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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Youth I.D.E.A.S.03

甚麼是「經濟轉型」？

⾏政⻑官李家超近⽇在公開場合中多次提及，⾹港正處於經濟轉
型期，各界要識變、求變，並推動產業升級轉型。

經濟轉型泛指⼀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變化，當中涵蓋產業
組成結構、技術、市場、⼈⼒資源等部分的轉變，以提升該地

區的⽣產⼒或競爭⼒。

研究背景

Source: Fiveable、h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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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曾經歷兩次經濟轉型，現正⾯對第三次轉型的關鍵時期

04

研究背景

第⼀次轉型

第⼆次轉型

第三次轉型
1950年代⾄1970年代末

1980年代⾄今

當前
製造業取代轉⼝貿易成為⾹
港經濟發展的⽀柱

由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今天以
⾦融及專業服務帶動的經濟結構

須由⾼科技產業作為引導，如推
動再⼯業化，發展⾼端⼯業，如
⾃動化科技、⼤數據、⼯業4.0

適時轉型，是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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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對內外多重挑戰

05

研究背景

 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下降 ⾹港的GDP增⻑反覆

2.4% 2023: 2.7%
(-0.3%)

⾹港
出⼝增⻑

2024年6⽉

10.7%
低於市場預期的

13.1%

世界 中國內地 新加坡 香港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職成員國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0.0

-5.0

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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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UN Dept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Bank、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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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勞動⼈⼝短缺及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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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出⽣率
下跌

⼈⼝
⽼化

2028年選定產業的⼈⼒供求差額

-18,000 ⾄ -23,000國際創新科技中⼼

-18,000 ⾄ -23,000國際航空樞紐

-11,000 ⾄ -16,000國際貿易中⼼

-10,000 ⾄ -15,000國際航運中⼼

-6,000 ⾄ -8,000

-1,000 ⾄ -4,000

中外⽂化藝術交流中⼼

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1,500 ⾄ -4,500

±500 以內

國際⾦融中⼼

區域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2028年本地勞
動⼈⼒缺⼝ 18萬 ⼈

超過⅓熟練技術⼈
員短缺

Source: 2023年⼈⼒推算報告

⼈⼒資源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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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新加坡

僱員再培訓局：最新施政報告提出改⾰，提升⻆⾊和定位，由為基層勞
⼯提供「就業為本」的培訓轉為「技能為本」的培訓策略
持續進修基⾦：為年滿18歲或以上成年⼈提供25,000元進修資助，不設
有效年期限制及年齡上限

經濟轉型下的⼈⼒資源⽀援措施及策略

07

研究背景

「SkillsFuture計劃」：25歲以上國⺠可獲500新元補助報讀培訓課程，
包括MOOCs
「TechSkills加速器計劃」：與產業夥伴加強資訊科技⼈才培訓，開辦⼤
數據分析、編程等短期密集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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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下的⼈⼒資源⽀援措施及策略

08

研究背景

中國
內地

⼗四五時期⾸次編製《⼗四五職業技能培訓規劃》作為5年專項計劃，
提到產訓結合
「技能中國⾏動」：技能⼈才需達到4,000萬以上並佔就業⼈⼝⽐例達
30%⽬標

第四次終⾝教育振興基本計劃（2018-2022）：開發K-MOOC課程，
促進新技能學習。
第五次終⾝教育振興基本計劃（2023-2027）：為30⾄50歲⼈⼠提供
學習諮詢、並延續「終⾝學習休假」制度，擴⼤再教育機會包括微學
位等⾮學位課程。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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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和⽅法



1

2

Youth I.D.E.A.S.10

對本港⼈⼒資源培育的建議

⾹港經濟發展及轉型的概況、機遇及限制 

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和⽅法

經濟轉型下職⻘的事業發展規劃及就業準備

3



⻘年個案訪問

20名22⾄39歲
在職⻘年

專家和學者訪問

5名熟悉是項研究議
題的專家及學者

(2024年8月2日至27日) (2024年8月12日至9月3日)

實地問卷調查

共600名
18⾄34歲

⾹港在職或待業⻘年

(2024年9月28日至10月4日)

研究⽅法 研究問題和⽅法

Youth I.D.E.A.S.11



Youth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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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Youth I.D.E.A.S.13

對⾹港經濟
及未來發展的看法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14

研究結果對⾹港經濟及未來發展的看法

受訪⻘年對經濟環境感到不樂觀，只有四成同意⾹港整體經濟發展前景理想，
另對⾹港未來3年經濟前景的信⼼⼀般。

⾹港整體經濟
發展前景理想

N=600

你對⾹港未來3年嘅經濟前景⼜有幾⼤信⼼
N=600 | S.D.=1.56 0 10平均分: 5.95

39.7% 
同意

60.3%
不同意



Youth I.D.E.A.S.15

研究結果對⾹港經濟及未來發展的看法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傳統優勢產業發展停滯不前

本港經濟增長只集中少數行業

香港嘅國際競爭力減弱

N=600

* 數字為⾮常同意及幾同意相加所得。

75.8%*

63.2%*

60.3%*

受訪⻘年認為本港缺乏多元經濟基礎，傾向認同「傳統優勢產業發展停滯不前」、
「本港經濟增⻑只集中少數⾏業」。



Youth I.D.E.A.S.16

研究結果對⾹港經濟及未來發展的看法

多數受訪⻘年同意⾹港經濟需要變⾰，以及拼經濟是特區政府當務之急。
請問你有幾同意以下看法：

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香港經濟需要變革

拼經濟是特區政府當務之急

N=600

認同經濟需要變⾰
84.5%*

認同拼經濟是特區
政府當務之急

78.7%*

* 數字為⾮常同意及幾同意相加所得。



Youth I.D.E.A.S.

非常有幫助 幾有幫助 唔係幾有幫助 完全冇幫助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推盛事經濟

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新質生產力

鞏固八大中心建設

進一步推進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合

積極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市場

推高才通計劃(引入專才)

84.7%*

83.2%*

81.5%*

75.3%*

63.3%*

56.3%*

“⼋⼤中⼼會為⻘年提供多⼀些崗位及訓練，機會增加，但能
否賺很多錢，或者發展前景可觀，我看是不⼀定。”  (個案1)

17

研究結果對⾹港經濟及未來發展的看法

⻘年普遍認同現時措施對經濟發展有幫助，但亦關注經濟⻑遠發展及事業能否受惠。

* 數字為⾮常同意及幾同意相加所得。

你認為以下措施，對促進本港經濟發展有幾⼤幫助？
N=600



Youth I.D.E.A.S.18

經濟環境轉變
對⻘年就業的影響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19

研究結果經濟環境轉變對⻘年就業的影響

六成對就業前景表達不同程度的擔憂，沒有擔憂的則佔四成。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你對就業前景嘅最⼤擔憂？（最多選3項） 

薪⾦下調

專業知識∕技能
追不上時代

⾃⼰從事的
⾏業需求下降

整體職位空缺減少

⾃⼰從事的
專業需求下降
未能累積職場
經驗

未能累積所屬
專業的經驗

18.5%

16.3%

15.2%

14.2%

8.8%

8.7%

7.0%

以我⾃⼰的IT⾏業來說，有
點差但未⾄於很差的感覺，
也會找到⼯作，但對⽐三年
前，預期薪⾦可能低了

10%-20%，有⼀個落差，但
不⾄於沒有⼯作。

個案19

個案12

想過去留問題，雖然經濟環
境令公司員⼯的福利減少，
但對其他的⼯作，衡量過晉
升機會，加上⽬前職位的薪
⾦較有吸引⼒，所以暫時會
繼續留在這⾏業。

N=600

40.5%沒有擔憂



Youth I.D.E.A.S.20

研究結果經濟環境轉變對⻘年就業的影響

逾四成半表⽰在過去⼀年曾遇到就業不穩定的情況，例如被增加⼯作量、薪⾦下調等。

18.8%

10.3%

8.7%

7.7%

4.3%

3.7%

2.0%

被增加⼯作量

薪⾦下調

找不到⼯作

員⼯福利被削減

放無薪假

被解僱∕裁員

減少⼯時

過去⼀年，你曾遇過以下邊啲情況？（可選多項）

未遇過上述情況

N=600

53.2%



Youth I.D.E.A.S.21

研究結果經濟環境轉變對⻘年就業的影響

⼋成受訪⻘年選擇在港發展事業。

有考慮
16% 84%

⾯對經濟環境帶來⾏業嘅改變，你有冇考慮過到⾹港以外發展事業？
N=600

冇考慮



Youth I.D.E.A.S.22

研究結果經濟環境轉變對⻘年就業的影響

⻘年應對經濟環境轉變的態度不⼀，較多受訪⻘年表⽰會調整⼼態⾯對改變等。
過去⼀年，你如何⾯對⾏業環境嘅轉變？（最多選3項）

調整⼼態以⾯
對改變

不需⾯對

休息∕旅⾏

在相同⾏業轉⼯

持續進修

轉做斜槓⼀族
(Slasher)

轉⾏業

開拓新產品∕
服務

創業

唔知∕難講

30.7%

29.3%

20.3%

14.5%

14.0%

3.8%

3.3%

3.2%

1.2%

2.5%

⾏業會受到經濟情況影響，做新聞就算好景的
時候都不是太好。......最簡單的話，我的應對
⽅法就是繼續做好我現在要做的事，有些宏觀

的因素我是控制不了。

業界確實因市況問題⽽受影響，不少客戶因為成本問題
⽽減少打官司，亦缺乏有關於公司上市的⼯作。⽬前，
我對於所有⼯作機會都持開放態度，亦會與公司積極發
掘業務的可能性，更多利⽤⼈際網絡及多作宣傳。

個案15

個案17

N=600



Youth I.D.E.A.S.23

⻘年對⾃⾝轉型
的看法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24

研究結果⻘年對⾃⾝轉型的看法

不少⻘年意識經濟環境的轉變，然⾯對有轉型的需要時，卻較少有實際⾏動。

幾同意
66.0%

唔係幾同意
16.5%

非常同意
16.2%

完全唔同意
1.3%

冇
80.3%

有
19.7%

你有幾同意「⾯對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改變就業航道是在所難免」？

⾯對經濟環境帶來⾏業嘅改變，
你有冇考慮過轉型？

82.2%

80.3%

17.8%

N=600 N=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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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年對⾃⾝轉型的看法

會考慮轉型的⻘年多由積極因素驅動，例如尋求較⼤發展空間及提供就業保障等。
你有考慮轉型嘅原因？（最多選3項）

尋求較⼤發
展空間

了解不同
⾏業

累積個⼈
資本

增加個⼈
就業能⼒

開拓新產
品∕服務

⽬前⾏業停
滯不前

33.9% 33.1%
29.7%

28.0%
25.4%

9.3% 8.5%

轉型是需要的，就算現在內地講的研學
旅遊指導師，我也有興趣去裝備這⼀⾨
技能。不⼀定⾺上轉，但⾄少我有這樣
的技能、認證，以後萬⼀有什麼危機出
現，我也可以養到⾃⼰。現在有很多線
上學習資源，未必需要找院校讀，只要
肯讀，都可以通過到⼀些考試。

個案7

學習
新技能

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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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年對⾃⾝轉型的看法

不會考慮轉型的，主因是不知道轉型⽅向。

不知道
轉型⽅向

對其他⾏業
冇興趣

⽋缺相關
⾏業的技能
和知識

不想放棄
本⾝的專
業∕經驗

難以調整
⼼態重新
適應

轉型成本
太⾼

不知道相
關資訊及
轉型機會

沒有原因 

29.9%

25.7%

21.8%
18.7%

13.1%
12.2% 12.0%

13.1%
有想過尋求轉型，但未有⼀個具體的⽅
向或可以實踐的計劃。現時各公司會謹
慎去運⽤資⾦，寧願聘請⼀個well-

equipped（良好裝備）的⼈，也不請⼀
個只有熱誠的年輕⼈，所以我要轉型也

不容易。

個案20

我並⾮沒想過轉型。即使現在有較多綠
⾊⾦融的職位，其實還沒有⼀個落腳
點。由原本⾏業轉去另⼀個⾏業，本⾝
我只從事不算相關的數碼⽀援⼯作，如
果要轉型似乎需要專注⼀個⾏業某個特
定範疇，會⽐較專⾨，不太可⾏。

個案12

你冇考慮轉型嘅原因？（最多選3項）
N=482



Youth I.D.E.A.S.27

⼈才培育
及⽀援的看法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

⼋成七受訪⻘年同意「培育本地⼈才是推動⾹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幾同意
58.5%

非常同意
28.7%

唔係幾同意
11.7%

完全唔同意
1.2%

87.2%

『⼋⼤中⼼』每⼀個領域均需要相
應⼈才配合。⼀些新興中⼼領域，
未必有⾜夠⼈才應對⻑遠發展。

⾺介欽博⼠∕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副會⻑

28

研究結果⼈才培育及⽀援的看法

12.8%

N=600

除了機遇外，也有⼀些挑戰。
第⼀，⼈才的培養。吸引⼈才
之餘，亦要培育本地⼈才。

梁毓偉先⽣∕
⾹港特別⾏政區⽴法會議員

你有幾同意「培育本地⼈才是推動⾹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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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幾同意

唔係幾同意 完全唔同意

26.7%

60.0%

12.5%

29

研究結果⼈才培育及⽀援的看法

⼋成半受訪⻘年同意「學習新科技是未來就業的關鍵能⼒」。
請問你有幾同意「學習新科技是未來就業
的關鍵能⼒」：
N=600

86.7%

13.3%
AI不能不跟，不進則退。...早前我報讀part-time商業管理課
程，在學習過程中，⽼師講解⽤AI幫忙寫⽂案，剪⽚拍
⽚。...我認為在AI科技未發展到能夠取代⼈之前，⾸先是懂
得⽤AI的⼈較不易被取代。AI會創造新的⼯作機會，如操作
AI的崗位。我是個願意學習新事物的⼈，到了時勢適合的時
候，到時有什麼新的⼯作職位，就能找到機會去轉變，也相

信技能可以應⽤到不同的產業。

個案14

⻘年對學習新科技抱持正⾯態度，
並意識到相關技能有助於未來就業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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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才培育及⽀援的看法

對於進修學習的⽅式，受訪個案認同網上學習具彈性，同時需適應進修模式的轉變。

持續進修基⾦的課堂有計算現場出
席率的要求，若有多些網課，較為
靈活⽐較好。......以美國為例，有
些碩⼠課程也可以在網上上課，如

MicroMasters（微碩⼠）。

學校的課程是滯後的，當你歸納完資
料，發展課程⼤綱，到開辦課程，熱
潮可能已經過去。相反，透過⼩紅
書、YouTube和互聯網等⾃⾏去學習
相關操作和應⽤，我認為是最好的。

個案12個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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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博⼠∕⾹港樹仁⼤學商業、
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主任

我想軟實⼒是最重要，年輕⼀代學習能
⼒很快，硬實⼒不是問題，考證書難不
倒他們，反⽽裝備軟實⼒，訓練他們有
正確的mindset（思維），⽐較關鍵。⾹港的年輕⼈有很多優點，

有⽐較豐富的國際性視野，但
不應該產⽣不必要的優越感。

⿆萃才博⼠∕⾹港浸會⼤學會計、
經濟及⾦融學系副教授

受訪專家認為⻘年應保持開放⼼態，具更包容的國際視野，並裝備軟實⼒。

31

研究結果⼈才培育及⽀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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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總結

⾹港經濟需要變⾰，但經濟
能否成功轉型，關鍵在於⼈
才。

1

4

2                   

5

3

尋找新⽅向和擁抱機會是關
鍵，⻘年如何把握經濟轉型
的機遇，開拓個⼈就業空
間，值得進⼀步關注。

未來經濟環境不太樂觀，
但⻘年仍會選擇在港發展，
政府宜更積極培育本地⼈
才，正視其需要。

學習新科技是未來就業的關
鍵；⻘年對網上學習形式持
開放態度。

⻘年意識和⾏動出現落差，
不了解轉型⽅向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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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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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應⽤科學⼤學與企業合作
建議應⽤科學⼤學與企業合作開設技術培訓
課程，聚焦產業需求領域（如⼤數據分析、
⼈⼯智能等），提升本地技術⼈才供應。
⿎勵納⼊內地科技企業參與，利⽤其⾼端技
術優勢提升培訓質量與市場競爭⼒。

⿎勵企業引⼊帶薪學習
假期

借鑒德國、南韓經驗，⿎
勵企業提供1-3天帶薪學習
假期，推動員⼯持續進
修。
政府為參與企業提供退稅
優惠，促進職場培訓⽂化
發展。

34

建議⼀：推動應⽤科學⼤學與業界合作提供培訓課程，
並引⼊帶薪學習假期，培育本地⼈才配合產業需求

研究建議

根據《2023年⼈⼒推算報告》，本港技術⼈才短缺將在2028年更為嚴
重，佔整體短缺⼈數超過三分之⼀。⾹港需要培訓相關技術⼈才，以
應對未來產業升級需求，否則經濟增⻑難以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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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B

⼤專院校開辦更多⼀帶⼀路
學位課程

提供實習及⼯作機會

⿎勵開辦更多短期課程

⿎勵⼤專院校開設涵蓋東南亞、中東
及南美洲的新興市場學位課程，加深
學⽣對⽬標市場的⽂化及語⾔認識。

善⽤⾹港國際展覽平台，安排學⽣擔
任翻譯兼職或參與短期海外⼯作，幫
助掌握市場資訊及建⽴⼈脈與經驗。

不論⺠間組織或專業團體可推出更多短
期課程，提供有意到當地發展的⼈⼠，
獲得了解相關國家與⽂化的機會。

35

研究建議建議⼆：⿎勵開辦更多⼀帶⼀路專上學位課程及短期課程，並
協調提供實習及短期⼯作，培育通曉新興市場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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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建議三：為進⼀步推動⻘年網上進修，建議當局在平衡教學質素下檢視合資
格網上課程的審批條款，納⼊更多成為持續進修基⾦課程；並考慮將⼤型開
放式網絡課程（MOOCs）納⼊扣稅範疇

⿎勵培訓機構開辦更多合資格網
上課程，提供更便利在職⼈⼠透
過線上持續進修的機會。

01 增加合資格網上
課程數量

調整對網上課程的現有要求，例如網
上授課設備、出席率查核及考核安
排，確保質素的同時降低申請⾨檻。

02 簡化申請條件
並放寬規限

擴⼤現⾏薪俸稅下可扣除的進修開⽀範
圍，涵蓋修讀⼤型開放式網絡課程

（MOOCs），減輕⻘年進修負擔，並建議
加⼊更多國際知名課程（如Coursera線上
學位及Google、IBM提供的證書課程）。

03 放寬個⼈進修
扣稅安排

現況與
挑戰

合資格網上課程的
申請⾨檻⾼

持續進修基⾦合資格網
上課程僅有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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