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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青年創研庫」公布「輸入人才的機遇及影響」研究報告  

受訪青年肯定外來人才對本港貢獻，惟擔心資源被分薄  

逾三成認為有關政策忽視本港長遠發展需要 

建議成立培訓基金，加強技能轉移培訓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今天（ 22日）公布
有關「輸入人才的機遇及影響」研究結果。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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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會打擊本地人才就業機
會；另外，目前實施的輸入人才政策過於集中部分產業，無助香港開拓
創新和多元產業發展。  

 

根據入境處數字， 2014年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為 52,000人；而
在過去 10年間，非本地專才獲准來港就業人數平均按年增長率為 8.3%。
研究顯示，在 520名接受電話訪問的青年中，認為輸入人才有助推動香港
新興行業發展，以及提升本港人力資源的競爭力，評分分別為平均 6.1及
6.0分（以 10分為非常同意計）。另一方面，受訪青年認為，有關措施會
打擊本地人才就業機會，以及加深香港社會矛盾；平均分分別為 6.3及 6.0。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青年對香港輸入外來人才的支持度屬於一般，整體
平均分為 5.8。而受訪青年對輸入人才所衍生的社會民生問題，亦有不同
程度擔心，如「社會資源被分薄」、「物價指數被推高」、「本地人才
培育被忽略」，以及「自己工作前景受威脅」；平均分分別為 6.1、6.1、
6.0及 5.7（以10分為最擔心計）。  

 

此外，逾三成（ 32.2%）受訪青年相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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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香港未來
需要的人才，包括為創意產業、醫療服務、科研人才、工程及建築、資
訊科技等。  

 

另一方面，近一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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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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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認為香港仍有發展空間。  

 

研究亦顯示，受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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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近中國市場（ 20.3%）
是香港吸引人才的優勢。而租金貴（ 57.9%）、生活壓力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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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狹窄（ 25.2%），則是香港不足之處。  

 

新 聞 稿 
2015年 12月 22 日 



2 

 

 

上述調查以隨機方法，成功訪問全港 520名年齡介乎 18至 39歲的香港青
年，回應率為50.6%，樣本的標準誤低於 ±2.2%。研究亦訪問了 20名 23至
38歲的本港、內地及海外在港就業的人才，深入了解有關人士對輸入人
才的意見及所衍生的影響。  

 

從研究個案中發現，受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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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自己思維方
法，不易改變。  

 

青年創研庫「社會與民生」組別召集人李國義認為，本港有需要加強人
力資本，鞏固人才培訓。他建議政府為現時人才缺乏的行業成立培訓基
金，支援有關行業，並加強技能轉移培訓。此外，當企業引入外來人才
時，應同時考慮提供實習機會予本地青年，讓本港與外來人才交流。  

 

副召集人陳翠珊表示，在優化輸入人才政策上，當局有需要因應香港長
遠發展訂定相應人力資源政策，並加大力度開拓創新產業。她建議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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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政府亦可設立獎項，如優秀專業技術人才獎等，以表彰對香港作出貢獻
的外來人才。  

 

是次為「青年創研庫」發表的第六項報告。創研庫由超過 110位本地青年
專業人士與大專學生組成，平均年齡為 26歲。透過以研究實證為基礎的
討論、交流，期望能為社會建言獻策。  

 

青年創研庫四項專題研究系列包括：「經濟與就業」、「管治與政制」、
「教育與創新」，以及「社會與民生」。八位專家、學者應邀擔任創研
庫的顧問導師，包括張子欣博士、黃元山先生、陳弘毅教授、倪以理先
生、馮玉麟博士、陳維安先生、葉兆輝教授和葉志衡博士，並就各項研
究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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