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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就業市場結構看輸入人才計劃前景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香港經濟陷入多年低增長，2011 年至

2016 年的 5 年間年均實質經濟增長 2.4%。即使短期經濟表現或會

受到外圍不確定因素所影響，但長遠經濟前景依然亮麗，並繼續

受惠於內地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步伐，其

他亞洲經濟體的經濟基調普遍穩健，以及香港服務業的高度競爭

優勢，加上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帶來的

機遇，勢將為長遠香港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然而，政府對香

港經濟於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間的中期實質趨勢增長率平均只有

每年 3%，較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間的趨勢增長率平均每年 4.5%

低 1.5 個百分點，反映香港經濟在供應面，包括人才和土地兩大方

面，正受到明顯制約，拖累了香港經濟的增長潛力，本文對近年

政府實施的輸入人才等計劃作出分析。 

 

一、多年來香港就業市場已處於全民就業狀態 

 

香港經濟自 2009 年四季度於全球金融危機復甦過來，其經濟

表現一直維持相對較低增長，惟就業市場持續向好，失業率由 2009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 5.5%的高峰下跌至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的 2.8%，並創下 199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2 月以來的新低。考

慮到現時香港經濟已發展成熟，對勞工已有較佳的保障，如最低

工資、強制性公積金和歧視法等，相信低於 3%的失業率已可稱為

達到全民就業的水平，不少行業更出現人手短缺及難以招聘的情

況。截至 2018 年 12 月職位空缺的總數(公務員職位空缺除外)仍超

過 7.8 萬的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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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中銀香港經濟研究 

 

從勞動人口增長方面，若扣除了外籍家庭傭工，於 2018 年四

季度香港整體勞動人口有大約 365 萬，但過去十年的年均增長十

分緩慢，只有 0.6%。再者，政府於 2017 年對未來 50 年的勞動人

口推算更預期，香港整體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將會由

2016 年的 362 萬上升至 2019 年至 2022 年間 367 萬至 368 萬的高

位，然後下降至 2031 年的 351 萬，隨後至 2038 年將徘徊在 349

萬至 351 萬之間，最後下降至 2066 年的 313 萬。由此可見，在香

港人口增長緩慢、人口快速老化、生育率持續偏低，加上多年來

勞工市場已處於全民就業，令持續增加勞動人口和就業的空間十

分有限。然而，特區政府正積極加大在創新科技和基建等多方面

的投入，以推動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將會對勞工的需求有增無

減，故未來如何突破人才制約來推動香港經濟加快發展也將是政

府一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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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中銀香港經濟研究 

 

二、多項計劃有助輸入高技術人才 

 

據上述政府的數據顯示，長遠香港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會受

到人口和土地等供應面的因素所制約，當局預計本地勞動人口(不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將於 2021 年 368 萬人達到高峰，隨後逐漸

下跌，加上香港就業市場已處於全民就業狀態，不少行業已出現

人手缺乏的問題，故有需要補充勞動人口，以延續香港經濟發展，

甚至推動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在這一背景下，特區政府已先後

推出多項輸入人才計劃，主要是吸納較高技術人才來港工作，以

支援香港發展為高增值及多元化經濟。 

 

這些輸入人才計劃包括：1) 一般就業政策(適用於非內地居民)

－專業人士：不限行業，必須確實獲得聘用，而從事的工作與其

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任，具有良好

教育背景、技術資格或經證明的專業經驗；2) 一般就業政策(適用

於非內地居民)－企業家：必須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技術資格或經

證明的專業經驗，以及能夠對本地經濟作出重大貢獻，並會支持

其業務計劃、財政資源、投資款額、在本地開設的職位數目，以

及引進的新科技或技能等；3)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必須確實獲得

聘用，而從事的工作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能輕易覓

得本地人擔任，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技術資格或經證明的專業經

驗；4)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透過綜合計分制，如年齡、學歷/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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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工作經驗、語文能力和家庭背景來評核高技術人才或優才，

或透過成就計分制，如奧運獎牌、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得主

來評核傑出成就的優秀人才；5)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聘用公司/

機構須獲創新科技署批出有效配額，申請人從事生物科技、人工

智能、網絡安全、機械人技術、數據分析、金融科技或材料科學

範疇的研發工作，並持有具特別認受性的大學所頒授的科學、科

技、工程或數學學科學位；6)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非本地畢業生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而獲得學士學位

或更高資歷後，可留港一年尋找工作；7) 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

居民第二代計劃：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

計劃不限行業，可無須先獲得聘用申請來港工作，申請人年齡介

乎 18 至 40 歲，並在海外出生，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技術資格或

經證明的專業經驗，以及良好中文或英文的書寫及口語能力；8) 

受養人及在港逗留安排：按有關計劃成功獲准來港人士，可攜同

配偶及 18 歲以下未婚的受養子女來港，留港期間可工作或就讀。 

 

據入境處數據顯示，2008 年至 2017 年的 10 年期間，分別合

共批出約 30.4 萬、8.8 萬、3,700、6.9 萬及 315 個一般就業政策、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

就業安排、輸入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計劃的申請/配額，

五項計劃合共獲批的申請數目已達到 46.4 萬個，再加上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每年配額 1,000 個。雖然上述人才在最終獲批後或沒有

來港，或來港工作一段時間後已返回海外或內地，但以獲批申請

數目達到 46 萬多個，與香港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約 367

萬比較已是一個合理的比例，故相信對擁有學位學歷或較高技術

的海內外人才來說，若他們希望來港發展事業或企業希望聘用海

內外人才的話，是有一定的渠道輸入有關人才以補充香港勞動人

口不足的問題，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所需作出貢獻。 

 

再者，為針對未來個別行業的發展所需，如創新科技、金融

和專業服務範疇，以至個別仍受到過於嚴謹的專業資格保護的專

業行業等，政府是可以在一般就業政策下作出微調或像科技人才

入境計劃設立專門的計劃，甚至推動個別專業行業進行認可資歷

的改革，讓香港能吸引足夠的海內外人才支持其未來經濟發展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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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入境處、保安局、教育局、中銀香港經濟研究 

 

三、低技術人才不足更為顯著 

 

除了上述輸入較高技術人才的不同計劃，以及輸入外籍家庭

傭工(2017 外傭數目達 37 萬，佔整體勞動人口約 9.4%)外，香港也

為有需要加強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勞工的補充勞工計劃。該

計劃自 1996 年 2 月起實施，並由勞工處負責執行。補充勞工計劃

沒有就整體勞工市場或個別行業訂定輸入勞工配額，所有申請均

按個別情況批核。為確保本地工人可優先就業，每宗申請必須通

過三項程序：在報章刊登招聘廣告；在勞工處進行一段強制時期

的本地招聘；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安排由僱員再培訓局開辦特

別設計的再培訓課程。補充勞工計劃受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

監察，僱主所提出的每宗申請，政府會徵詢勞顧會委員的意見才

決定是否批核。同時，獲准輸入勞工的僱主須繳交徵款，供僱員

再培訓局作培訓本地工人用途，數額為每月 400 元。 

 

由於補充勞工計劃的申請和審批程序遠較上述為高技術人才

而設的計劃嚴格，因低技術勞工一直是政府和社會希望提供更多

保障的一群，以免他們的生計受到影響，故自 2002 年至 2017 年

透過該計劃獲批的數目(入境處沒有備存 2002 年之前的數字)只有

約 2.8 萬人，佔香港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0.8%，也只相

當於上述輸入高技術人才計劃的 6%左右。另據勞工處不定期向立

法會匯報的數據顯示，2018 年首 5 個月共有 4,788 名透過補充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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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計劃的勞工來港工作，從事的工種主要為長者服務護理員佔

2,648 名或 55%、農場技工 691 名或 14%、園藝技工 346 名或 7%

及建造業工人 230 名或 5%，充分反映香港在輸入低技術人才方面

不足。 

 

無疑，香港多個行業確實面對人才缺乏的問題，如建造業、

飲食、安老服務以至保安等，其中建造業人才短缺已成為香港加

快土地開發和基建投資的一大制約，不單會造成長期延誤，也會

大幅增加項目成本。其他行業人手不足則會導致服務質素下降、

成本上漲和擴張業務受阻等問題，故特區政府確實有需要多管齊

下解決未來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如鼓勵延長退休年齡、鼓勵更

多勞動人口就業、提供實習、培訓和再培訓機會、津貼和鼓勵、

完善工人的資歷架構、改善行業的工作環境，甚至考慮調整補充

勞工計劃的審批讓最為人手短缺的行業更多輸入外勞等，以突破

人才制約，推動香港經濟加快發展。 

 

 

資料來源：入境處，勞工處，中銀香港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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