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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加上複雜地緣政治，貿易保護主義等挑戰，香

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自不能獨善其身，面對不少外來衝擊。近日，美國

總統選舉塵埃落定，新政府上場或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同時

為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尤其外貿前景添上更多不明朗因素。 

 

香港經濟向來有獨特的產業結構，較集中四大傳統支柱行業，包括

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過去多年持續

貢獻香港超過五成的本地生產總值（GDP）；行業共有 1,449,800 就業

人口1。然而，近年國際投資環境改變，令支柱產業的金融業承受壓力，

相關的行業亦受到牽連2。特區政府雖自 2009 年起推動六項優勢產業為

香港的新經濟引擎，然現時佔 GDP 比重不足 10%，經濟結構至今未有

顯著改變。儘管香港現時經濟錄得溫和增長，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

增長只有 1.8%3，可以預視，若香港繼續依靠過往的增長模式，以及現時

的產業結構，將不足以支撐長遠發展，香港急需尋找新方向及經濟增長

點。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多次公開場合中呼應國家改革求變的理念，指出

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各界都要識變、求變，推動產業升級轉型4。事

實上，香港經歷過多次產業結構的轉型，發展成為今日的國際大都會。

適時的轉型，是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歷程。 

 

在國家的發展策略下，特區政府近年亦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作為聯通世界角色，參與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建設和「一

帶一路」等國家戰略，以及鞏固和落實「十四五」規劃下的「八大中心」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網頁，網址：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655-82101，2024年 11月 12 日下載。 
2 Finance730。2024年 3 月 4日。〈甲廈空置｜法律界掀裁員潮 律師樓唔夠生意縮中環

Office樓面〉。網址：https://finance730.com.hk/2024/03/04/香港-甲廈-空置-危機/，2024

年 7月 18日下載。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4年 11月 15日。〈二零二四年第三季經濟表現及二零

二四年本地生產總值和物價最新預測〉。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11/15/P2024111500514.htm，2024 年 11月 16

日下載。 
4 hket。2024年 9月 23日。〈李家超：香港正處於經濟轉型期 各界要識變求變、推動產業

升級轉型〉。網址：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31535/香港經濟｜李家超：香港正處

於經濟轉型期%E3%80%80各界要識變求變、推動產業升級轉型，2024年 11 月 15日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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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5，冀為香港開闢新領域，新機遇；當中人才發揮著關鍵作用，莫不

與人力資源培育息息相關。 

 

青年是推動社會及經濟長遠發展的引擎，是重要的人力資源。面對

經濟轉型和高度競爭的環境下，青年對香港經濟的前景和信心如何？置

身經濟轉型下的香港，對經濟發展策略的看法，以及個人職涯的規劃和

準備，均為社會刻下值得關注的課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將透過實地問卷調查、青年個案，以及

專家和學者訪問，了解在職青年對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尤其對於步向

經濟轉型下的就業趨勢，盼就社會各界如何協助青年為個人事業和發展

作出更好規劃和準備，以應對經濟轉型，提供方向及建議。 

 

 

主要結果 

 

1. 全球經濟環境轉變，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面對內外不少挑戰。八

成半受訪青年同意香港經濟需要變革，惟六成對就業前景表達不同

程度的擔憂。然隨產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源短缺與滯後等問題，香

港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關鍵在於人才。 

 

2. 儘管受訪青年對香港未來經濟環境不太樂觀，逾八成受訪青年仍會

選擇留港發展。本港青年為經濟長遠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本，特區政

府宜以更積極策略培育本地人才，正視他們技能提升的需要。 

 

3. 受訪青年意識到經濟環境的變化。逾八成同意面對經濟的不確定性，

改變就業航道在所難免；然而若置身的行業需要配合轉型時，卻未

必採取實際行動，意識和行動出現落差；其中不了解轉型方向是重

要原因。 

 

4. 香港經濟發展面臨樽頸，尋找新方向和擁抱機會是關鍵。受訪青年

認同香港經濟缺乏多元及發展停滯，但對香港未來經濟抱有希望。

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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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4年 7月 11 日。〈行政長官出席「高質量發展 提升港

優勢」研討會暨香港經濟日報企業大獎頒獎禮 2024致辭〉。網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7/11/P2024071100335.htm，2024 年 7 月 26日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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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八成半受訪青年同意學習新科技是未來就業的關鍵。惟不少受訪青

年關注進修方式需與時並進，期望社會對網上學習形式持更開放態

度，以配合職青進修需要及迎合進修模式的轉變。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香港經濟轉型需要多方配合及到位

的人力資源政策，尤其針對本地人才的培育需要。循進一步支持本港經

濟轉型並為社會及青年做好準備，我們認為值得考慮下列建議： 

   

1. 推動應用科學大學與企業合作，提供未來產業所需的技術培訓課程，

同時鼓勵企業引入帶薪學習假期，並配合退稅的誘因，以加強培育本

地人才。 

 

根據《2023 年人力推算報告》，2028 年本地勞動人力缺口將擴大至

18 萬人，而其中熟練技術人員的短缺將更明顯，佔該年整體短缺人數超

過三分之一6。意味香港須迫切培訓相關技術人員，以配合未來產業升級

所需，不然拼經濟難以持續。 

 

隨著香港都會大學和聖方濟各大學相繼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建議當

局可推動應用科學大學與企業合作，配合未來產業發展需求，培育更多

本地所需技術人才。參考新加坡〈TechSkills 加速器計劃〉下的項目「技

術沉浸及就業計劃」（TIPP），由認可機構開辦一些包括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能、編程等短期密集培訓課程，協助外行人轉型，並提升技能；建

議應用大學與業界可合作提供類似的培訓課程，加速本港人口向重點領

域的產業轉型。而相關課程亦可多考慮納入內地科企作為提供培訓的合

作夥伴，畢竟中國內地的高端科技日趨先進，熟悉內地技術將增強在市

場的競爭力。 

 

此外，現時外地不少地方如德國、南韓等，已引入帶薪學習假期。本

港企業亦可考慮相關措施，為員工提供一至三天的有薪學習假期；而當

局可為企業僱主提供退稅誘因，以鼓勵職場共建持續進修的文化。 

 

 
6 勞工及福利局。2024 年 11 月 14 日。《2023 年人力推算報告》。網址：https://www.lwb. 

2023 年人力推算報告，2024 年 11 月 20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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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局可鼓勵開辦更多一帶一路專上學位課程及短期課程，涵蓋東南

亞、中東及南美洲等新興地區，並協調提供實習及短期工作，以培育

通曉新興市場的人才，提升就業能力。 

 

近年本港除發展歐美市場外，亦積極與一帶一路國家建立更多聯繫，

包括不同東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港府亦剛與秘魯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開拓南美洲市場。隨著香港與一帶一路國家及經濟體的聯繫變得密切，

本港有需要裝備本地人口具備對相關地區的認識，加深對當地文化的了

解，及培育通曉新興市場的人才。 

 

為迎接一帶一路地區的機遇，建議當局可鼓勵更多本地大專院校開

辦與一帶一路地區相關的專上學位課程，涵蓋如東南亞、中東及南美洲

等新興地區，讓學生及早認識不同地區的文化及語言，有助日後成為熟

悉新興市場的人才。另外，部分本地機構亦會提供學習語言及文化的短

期課程，建議當局可鼓勵民間組織或專業團體推出更多與一帶一路有關

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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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亦可協調提供本地實習，如有受訪專家提出，善用香港常舉辦

國際展覽的優勢，安排學生擔任翻譯兼職，掌握新興市場資訊；甚至提

供到當地短期工作的機會，讓他們更好認識當地及建立人脈、經驗，提

升就業能力。 

 

 

3. 為進一步推動青年網上進修，建議當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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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青年進修的負擔。 

 

隨著工作環境轉變，不少在職人士對網上學習方式較為接受，本港

可迎合進修潮流及模式的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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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現時持續進修基金合資格網

上課程只有 5 個，鑑於申請成為合資格網上課程的門檻不少，包括培訓

機構需在提供網上授課的設備、查核出席率及安排考核等方面符合多項

要求並確保教學質素，才可開辦佔 50%-75%線上授課的課程；建議當局

可檢視在平衡教學質素下放寬一些規限，並了解培訓機構申請時的困難

與障礙，提出相應支援，以鼓勵更多有意開辦不同類型線上課程的培訓



 v 

機構申請為合資格課程，從而提供更便利在職人士透過線上持續進修的

機會。 

 

另外，鑑於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s）漸受更多青年歡迎，為

鼓勵參與持續進修，建議當局可考慮納入相關課程為可扣稅的範疇，作

為在現行薪俸稅下可申請扣除的個人進修開支，藉此讓在職青年減輕進

修負擔。而隨著 MOOCs 認受性提升，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可加入更

多國際知名課程，如 Coursera 線上學位及 Google、IBM 提供的證書課

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