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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綠色就業成為全球趨勢，現時不少政府致力開創綠色新興市場，帶

動相關職位和從業員數目上升，以進一步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回應氣

候危機。 

 

根據 LinkedIn《2022 全球綠色技能報告》，綠色從業員在全球勞動

力中佔比逐漸上升，由 2015 年的 9.6%升至 2021 年的 13.3%，增長率

高達 38.5%1。各地正推進綠色就業，例如，英國在疫情期間承諾於 2030

年前製造 200 萬個綠色就業機會2，加拿大的〈可持續就業法案〉及歐洲

的〈綠色協議〉分別創造專注於應對氣候變化的就業職位，成為先進經

濟體在綠色就業推動上的先行者3。而內地近年興起綠色就業風潮，預計

到 2025 年，綠色行業的從業者亦將達到 100 萬人4。 

 

本港的綠色就業正逐漸追上發展，並提供支援措施，不過整體情況

仍在起步階段。例如，政府早前推出〈綠色和可持續發金融培訓先導計

劃〉及〈低碳綠色科研基金〉等；環境局在疫情時共推出 3 輪綠色就業

計劃，其中項目資助本地公司和機構，聘用大專畢業生從事環境管理、

氣候變化及環保教育等職位，藉此支持綠色就業發展5。 

 

雖然各地對「綠色工作」並未有統一定義，但一些先進地區已就綠

色工作作出界分，以便規劃長遠發展。至於本港對綠色工作的劃分較為

粗略，現時政府統計處只涵蓋環保產業的類別以掌握從業員數字，約佔

全港總就業人數的 1.2%（約 43,530 人）6。不過，綠色工作涵蓋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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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擴闊，相關界定及分類未足以包括不少新興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相關

的行業，甚或綠色化及潛在綠色化職位，故此本港仍需就綠色就業的最

新情況，作進一步掌握及整理。此外，在綠色就業需求上升的全球趨勢

下，本港要更具備前瞻視野，加快培育及儲備綠色人才，以配合綠色經

濟及產業的發展。 

 

因應上述背景，本研究希望探討綠色就業的課題，以了解如何促進

本港綠色就業發展，並成為青年的就業選擇。研究將透過實地意見調查、

專家和學者訪問，以及從事綠色行業的年輕從業員所分享的工作體驗，

冀為本港綠色就業發展及青年開拓相關就業機會，提供可行方向。 

 

是項研究於 2023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透過幾方面蒐集資料，包括

文獻參考、實地意見調查，共訪問了 526 名 18 至 34 歲在職或待業的香

港青年、15 名從事綠色行業的青年個案，以及 5 名熟悉有關議題的專家

和學者。 

 

 

 

主要結果 

 

1. 綠色就業成為全球趨勢。各地致力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帶動綠色

就業需求；惟本港現時綠色就業措施較零散及短期，暫未有針對綠

色就業的長遠規劃，不利於持續推動綠色工作。 

 

2. 本港綠色就業處於起步階段，目前欠缺對綠色工作的界定及分類。

就綠色工作需求增加，本港需進一步釐清相關定義或分類，追上發

展。 

 

3. 不少受訪青年對綠色工作的認識、興趣及信心偏低。綠色工作的概

念仍未普及，青年對綠色工作認識不足，偏重較安穩的傳統行業，

需正視青年對綠色工作的就業信心。 

 

4. 從事綠色工作的發展限制，主要有兩項，分別是欠缺社會氛圍與政

策及配套支援的不足。 

 

4.1 欠缺社會氛圍。現時綠色概念並未普及，公眾對綠色工作認知不

足，成為從事相關工作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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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及配套支援不足，不利於促進綠色就業的發展。本港傳統及

新興綠色行業均面對不同的限制，需作改善；而綠色就業計劃提

供具建設性的支援，值得延續。 

 

5. 社會及早探討綠色人才庫的建立，儲備綠色人才。人才培育及人才

認證屬兩大關鍵措施，值得討論。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循支持本港綠色就業的可持續發展，

為社會及青年早作準備，我們認為值得考慮下列建議： 

 

1. 特區政府及早界定與分類綠色工作，營造綠色就業友善的社會氛圍，

既有利於推動可持續的綠色就業規劃，亦可逐步促進社會大眾對綠

色工作有具體的認識。 

 

本港針對綠色工作的界分並不清晰，目前政府統計處的數據亦只涵

蓋環保產業的類別，用以掌握綠色從業員的數字，劃分較為粗略。為推

動綠色就業的持續發展，本港需及早訂明綠色工作的清晰界定及分類，

以掌握行業發展的情況，從而有利於作出長遠規劃。以美國勞工統計局

的職業資訊系統 O*NET 為例，現時已開發綠色工作的三個主要類型，包

括「綠色新興職業」、「綠色技能增加職業」以及「綠色需求提升職業」，

並以綠色樹葉（ ）作為綠色工作的標記。本港正步向綠色經濟轉型，

當局制訂清晰的界分，有助於政策規劃外，亦可營造綠色就業友善的社

會氛圍，讓社會大眾逐步對相關工作有更具體的認識。 

 

 

2. 就綠色就業推出長遠規劃藍圖，可涵蓋綠色就業發展的願景，以及

相關的人才培育措施，裝備人力資源的綠色技能，以符合可持續發

展的目標。 

 

本港的綠色就業處於起步階段，目前雖已推出不同的支援措施，但

仍需確立長遠的發展方向，進一步促進綠色就業的發展。建議當局推出

綠色就業的長遠規劃藍圖，以展現持續發展綠色就業的願景，有助社會

大眾認受綠色工作成為事業選擇的可能性，亦藉此加強青年的就業信心。

藍圖亦應就人才培育有所著墨，積極培育綠色能力，以裝備下一代擁有

完備綠色技能，應對氣候變化及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挑戰，包括了解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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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及循環經濟等綠色概念。有關措施相信有助於個人尋求綠色事業上的

發展或轉型。當局亦應積極考慮長遠將相關概念及內容滲入正規教育及

職業教育的課程，尤其在改革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可加入綠色技能的

元素，從小開拓學生對綠色工作的想像。 

 

 

3. 推展本港的綠色人才認證，為儲備人才作好準備，目前可先選取為

優勢新興產業的從業員推出認證試行計劃，然後逐步推廣至其他行

業，以提升整體綠色工作的認受性，並邁向人才專業化發展。 

 

本港現時未有一個綠色人才認證的系統框架，行業透過坊間自行開

辦認證課程，往往標準各異，造成人才素質參差的問題。根據不同地區

的經驗，不少政府會選取對可持續發展有較大影響的行業，推出人才認

證，並與業界或學術機構合作，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資助新加坡國立大

學開發認可能源經理計劃，提供能源管理的正規培訓及認證；台灣及韓

國當局分別與台灣生態旅遊協會及韓國觀光公社合作，為生態旅遊的導

賞員推出認證。本港亦可參考有關做法，選取為優勢新興產業的從業員

提供認證，為長遠建立人才認證作好前期準備。例如，2023 年施政報告

提出推動綠色生態旅遊及藍色資源旅遊，將帶動生態導遊的需求，本港

可以此作為起步，先採取試行模式，在累積經驗及成效後，可推動認證

至生態導遊以外的其他行業，以增加整體綠色工作的認受性，提升青年

從事綠色工作的發展空間，並邁向人才專業化發展。 

 

 

4. 重啟綠色就業計劃，逐漸擴大規模，涵蓋參與內地綠色相關行業的

工作職位，提供更為全面的綠色工作經驗。 

 

綠色就業計劃自疫情期間推出以來，外界反應十分正面，是次研究

亦有受訪青年反映受惠於計劃而確立在行業發展的心志。然而，綠色就

業計劃在疫情過後未有延續，情況可惜。雖然環保署正探討在社會復常

後提供不同的實習及培訓機會 ，然職位一般限於本地機構或公司，忽略

近年在內地綠色發展加快下造就的綠色就業機會，可提供本港青年更多

綠色職涯發展機會。建議透過重啟綠色就業計劃，在原有計劃上擴大規

模，並涵蓋內地提供的綠色職位，讓大專畢業生具備更全面的綠色工作

經驗，擴闊行業視野及人脈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