矛盾 人數 百分比 
0 20 3.9% 
1 1 0.2% 
2 5 1.0% 
3 8 1.5% 
4 40 7.7% 
5 140 27.2% 
6 81 15.7% 
7 109 21.2% 

8 62 12.0% 

9 8 1.6% 

10 26 5.0% 唔知／難講 15 3.0% 合計 514 100.0% 
   平均分：6.0   標準差（S.D.）：2.0   

N=49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在個案訪談中，有受訪個案認為輸入人才會為本港在職人才帶來良

性競爭。 

 

123 24.4% 

18.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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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人才一定會帶來良性競爭，因為本地的技術和知識都會因此有競爭而有所提升。」 （個案 01/男/助理教授/本地） 

 「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其實對業內和在職人才的發展來說是相當有幫助。」 （個案 09/男/紀律部隊人員/本地） 

 

 

另外，綜合受訪個案意見，他們認為須具備五項條件以提升個人競

爭力，包括：(1) 持續進修；(2) 保持人際網路；(3) 發展自己獨特優勢；

(4) 以開放態度迎接新事物；以及(5) 掌握職場上的技能。 

 「我會以不停進修來提升競爭力。」 （個案 05/女/老師/本地） 

 「除了進修外，也可建立個人的專業及網絡。」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 

 「都是 keep（保持）住學東西吧，知識就是力量嘛，好 basic（基本）的一個道理。我讀得愈多就覺得自己學得很少東西，所以我會用乘車的時間看 IT的 news（新聞）、article（文章）和
subscribe（訂購）一些 channel（頻道）去學一些新東西。」 （個案 07/男/程式開發員/本地） 

 「我想應該是如何保持個人的人際網路，確保自己的技術合時，而且，能否通過和外地的專才合作，借助外地的幫助，共用他們的資源，知識和技術都會同時提升。現在不可以只著眼於自己地方，同時也要想如何能共用外地的優勢，發展自己獨特的優勢。」 （個案 01/男/助理教授/本地） 

 「不斷 update（更新），世界不斷變化，所以維持競爭力，就是要以開放態度迎接新事物。我們未必要學習所有事物，但要知現今的技術做到什麼，用以前的經驗加現今的技術，便會估到青年人在做什麼。」 （個案 06/男/建築師/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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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當然是必要，但在職場上的技能都要持續學習，無論上司或同事身上都有可以學習的地方，要好好留意觀察，對日後發展會有幫助。」 （個案 09/男/紀律部隊人員/本地） 

 

 

4.7 受訪青年認為香港在匯聚人才方面具優勢，包括：自由度高、法

制健全、國際化、稅率低及接近中國市場；但同時亦存在不足之

處，包括：缺乏房屋配套、居住環境和空氣質素欠佳、生活指數

高和事業發展空間有限。另有受訪個案表示曾受香港人不禮貌對

待，認為難以融入香港社會。 

 

全港青年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青年認為香港在匯聚人才方面的最大

優勢是自由度高（56.8%），其次依序為法制健全（43.7%）、中西文化

薈萃（37.1%）、資訊發達（28.3%）及接近中國市場（20.3%）（表

4.18）。 

 

另一方面，香港在匯聚人才方面的最大不足之處是租金昂貴

（57.9%），其次依序為生活壓力大或節奏急速（38.5%）、物價指數高

（36.7%）、環境質素差（30.6%）及事業發展機會窄（25.2%）（表 4.19）。 

 

 表 4.18：你覺得香港係匯聚人才方面，有甚麼重要優勢？ （讀選項 1至 12，最多選三項）      N=517 

 人次 百分比� 自由度高  294 56.8% 法制健全 226 43.7% 中西文化薈萃 192 37.1% 資訊發達 146 28.3% 接近中國市場 105 20.3% 交通網絡便利 82 15.9% 有事業發展機會 66 12.8% 作為事業跳板／有助進一步到世界其他地方發展 64 12.3% 生活多姿多釆 57 11.1% 重視人才 32 6.3% 其他 3 0.6% 沒有吸引 16 3.1% 唔知／難講 15 2.8%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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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你覺得香港係匯聚人才方面，有甚麼主要不足之處？ （讀選項 1至 12，最多選三項）      N=516 

 人次 百分比� 租金貴 299 57.9% 生活壓力大／節奏急速 199 38.5% 物價指數高 189 36.7% 環境質素差 158 30.6% 事業發展機會窄 130 25.2% 服務支援不足，如醫療、教育  87 16.9% 社會包容不足 49 9.5% 語言環境不理想 48 9.4% 高度政治化 38 7.4% 人才不受重視 29 5.7% 其他 3 0.6% 沒有不足 11 2.1% 唔知／難講 17 3.3%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在個案訪談中，有受訪個案表示香港的國際化、稅率低及稅制簡單

是匯聚人才方面的優勢。 

 「香港有其優勝之處，現時仍然國際化，稅率低、稅制簡單吸引。」 （個案 01/男/助理教授/本地） 

 「INTERNATIONAL（國際化）是香港的優勢，也是香港與上海的分別，必須繼續維持。」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 

 

 

另一方面，有受訪個案認為現時香港面對的問題包括：缺乏房屋配

套、居住環境和空氣質素欠佳、缺乏國際學校學位、工時長、工作壓力

大和生活指數高等，令香港難以匯聚人才。 

 「我覺得香港比較難吸引高端技術的人才，香港的學校很多時候都不是首席研究人員的首選。可能香港沒有給他們足夠的誘因讓研究人員留在香港，而且發揮的空間不大。就我在學術界的經驗，普遍上，我們已經提供了很好的薪酬福利配套給研究人員，但是，如果有其他國家的選擇，他們都不會選香港。因為不只是薪酬福利，還有其他的因素專才會考慮的。比如說：香港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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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居住環境、空氣質素、子女教育。對人才來說，申請專才的計劃不是那麼吸引。」 （個案 01/男/助理教授/本地） 

 「香港工時長、工作壓力大等都是令人才流失的原因。除了生活質素外，香港缺乏國際學校，令有家室的外地專才不願來香港。如果是優秀的人才，就會想尋求與最好的工作環境工作，而選擇去外地工作。」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 

 「生活環境也是一個因素，面對香港工時長等問題，但工資可能不足以買樓來居住，令人才流失。」 （個案 05/女/老師/本地） 

 「因為香港的生活指數太高，專才在香港發展有一定的難度，這會阻礙專才來港發展。」 （個案 09/男/紀律部隊人員/本地） 

 

 

此外，有內地來港就業的受訪個案表示，曾受香港人不禮貌對待，

認為難以融入香港社會，因此產生離港發展念頭。 

 「我去外面買東西，然後售貨員對講內地過來的就是麻煩，給我很蠻不友善的那種感覺。」 （個案 18/女/理財顧問/內地） 

 「都曾在街上遇過不禮貌的對待，如跟一些北京朋友出街說普通話時，一說普通話就會讓人注意。與跟香港朋友一起時會有分別。」 （個案 20/男/核數師/內地） 

 「這種歧視是在骨子裡的，我也明白這是有歷史原因的，我們也承認內地人是落後的，經濟上有部份地區發展，整體上發展程度是落後的，文明程度上更是落後，就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發展成歐美的那種程度。但是你明目張膽的歧視是不對的，就是你可以心理身理上的歧視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在公眾場合那麼明顯，就是一個底線的問題。感覺上內地人在香港就是原罪。如果像現在這樣有政治爭拗下去，社會歧視或社會撕裂明顯，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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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包括內地的同學、人才會不願意留下來工作，會選擇回內地。」 （個案 15/女/副教授/內地） 

 

 

4.8 有一成半受訪青年表示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其中以選

擇內地和新加坡佔多。另有六成以上不考慮離開香港發展事業，

主要認為本地仍有發展空間。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有一成半（14.5%）受訪青年表示考慮離開香

港到其他地區發展，而表示不會考慮離開的佔六成三（63.1%），另有

兩成二（22.4%）表示不知/難說（表 4.20）。 

 

受訪青年表示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主要因外地有很多發

展事業機會（44.6%），其次是因為香港的發展事業空間較小（15.5%）

（表 4.21）。當中考慮到香港以外地區發展的受訪青年，表示希望到中

國內地（32.4%）發展，其次依序為新加坡（10.2%）、台灣（8.4%）、

美國（7.3%）及澳洲（6.6%）（表 4.22）。 

 表 4.20：你個人會唔會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 

 人數 百分比 會 75 14.5% 唔會  327 63.1% 唔知／難講 116 22.4% 合計 518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4.21：（會）你會考慮嘅原因，係因為「香港沒有發展事業空間」多啲，覺得「外地有很多發展事業機會」多啲、以上兩者都係一半，抑或是兩者都唔係，有其他原因？ 

 人數 百分比 「香港沒有發展事業空間」多啲 12 15.5% 「外地有很多發展事業機會」多啲 33 44.6% 兩者都係一半 13 17.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喜歡該處的生活質素 9 11.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家人已移居該處生活 4 5.0%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該處有自己親人／朋友 1 1.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 2 3.0% 唔知／難講 1 1.1% 合計 75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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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2：（會）你會選擇邊個地區發展？ 

 人數 百分比 中國內地 24 32.4% 新加坡 8 10.2% 台灣  6 8.4% 美國 5 7.3% 澳洲 5 6.6% 日本 4 5.6% 加拿大 3 4.5% 南韓 3 4.2% 德國 3 3.5% 英國  2 2.7% 芬蘭 1 1.5% 其他 -- -- 唔知／難講 10 13.1% 合計 75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在個案訪問中，有受訪個案（現於香港以外地方工作）表示作出離

港發展的決定，主要是基於香港就業發展空間有限、香港以外地方較多

發展機會，以及能提供較吸引的工作待遇。但亦有受訪個案表示，不會

考慮到其他地區發展，因為對香港存有希望，認為本地仍有事業發展空

間。 

 「因為香港沒有相應的工作適合自己的行業（軟件工業和科網），香港規模小，而且香港文化比較著重服務，沒有自行建立產品及創造市場，生存空間較少。香港社會著重的職業和自己的專長不符，加上外地的薪酬多一倍，員工福利較全面，所以自己不選擇在香港發展。」 （個案 13/男/軟件工程師/本地） 

 「因為香港的工作發展有局限，加上自己喜歡日文、日本文化和日本生活環境。在香港，曾在廣告界工作了兩年，但是晉升慢。之後在內地公司工作，但是進展、前景和財務（薪金）也不夠穩定，所以離開。」 （個案 11/女/經理/本地） 

 「中國因為發展遲，比其他城市發展空間更大，機會更多。而且中國人口多，做生意的規模化也更大。」 （個案 14/男/項目經理/本地） 



52 

 「因為到澳門工作前景比較好，而且香港的工作量實在太多啦，在澳門工作比較好。在澳門工作很少要加班。」 （個案 10/男/安全部部門主管/本地） 

 「無想過到其他地區發展。香港是我家，對香港還有希望，想試一試，不嘗試怕將來會後悔。」 （個案 06/男/建築師/本地） 

 「不會，因為始終習慣了香港的生活模式，始終對香港還存在信心，況且到外地發展未必都有足夠機會，相對當地政府都會有措施保護當地的專業人才。」 （個案 09/男/紀律部隊人員/本地） 

 「我覺得我想發展的行業（心理治療師）在香港較新，可以由自己開拓，相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個案 05/女/老師/本地） 

 

雖然有不少受訪青年表示會離港開拓事業，但多數青年仍選擇留港

發展。他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未來發展存有希望。如何能令社會上多

數青年能繼續留港，推動香港向前發展，值得進一步探究。 

 

 

4.9 有受訪個案表示，來香港是為了個人事業發展。其中有受訪個案

認為香港工作文化最大特色是工作主導生活。另有個案表示本港

生活費用昂貴，不太享受在港生活。 

 

有受訪個案表示，來香港是為了個人事業發展。其中有來自內地的

個案認為，香港可以提供一個獨立平台做研究工作；另有個案認為香港

是一個國際城市，充滿機會。此外，有來自海外的個案認為，香港可以

提供更好的院校選擇。 

 「一是薪水問題，『北大』太低了，雖然『北大』是我的母校，但薪水只有每個月三千，身為助理教授沒辦法在北京生活，除非我先生或自己的背景很富有，不然沒辦法接受。二是內地總是會有些敏感度，香港是很好的平台，和國際接近，能保持研究上的獨立性，不會被政治上的考慮干擾。」 （個案 15/女/副教授/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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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澳門人，但澳門的大學很差，基本上除了澳門大學之外，其他都是『野雞』大學，付錢買學位。香港的大學比較多，亦有我想讀的學系–訊息工程系，但澳門的大學比較少有相關學系可供選擇。香港的大學的質素很好。」 （個案 16/女/項目經理/海外） 

 「想到不同的地方發展，想到美國、歐洲等地發展。但可能家人不放心、太遠。而華人地區與外國地區差異很大，香港可作為跳板讓我先作嘗試。香港算是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之前經常會來港購物，亦懂廣東話，沒有語言障礙。而且我是 auditor（核數師），考完試將有會計師牌，而香港的證書外國等地如英國、澳洲亦認受，比內地優勝。香港是國際化城市，外國有任何
update（更新），香港亦會研究參考，但內地只會跟自己的一套。」 （個案 20/男/核數師/內地） 

 「主要是因為我被公司派來香港開拓業務，而且我認為香港是國際化城市，充滿機會，希望事業可以更上一層樓，所以我們一家便來港。」 （個案 19/女/經理/海外） 

 

 

另一方面，有受訪海內外個案表示，香港生活過於急促，很難做到

工作與生活平衡，在港生活壓力很大。 

 「香港生活很急促，沒時間和機會出去逛街。2011 年拿到終生教職，但是有行政職務，做了副教授以後更忙了。在香港生活只有『忙』字。」 （個案 15/女/副教授/內地） 

 「在香港肯努力是有機會的，但工時過長，沒有補時，週末加班是常規。我很希望能做到工作與生活平衡。」 （個案 16/女/項目經理/海外） 

 「很忙、很快。沒有時間去享受生活。連生病需要請假，都要取得醫生證明才可以請假。壓力很大。」 （個案 17/女/經理/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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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受訪個案表示，社會的支持網絡單薄、香港租金貴，加上

居住環境不理想，難以享受在香港生活。另有個案表示公司若沒有提供

任何生活費用的資助，來港發展的吸引力會大大下降。 

 「社會上對專才沒有關注，像隱形的一群。」 （個案 15/女/副教授/內地） 

 「香港住屋問題值得關注。租金貴但居住環境不理想，如劏房，難以享受在香港生活。」 （個案 20/男/核數師/內地） 

 「生活方面，我喜歡香港，感到快樂。我感到快樂的原因是公司提供的房屋福利很不錯，我不需要擔心屋租和國際學校的學費。我想如果要我自己負擔這兩個費用，我不會來。」 （個案 19/女/經理/海外） 

 

 

另一方面，有部分受訪個案表示，未決定自己的去向，而家庭、子

女教育和發展機遇會是其中重要的考慮因素。 

 「等孩子讀完小學才考慮回德國。我覺得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教育太重背誦，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創意都沒有好好的鍛煉。小學我覺得還可以接受，但是再大一點，就一定要發展思維能力，所以到時德國會是首選。」 （個案 19/女/經理/海外） 

 「可能會，但不肯定，可能去歐洲，因為有家人在歐洲。」 （個案 18/女/理財顧問/內地） 

 

 

4.10 有受訪個案認為，離港發展是一個正面經歷。另有受訪者表示在

外地發展事業，主要是面對工作文化上的差異；他們普遍認為當

地人對外來人才持開放包容態度，有助融入當地生活。 

 

有受訪時於香港以外地方工作的個案認為，離港發展是一個正面的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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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形容離開香港發展的體會是一個希望。知道在香港工作未來的發展不會有太大的空間，倒不如挑戰一下，結果我現在生活還不錯。」 （個案 11/女/經理/本地） 

 「是很新鮮的嘗試，未到澳門前我是在一間比較有系統的公司裏工作，要跟着公司嘅程序去做事，但到了澳門後，就是由零開始，自己去做一個系統出來。由自己一手一腳去做個系統啦，然後一手一腳做宣傳。」 （個案 10/男/安全部部門主管/本地） 

 

 

此外，有受訪者認為當地人對外來人才持開放包容態度，有助他們

投入當地生活。 

 「當地人很包容，很習慣外來人，當地除了亞洲人，也有很多中東、東歐人工作，跟香港一樣國際化。香港人覺得內地人來搶資源，他們則沒有這感覺。例如他們會邀請我參加活動，可能因為我在 international bank（國際銀行）工作，他們習慣了有外來人的環境。他們會欣賞外來專才。」 （個案 12/女/經理/本地） 

 「基本上同事都當我係新同事，沒有什麼特別，大家打成一遍。」 （個案 10/男/安全部部門主管/本地） 

 「由於加拿大在科網方面有太多外來專才，所以沒特別感覺是不是外來。加上社會的組成也很平衡，沒有特別區分他是不是外來人，由於沒有分別出來，所以沒有任何排斥的心態，對任何人種及外來專才自然也持包容和開放的態度。」 （個案 13/男/軟件工程師/本地） 

 

另外，也有受訪者表示會積極適應當地生活節奏，以面對文化差異

的挑戰。 

 「工作上，我會適應他們的節奏，要跟隨他們的規則和習慣。有亞洲人覺得當地人工作很慢很懶，會很生氣，反應負面。但我們在當地工作，老闆也是用這裏的準則去評價工作表現，自己便要適應別人的做法。我也欣賞他們有思考過程，有時經過討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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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結果會較好，過程中也學到更多。語言文化上，隨着時間和經驗增長便會適應，很多中國人來到只會跟中國人玩，如果多跟外國人或本地人談天遊玩，會更快適應。」 （個案 12/女/經理/本地） 

 「報讀日文課程，多接受日本語言文化，多把握和日本朋友相處的機會，才能克服語言問題。」 （個案 11/女/經理/本地） 

 「嘗試了解當地文化，主動而且要認識多一些朋友。與同事溝通多一點，去了解工作的事情外，也可以和同事一同消遣。從而了解當地文化。」 （個案 10/男/安全部部門主管/本地） 

 

此外，有受訪者表示，建立家庭是考慮回港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

但亦有受訪者表示不會考慮回港發展，主因是香港的行業選擇少。 

 「以我所知香港賺的錢會更多，所以這個是 additional benefit（額外得益）。我將來想建立家庭，這會是回港的主要因素。」 （個案 12/女/經理/本地） 

 「長遠希望回來香港，如果有家庭，始終香港會更好。外國好，但太遠。內地的憂慮的是生活條件和教育，但若有小朋友便會回港，或中港兩邊走。」 （個案 14/男/項目經理/本地） 

 「不會回港發展，因為香港就業發展空間沒有改變，行業選擇少，大都傾向金融發展，趨向單一。」 （個案 13/男/軟件工程師/本地） 

 

4.11 受訪青年頗認同輸入人才需貫徹本地人才優先措施，以及需全面

評估本港對人才的需求。 

 

在調查列出有關對輸入人才措施的意見，以 10分為非常同意，受訪

青年頗同意「需貫徹本地人才優先措施」，平均分為 7.0。另外，亦幾同

意「需全面評估本港對人才需求」，以及「提供誘因，輸入人才同時加

強培育本地人才」，平均分分別為 6.8及 6.6。至於「需協助外來人士融

入本地生活」，平均分只有 6.0（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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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3：以下讀出有關對輸入人才措施嘅意見，請問你有幾同意？ （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10分=非常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需貫徹本地人才優先措施 7.0 2.3 500 需全面評估本港對人才需求 6.8 1.8 498 提供誘因，輸入人才同時要加強培育本地人才 

6.6 2.4 502 需協助外來人才融入本地生活 6.0 2.1 50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在個案訪談中，有受訪個案表示現時輸入人才措施欠缺透明度，亦

對有關措施不甚了解；他認為可增加宣傳，讓社會人士明白專才對香港

的貢獻。 

 「因為政府引入專才的政策缺乏資料，難以評價。」 （個案 05/女/老師/本地） 

 「此政策的透明度不高，沒有提到計劃的細節及內容；政府可透過傳媒報導一些成功的故事，令港人明白專才對香港的貢獻。同以輸入專才計，新加坡則較為成功，其專才持專上學歷的人口相當高，不會面對沒有工作的問題。新加坡有很清晰的發展方向，清楚定下發展什麼行業，再大批引入該行業的人才，以致可以大力發展。人口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策略一致。」 （個案 04/男/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本地） 

 「對輸入人才計劃，我真的不太了解。我不排除是因為我沒有看新聞，但我認為政府也是宣傳不足。你可以在街頭進行訪問，看看 10個人當中有多少人了解這件事情，我相信也沒多少。」 （個案 08/男/物業管理人員/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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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及建議 

 

 

本章綜合有關資料及訪問結果，作出整理及分析，歸納值得討論的

要點，闡述如後。 

 

 

討 論 

 

1. 香港出現人力資源「下移錯調」現象，不單浪費寶貴的人力資源，

更影響經濟長遠持續發展。 

 

本港目前失業率處於3.3%低水平，即接近全民就業。但有數據顯

示，本地私人市場職位空缺高達78,379個，出現「有工無人做，有人無

工做」的就業錯配情況。再者，根據政府最新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推算

2022年本港將出現人力資源供應不足的問題；整體欠缺117,900勞動

力，其中學士學位學歷人才欠逾5萬人，但碩士及博士畢業生將有過剩的

5萬多人。香港的教育、技能和就業機會存在不配合的情況；青年人未能

覓得切合本身教育水平的工作，只能夠「下移」接受高中或以下學歷要

求的工種，以及相應較低的待遇，形成「下移錯配」現象。 

 

「下移錯配」局面的形成，源於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未能配合普遍

教育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普及是世界大勢，愈來愈多青年希望能升讀

大學。可是社會職位增長追不上學歷提升的速度，影響就業狀況，令較

高學歷人士的供求失衡及脫節。人力資源錯調問題，不單浪費寶貴的人

力資源，影響經濟持續發展，長遠更削弱本港整體競爭力，情況不容忽

視。 

 

 

2. 部分受訪青年認為輸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的競爭力，但亦

會打擊本地人才就業機會。當局必須在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人才之

間取得適切平衡。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人力資源成為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其中重要的資

產。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優化人口結構，改善人口的質與量，是

當前急務；輸入人才成為其中重要的考量。根據入境處數字，在2014年，

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約5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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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究結果顯示，面對全球爭奪人才，三成（30.2%）受訪青年

相當同意（8分或以上）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另外，分別有逾兩成

（21.0%）及一成八（17.6%）受訪青年表示相當同意（8分或以上）輸

入人才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的競爭，以及有助推動香港新興行業發

展；整體平均分分別為6.0及6.1（10分為非常同意）。上述結果反映輸

入人才除可滿足本地市場對人才的龐大需求，亦有助建立香港的人才

庫，有利推動新興行業的發展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不過，另一方面，有近兩成半（24.4%）表示相當同意（8分或以上）

輸入人才會打擊本地人才的就業機會；另有一成九（18.6%）認為會加

深香港社會矛盾；整體平均分分別為6.3及6.0。 

 

雖然社會人士普遍認同，擁有高質素的人力資本有助增強香港的競力爭 ，但外來人才對本港市民的就業機會帶來一定程度影響，尤其對大

學剛畢業的年輕人而言，仍然備受關注。當局在考慮任何進一步放寬輸

入人才的措施時，須考慮如何在輸入人才與保障本地人才就業機會，兩

者之間取得平衡，以及對本地就業情況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3. 輸入人才有其重要和必要性，但同時亦衍生各種社會民生問題，對

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最首當其衝。 

 

全球競逐人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且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

此舉同時亦衍生各種社會民生，以至個人發展機會等問題。 

 

研究結果顯示，較多受訪青年對涉及社會民生問題，如「社會資源

被分薄」（29.3%）、「物價指數被推高」（26.9%）表示一定程度擔心

（8分或以上）；整體平均分分別為6.1及6.1。顯示部分青年對於愈來愈

多外來工作人口到港就業和生活，擔心會推高本港樓價和租金、爭奪社

會醫療福利、學位等問題，甚至會推高物價指數，令港人生活質素下降。 

 

至於涉及個人發展機會方面，如「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及「自己

工作前景受威脅」，受訪青年表示相當擔心（8分或以上）的，分別佔21.5%

及18.4%；整體平均分分別為6.0及5.7。 

 

此外，有受訪學者表示，在輸入人才措施下，青年人的晉升階梯出

現迂迴狀況，難以看到工作願景。這顯示部分青年擔心輸入人才措施令

就業環境的競爭變得更激烈，影響個人事業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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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競爭的情況下保持優勢，吸納全球各地人才的需要日益殷

切。然而，對於青年存在的憂慮亦需予以正視，輸入人才對他們的影響

可能最直接。當局必須小心評估輸入人才措施的成效，以及衍生的社會

影響，切勿忽略青年表達的擔憂。 

 

 

4. 人才流動是世界大勢所趨。要吸引人才來港或挽留人才在港發展，

除需加大誘因及改善生活條件的配套外，最重要的是讓人才看到香

港是有希望和有發展機會。 

 

人才流動是世界大勢所趨。人才面對的選擇很多，哪處有機會，他

們就往哪處去。在吸引人才方面，除提供高職厚薪、生活福利配套外，

當地的生活質素也是人才去留其中重要考慮。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其優勢，從是項研究顯示，

香港青年認為香港的自由度高（56.8%）、法制健全（43.7%）、中西文

化薈萃（37.1%）、資訊發達（28.3%），以及接近中國市場（20.3%）

都是香港吸引人才的良好條件。香港必須保持此種優勢，吸引人才來港，

成為人才薈萃之都。 

 

另一方面，研究顯示，租金貴（57.9%）、生活壓力大和節奏急速

（38.5%）、物價指數高（36.7%）、環境質素差（30.6%）及事業發展

機會窄（25.2%）則是香港不足之處。面對全球激烈的人才競爭，香港

需對症下藥，致力改善其不足之處，以免落後於形勢。 

 

不論是吸引外來人才，或是挽留本港人才，最重要的是要讓人才有

持續發展的機會，以及對香港前景抱有希望。研究中有受訪個案表示，

香港不是缺乏人才，只是人才缺乏發展機會。所以，如何讓人才在觀感

上和實際體驗中認同香港有事業發展機會，如何讓海內外人才對香港心

存盼望，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的。 

 

 

5. 相對海外人才，港青對內地人才的接納程度較低。這或許與近年中

港兩地之間出現的磨擦有關，為免再激化兩地矛盾，促進融合，有

關問題必須正視。 

 

香港現時 來有既定的 港就業政策，只要具備香港所需但又缺乏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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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能、知 或經驗，或能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海外人士可以透過「一

般就業政策」 來申請 港工作，至於內地人士則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來申請 港工作。 

 

從研究個案訪問中發現，受訪香港青年對海外人才的印象多持正面

印象，認為海外人才是高薪專才、進取、容易融入本地文化。相反，受

訪香港青年對內地人才多持負面印象，認為內地人才是廉價專才，有自

己思維方法，不易改變。兩者同屬人才，卻感受到不一樣的對待。 

 

隨著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日趨融合，兩地人民的交往愈趨頻繁。近年

兩地人口流動增長急速，帶來不少兩地人之間的磨擦。這些磨擦包括：

內地孕婦來港產嬰潮，引致醫院產嬰床位緊張；日用品如奶粉被指被內

地人大量搶購而供應緊張；樓價被指被內地人搶高；大學學位和北區小

學學位也被指由內地和跨境學生佔去；內地自由行旅客被指出現不文明

行為等。 

 

這些磨擦或衝突不利發展社會共融，且容易產生排拆情緒，由此衍

生對內地人才呈現抗拒態度。有關問題必須正視。 

 

 

6. 目前香港實施的輸入人才政策，是由市場決定輸入的類型，無助香

港開拓新產業發展。 

 

研究結果顯示，逾三成（32.2%）受訪青年表示相當同意（8分或以

上）現時輸入人才只重視當下缺乏甚麼人才，忽視社會長遠發展需要。

另有受訪個案也表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以致他選擇離港到其他地方

尋求發展機會。 

 

由於本港實施的輸入人才政策，基本上由市場決定輸入的類型，所

以在香港工作的海內外人才，多屬於現有產業，而不是香港未來產業發

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源。這些人才對產業擴張和產業升級有正面作用，卻

無助於開拓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這反映輸入人才計劃未能達到推動香

港經濟產業多元化發展的目標，同時也未能發掘創新科技、創意、環保

等新經濟產業的專業人才。 

 

長期以來，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偏重個別產業發展，影響就業市場

結構。有受訪本港人才（現於香港以外地方工作）表示離港發展主要是

基於香港就業發展空間有限。有見及此，特區政府應正視產業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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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優化產業探討香港未來發展的需要及方向，並多向社會大眾展示發展

多元經濟的願景。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我們循以下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包括：(1) 加強本港人力資本，以鞏固本港人才培訓；(2) 優化輸入人

才措施，以提昇香港的競爭力；以及(3) 加強宣傳推廣，謀取社會共識。 

 

1. 鞏固本港人力資本 

 

(a) 加強技能轉移培訓 

 

香港要持續發展，有需要進一步強大本港人力資源庫的質量。建議

特區政府可考慮為現時人才缺乏的行業成立培訓基金，支援有關行

業的人才培訓，以紓緩人才短缺的問題。 

 

此培訓計劃的對象為具大學學位或以上之本港人士。計劃旨在加強

技能轉移培訓，讓某部分欲轉業的人才，更容易投身於其他行業，

在就業空間上有進一步的發展。由於涉及專門知識或技術，建議政

府和大學合作，推行專門培訓課程，藉此培育和發展本地人力資源。 

 

(b) 企業引入外來人才時，同時提供實習機會予本地青年 

 

進一步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建議企業引入人才時，同時提供實

習機會予本地青年，讓本港青年有機會與外來人才交流。此外，建

議大學必修課程增添帶有認可學分的外地實習計劃，促進學生與外

地青年互相交流和學習。 

 

2. 優化輸入人才措施 

 

(a) 因應香港長遠發展釐訂相應人力資源政策 

 

特區政府應明確訂立香港的長遠發展方向及定位，釐訂相應的人力

資源政策和相關配套設施。政府應確保所輸入的人才擁有高端技

術，這才能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並加大力度開拓創新產業，推動本

港產業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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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舉辦人才交流的國際性會議 

 

建議商會或團體組織主辦人才交流的國際性會議，藉此加強國際認

識香港對人才的重視。國際性會議有利於更廣泛地加強香港與海內

外人才交流，可能引進高科技項目、先進技術，以及資金等，有利

香港發展新產業。此外，舉辦國際性會議亦能締造機會予本地青年

參與，有助他們擴闊視野。 

 

(c) 構建香港為重視人才之都 

 

建議特區政府設立獎項，如優秀人才獎或專業技術人才獎等，以表

彰對香港作出貢獻的外來人才。此舉旨在提高人才在香港的社會地

位，讓人才感到留在香港受到肯定，並有發揮的機會。此外，公眾

可藉此了解香港擁有國際性的優秀人才；他們具備高競爭力、應變

能力和適應能力，並為香港作出貢獻。 

 

(d) 提供稅務減免優惠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提出的其中一項優化輸入人才安排，是吸引更

多海外投資者來港創業，藉此協助香港開拓新行業。建議特區政府

可提供利得稅減免優惠予海外投資者，以招攬更多具潛能的企業家

和創業家來港創業，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並為本港青年製造就業機

會。 

 

 

3. 加強宣傳推廣 

 

鑒於一般市民對輸入人才存有誤解或不認識，以致影響他們對待外

來人才的態度。特區政府應提高公眾對輸入人才計劃的認識，提供

更多資訊，如現時香港缺乏甚麼人才、輸入人才的數量及進度等。

另一方面，建議各專業協會、社會團體和大專院校等，與香港優才

及專才協會開展合作項目，例如舉辦聯誼活動，邀請優才及專才進

行講座分享，深化交流，促進相互了解，建立社會共融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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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既人才？
（最多選三項

） 
 

1
 
金融服務 

1
0

 
教育服務 

2
 
商用及專業服

務 (如律師、 
會計師、核數

師等) 
1
1

 
環境保育 

3
 
資訊科技 

1
2

 
福利服務 

4
 
生物科技 

1
3

 
物流運輸 

5
 
工程及建築 

1
4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6
 
創意產業 

1
5

 
沒有缺乏人才

 

7
 
藝術文化 

8
8

 
唔知/難講 

8
 
醫療服務(如醫

生、護理等) 
9
9

 
拒絕回答 

9
 
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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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0
7

] 
就香港長遠發

展，你認為香
港未來最需要

邊方面既人才
？ 

（最多選三項
） 

 
1
 

金融服務 
1
0

 
教育服務 

2
 

商用及專業服
務 (如律師、 

會計師、核數
師等) 

1
1

 
環境保育 

3
 

資訊科技 
1
2

 
福利服務 

4
 

生物科技 
1
3

 
物流運輸 

5
 

工程及建築 
1
4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6
 

創意產業 
8
8

 
唔知/難講 

7
 

藝術文化 
9
9

 
拒絕回答 

8
 

醫療服務(如醫
生、護理等) 

 
 

9
 

科研人才 
 

 

  [V
0
8

] 
你有幾支持香

港輸入外來人
才？（請以0-

1
0
分表示：0分=

完全
唔支持， 5分=

一半半，10分
=
非常支持；88

=
唔知/難講，99

=
拒

絕回答。） 
 

_
_
_
_

_
_
_

_
_
_
分 

  2
 輸入人才對

個人及社會的
影響（V09– V

2
2
） 

 [V
0
9

] 
你有無跟那些

透過輸入人才
計劃來港工作

嘅海外人才，
有一起工

作嘅經驗？ 
 

1
 

有 
8
8

 
唔知/難講（跳

答至V11） 
2
 

無（跳答至V1
1
） 99

 
拒絕回答（跳

答至V11） 
       

[V
1
0

] 
（有）你覺得同

呢啲海外來港
嘅人才一起工

作，比你最大感
受係？

（讀選項1至
1
0
，只選一項）

 

 
1
 
格格不入 

7
 

可拓闊視野 
2
 
不外如是（不

覺得呢啲人才
特別叻） 

8
 

好大壓力 
3
 
學習模範 

9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4
 
出現溝通困難

 
1
0

 
沒有感受 

5
 
有助自我提升

 
8
8

 
唔知/難講 

6
 
工作機會受威

脅 
9
9

 
拒絕回答 

  [V
1
1

] 
你有無跟那些

透過輸入人才
計劃來港工作

嘅內地人才，
有一起工

作嘅經驗？ 
 

1
 
有 

8
8

 
唔知/難講（跳

答至V13） 
2
 
無（跳答至V1

3
） 99

 
拒絕回答（跳

答至V13） 
  [V

1
2

] 
（有）你覺得同

呢啲內地來港
嘅人才一起工

作，比你最大感
受係？

（讀選項 1至
1
0
，只選一項）

 

 
1
 
格格不入 

7
 

可拓闊視野 
2
 
不外如是（不

覺得呢啲人才
特別叻） 

8
 

好大壓力 
3
 
學習模範 

9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4
 
出現溝通困難

 
1
0

 
沒有感受 

5
 
有助自我提升

 
8
8

 
唔知/難講 

6
 
工作機會受威

脅 
9
9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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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港輸入人
才，你個人對

以下情況有幾
擔心？ 

（請以0-10分
表示：0分=完

全唔擔心，5分
=
一半半，10分

=
非常擔心；

8
8
=
唔知/難講，99

=
拒絕回答。）

 

 [V
1
3

] 
自己工作前景

受威脅。 
[V

1
4

] 
社會資源（如

醫療、交通）
被分薄。 

[V
1
5

] 
本地人才培育

被忽略。 
[V

1
6

] 
社會愈見分化

。 
[V

1
7

] 
物價指數被推

高。 
  以下讀出有關

輸入人才對香
港社會影響嘅

一些說法，請
問你有幾同意

？
（請以0-10分

表示：0分=完
全唔同意，5分

=
一半半，10分

=
非常同意；

8
8
=
唔知/難講，99

=
拒絕回答。）

 

 輸入人才  [V
1
8

] 
有助促進香港

與其他地區嘅
文化交流。 

[V
1
9

] 
有助推動香港

新興行業發展
。 

[V
2
0

] 
會打擊本地人

才嘅就業機會
。 

[V
2
1

] 
有助提升本港

人力資源嘅競
爭力。 

[V
2
2

] 
會加深香港社

會矛盾。 
  3
 對自己將來

發展的規劃（
V

2
3
–
 V

2
6
） 

 [V
2
3

] 
你個人會唔會

考慮離開香港
到其他地區發

展？ 
  

1
 

會 
8
8

 
唔知/難講（跳

答至V26） 
2
 

唔會（跳答至
V

2
6
） 99 

拒絕回答（跳
答至V26） 

     

 [V
2
4

] 
（會）你會考慮

嘅原因，係因為
「香港沒有發

展事業空間」多
啲，

覺得「外地有
很多發展事業

機會」多啲、
以上兩者都係

一半半，
抑或是兩者都

唔係，有其他
原因？   

  
1
 
「香港沒有發

展事業空間」
多啲 

6
 
兩者都唔係，

其他原因：
喜歡該處的生

活質素 
2
 
「外地有很多

發展事業機
會」多啲 

7
 
兩者都唔係，

其他原因，
請註明：____

_
_

_
_
_

_
 

3
 
兩者都係一半

半 
8
8

 
唔知/難講 

4
 
兩者都唔係，

其他原因： 
家人已移居該

處生活 
9
9

 
拒絕回答 

5
 
兩者都唔係，

其他原因： 
該處有自己親

人/朋友 
 

 

  [V
2
5

] 
（會）你會選

擇邊個地區發
展？ 

 
1
 
中國內地 

9
 
德國 

2
 
新加坡 

1
0

 
瑞士 

3
 
南韓 

1
1

 
加拿大 

4
 
台灣 

1
2

 
芬蘭 

5
 
日本 

1
3

 
瑞典 

6
 
英國 

1
4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_
 

7
 
澳洲 

8
8

 
唔知/難講 

8
 
美國 

9
9

 
拒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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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
6

] 
你覺得香港係

匯聚人才方面，
有甚麼重要優

勢？（讀選項1
至12，

最多選三項）
 

 
1
 

法制健全 
8
 

重視人才 
2
 

自由度高 
9
 
接近中國市場

 

3
 

資訊發達 
1
0

 
生活多姿多釆

 

4
 

中西文化薈萃
 

1
1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_
 

5
 

有事業發展機
會 

1
2

 
沒有吸引 

6
 

作為事業跳板
/有助進一步 

到世界其他地
方發展 

8
8

 
唔知/難講 

7
 
交通網絡便利

 
9
9

 
拒絕回答 

 [V
2
7

] 
另一方面，你

覺得香港係匯
聚人才方面，

有甚麼主要不
足之處？

（讀選項1至
1
2
，最多選三項

） 
 

1
 
事業發展機會

窄 
8
 

生活壓力大/節
奏急速 

2
 

服務支援不足
，如醫療、 

教育 
9
 
語言環境不理

想 
3
 
租金貴 

1
0

 
高度政治化 

4
 

環境質素差 
1
1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_
 

5
 

物價指數高 
1
2

 
沒有不足 

6
 

社會包容不足
 

8
8

 
唔知/難講 

7
 

人才不受重視
 

9
9

 
拒絕回答 

  4
 對輸入人才

措施的意見（
V

2
8
 –

 V
3

1
） 

 以下讀出有關
對輸入人才措

施嘅意見，請
問你有幾同意

？ 
（請以0-10分

表示：0分=完
全唔同意，5分

=
一半半，10分

=
非常同意；

8
8
=
唔知/難講，99

=
拒絕回答。）

 

 [V
2
8

] 
需全面評估本

港對人才需求
。 

[V
2
9

] 
需貫徹本地人

才優先措施。
 

[V
3
0

] 
需協助外來人

才融入本地生
活。 

[V
3
1

] 
提供誘因，輸

入人才同時要
加強培育本地

人才。 

 5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

V
3

2
 –

 V
3

5
） ））） 

 [V
3
2

] 
性別： 

 
1
 
男 

 
 

2
 
女 

 
 

  [V
3
3

] 
年齡： 

 
_
_
_
_

_
_
_

_
歲（實數）（

9
9
9
=
拒絕回答） 

  [V
3
4

] 
你的教育程度

： 
 

1
 
小學或以下 

4
 

專上非學位 
2
 
初中（中一至

中三） 
5
 
大學學位或以

上 
3
 
高中（中四至

中七，包括毅
進） 99 拒

絕回答 
  [V

3
5

] 
你現時的職業

是： 
 

1
 
經理及行政級

人員 
8
 

非技術工人 
2
 
專業人員 

9
 
學生 

3
 
輔助專業人員

 
1
0

 
料理家務者 

4
 
文書支援人員

 
1
1

 
待業、失業，

及其他非在
職者  

5
 
服務工作及銷

售人員 
1
2

 
其他，請註明：

_
_
_
_
_
_
_
_

_
 

6
 
工藝及有關人

員 
9
9

 
拒絕回答 

7
 
機台及機器操

作員及裝配員
 

 
 

  
--

 
問卷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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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研究中心 

青年創研庫 

「社會與民生」專題研究系列 

 

輸入人才的機遇及影響 

電話調查結果列表 

 
調查對象：18-39歲香港青年 

樣本數目：520人 

調查方法：全港住戶電話抽樣調查，並以訪問員透過電話向合適對象作

出訪問。回應率為 50.6%，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 

調查期間：2015年 11月 13日-2015年 12月 1日 

 
 
表 1：樣本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分布 

 實際樣本 加權樣本＊
 2015年年中「居住人口」 統計數據1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54 48.8% 49.0% -- -- 女 266 51.2% 51.0% -- -- 合計 520 100.0% 100.0% -- -- 

      年齡（歲）      

18-19 50 9.6% 7.2% 162,800 7.2% 
20-24 123 23.7% 19.1% 432,300 19.1% 
25-29 117 22.5% 22.7% 513,400 22.7% 
30-34 113 21.7% 25.9% 584,100 25.9% 
35-39 117 22.5% 25.0% 564,900 25.0% 合計 520 100.0% 100.0% 2,257,500 100% 

      平均年齡 28.2     標準差（S.D.） 6.3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 -- -- -- -- 初中（中一至中三） 46 8.8% 9.8% -- -- 高中（中四至中七，包括毅進） 

190 36.5% 37.9% -- -- 專上非學位 129 24.8% 23.2% -- -- 大學學位或以上 145 27.9% 27.0% -- -- 合計 510 100.0% 100.0% -- -- 

      

* 以加權統計法調整至符合本港 18至 39歲青少年人口的性別及年齡分布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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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1：樣本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分布 

 實際樣本 加權樣本＊
 2015年年中「居住人口」 統計數據 

 人數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職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36 6.9% 7.7% -- -- 專業人員 44 8.5% 9.0% -- -- 輔助專業人員 41 7.9% 8.2% -- -- 文書支援人員 85 16.3% 17.1% -- --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95 18.3% 19.0% -- -- 工藝及有關人員 10 1.9% 2.0% -- --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19 3.7% 3.9% -- -- 非技術工人 15 2.9% 3.0% -- -- 學生 113 21.7% 17.3% -- -- 料理家務者 32 6.2% 6.9%   待業、失業，及其他非在職者 

16 3.1% 3.1%   其他 -- -- -- -- -- 合計 506 100.0% 100.0% -- -- 

* 以加權統計法調整至符合本港 18至 39歲青少年人口的性別及年齡分布 

 
 

1 對輸入人才的取態 

 
表 2：以下讀出一些句子，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 分表示，0 分=

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半，10分=非常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全球正爭奪人才，輸入人才是無可避免 6.5 1.9 502 現時輸入人才只重視當下缺乏甚麼人才，忽視社會長遠發展需要 

6.4 2.0 491 香港重視本地人才培育 5.8 2.1 491 香港人並不歡迎外來人才 5.1 2.1 48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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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你認為目前香港最缺乏邊方面既人才？（可選多項）  N=516 

 人次 百分比� 創意產業 205 39.8% 科研人才 162 31.5% 醫療服務（如醫生、護理等） 112 21.7% 藝術文化 105 20.4% 資訊科技  99 19.2% 生物科技  98 19.0% 工程及建築 93 18.0% 環境保育 90 17.4% 教育服務 60 11.6% 商用及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核數師等） 56 10.9% 福利服務 51 9.8% 金融服務  30 5.9% 物流運輸 23 4.5% 其他 6 1.2% 沒有缺乏人才 23 4.4% 唔知／難講 31 6.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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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就香港長遠發展，你認為香港未來最需要邊方面既人才？ 

（最多選三項）          N=514 

 人次 百分比� 創意 產業 178 34.6% 醫療服務（如醫生、護理等） 153 29.8% 科研人才 143 27.8% 工程及建築 127 24.8% 資訊科技  105 20.5% 商用 及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核數師等） 102 19.8% 藝術文化 86 16.6% 金融服務  68 13.3% 環境保育 63 12.3% 生物科技  60 11.7% 福利服務 52 10.1% 教育服務 39 7.5% 物流運輸 15 3.0% 其他 7 1.4% 沒有缺乏人才 13 2.4% 唔知／難講 29 5.6%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表 5：你有幾支持香港輸入外來人才？（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支

持，5分=一半半，10分=非常支持）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你有幾支持香港輸入外來人才？ 5.8 2.0 485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輸入人才對個人及社會的影響 

 
表 6：你有無跟那些透過輸入人才計劃來港工作嘅海外人才，有一起工作

嘅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52 10.1% 無 415 81.0% 唔知／難講 46 8.9% 合計 513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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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有）你覺得同呢啲海外人才一起工作，比你最大感受係？ 

（讀選項 1至 10，只選一項） 

 人數 百分比 有助自我提升 13 24.9% 可拓闊視野 11 21.5% 出現溝通困難 8 16.0% 工作機會受威脅 4 8.1% 學習模範 3 6.5% 不外如是（不覺得呢啲人才特別叻） 2 4.6% 好大壓力 1 2.3% 格格不入 -- -- 其他 1 2.1% 沒有感受 4 7.2% 唔知／難講 3 6.7% 合計 52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8：你有無跟那些透過輸入人才計劃來港工作嘅內地人才，有一起工作

嘅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46 9.0% 無 436 85.1% 唔知／難講 30 5.9% 合計 512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9：（有）你覺得同呢啲內地來港嘅人才一起工作，比你最大感受係？

（讀選項 1至 10，只選一項） 

 人數 百分比 可拓闊視野 10 20.7% 出現溝通困難 8 18.0% 學習模範 6 12.5% 格格不入 5 10.1% 有助自我提升 5 11.7% 工作機會受威脅 4 9.3% 不外如是（不覺得呢啲人才特別叻） 1 2.2% 好大壓力 -- -- 其他 3 7.0% 沒有感受 4 8.3% 唔知／難講 -- -- 合計 46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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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就本港輸入人才，你個人對以下情況有幾擔心？（請以 0-10 分表

示，0分=完全唔擔心，5分=一半半，10分=非常擔心）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社會資源（如醫療、交通）被分薄 6.1 2.3 511 物價指數被推高 6.1 2.2 508 本地人才培育被忽略 6.0 2.0 501 社會愈見分化 5.9 2.2 499 自己工作前景受威脅 5.7 2.2 509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11：以下讀出有關輸入人才對香港社會影響嘅一些說法，請問你有幾同

意？（請以 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半，10分=

非常同意） 輸入人才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會打擊本地人才嘅就業機會 6.3 2.0 499 有助推動香港新興行業發展 6.1 1.7 499 有助提升本港人力資源嘅競爭力 6.0 1.9 498 會加深香港社會矛盾 6.0 2.0 499 有助促進香港與其他地區嘅文化交流 5.9 1.5 504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對自己將來發展的規劃 

 
表 12：你個人會唔會考慮離開香港到其他地區發展？ 

 人數 百分比 會 75 14.5% 唔會  327 63.1% 唔知／難講 116 22.4% 合計 518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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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會）你會考慮嘅原因，係因為「香港沒有發展事業空間」多啲，

覺得「外地有很多發展事業機會」多啲、以上兩者都係一半半，

抑或是兩者都唔係，有其他原因？ 

 人數 百分比 「香港沒有發展事業空間」多啲 12 15.5% 「外地有很多發展事業機會」多啲 33 44.6% 兩者都係一半半 13 17.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喜歡該處的生活質素 9 11.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家人已移居該處生活 4 5.0%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該處有自己親人／朋友 1 1.6% 兩者都唔係，其他原因 2 3.0% 唔知／難講 1 1.1% 合計 75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表 14：（會）你會選擇邊個地區發展？ 

 人數 百分比 中國內地 24 32.4% 新加坡 8 10.2% 台灣  6 8.4% 美國 5 7.3% 澳洲 5 6.6% 日本 4 5.6% 加拿大 3 4.5% 南韓 3 4.2% 德國 3 3.5% 英國  2 2.7% 芬蘭 1 1.5% 其他 -- -- 唔知／難講 10 13.1% 合計 75 100.0%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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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你覺得香港係匯聚人才方面，有甚麼重要優勢？ 

（讀選項 1至 12，最多選三項）      N=517 

 人次 百分比� 自由度高  294 56.8% 法制健全 226 43.7% 中西文化薈萃 192 37.1% 資訊發達 146 28.3% 接近中國市場 105 20.3% 交通網絡便利 82 15.9% 有事業發展機會 66 12.8% 作為事業跳板／有助進一步到世界其他地方發展 64 12.3% 生活多姿多釆 57 11.1% 重視人才 32 6.3% 其他 3 0.6% 沒有吸引 16 3.1% 唔知／難講 15 2.8%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表 16：你覺得香港係匯聚人才方面，有甚麼主要不足之處？ 

（讀選項 1至 12，最多選三項）      N=516 

 人次 百分比� 租金貴 299 57.9% 生活壓力大／節奏急速 199 38.5% 物價指數高 189 36.7% 環境質素差 158 30.6% 事業發展機會窄 130 25.2% 服務支援不足，如醫療、教育  87 16.9% 社會包容不足 49 9.5% 語言環境不理想 48 9.4% 高度政治化 38 7.4% 人才不受重視 29 5.7% 其他 3 0.6% 沒有不足 11 2.1% 唔知／難講 17 3.3%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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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輸入人才措施的意見 

 
表 17：以下讀出有關對輸入人才措施嘅意見，請問你有幾同意？（請以 0-10

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半，10分=非常同意） 

 
平均分 標準差（S.D.） N 需貫徹本地人才優先措施 7.0 2.3 500 需全面評估本港對人才需求 6.8 1.8 498 提供誘因，輸入人才同時要加強培育本地人才 

6.6 2.4 502 需協助外來人才融入本地生活 6.0 2.1 501 

*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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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香港青年協會（簡稱青協）於 1960 年成立，是香港最具規模的青年服務機

構。隨著社會不斷轉變，青年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時有不同，而青協一直不

離不棄，關愛青年並陪伴他們一同成長。本著以青年為本的精神，我們透過

專業服務和多元化活動，培育年青一代發揮潛能，為社會貢獻所長。至今每

年使用我們服務的人次已超過 500萬。在社會各界支持下，我們全港設有 60

多個服務單位，全面支援青年人的需要，並提供學習、交流和發揮創意的平

台。此外，青協登記會員人數已超過 41萬；而為推動青年發揮互助精神、實

踐公民責任的青年義工網絡，亦有逾 17萬登記義工。在「青協‧有您需要」

的信念下，我們致力拓展 12項核心服務，全面回應青年的需要，並為他們提

供適切服務，包括：青年空間、M21媒體服務、就業支援、邊青服務、輔導

服務、家長服務、領袖培訓、義工服務、教育服務、創意交流、文康體藝及

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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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中心 

Youth Research Centre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思維和新事物不斷湧現。在知識型經濟社會下，

實證和數據分析尤其重要，研究工作亦需以此為根基。青協青年研究中心一

直不遺餘力，以期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中，加深認識青年的處境和需要。 

 

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於 1993年成立，過去 20多年間，持續進行有系統和科學

性的青年研究，至今已完成超過 300項獨立研究報告，為香港制定青年政策

和策劃青年服務，提供重要參考。其中主要研究項目包括：（一）《青少年

意見調查》系列、（二）《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三）《青年研究學報》，

及（四）《香港青年趨勢分析》系列等。所有報告書均送交政府有關部門、

議會、諮詢及教育機構等，以促進政府及社會人士對青少年意見及現況的了

解。 

 

為進一步強化研究領域和青年參與，青年研究中心特別成立青年創研庫，為

香港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香港青年協會（簡稱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由超過 110位

對香港抱有承擔的青年專業才俊與大專學生組成。他們大部份均曾參與青協

領袖發展中心的訓練課程。 

 

青年創研庫是年輕人一個獨特的意見交流平台。他們就著青年關心和有助香

港持續發展的社會議題或政策，探討解決對策和可行選擇。 

 

青年創研庫將與青年研究中心攜手，定期發表研究報告。四項專題研究系列

包括：（一）經濟與就業；（二）管治與政制；（三）教育與創新；及（四）

社會與民生。 

 

八位專家、學者亦應邀擔任成員的顧問導師，就各項研究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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