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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工商事務委員會 

「完善輸入外勞制度」建議書 

 

  隨著本地與境外恢復正常通關，香港經濟邁向疫後復常，不同行業、

不同工種人才和勞工短缺的情況和負面效應陸續浮現。近年，香港受到社

會事件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夾擊，勞動人口大幅下滑。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

料，2022年第四季本地勞動人口（撇除外籍家庭傭工）數目為 3,462,800

人，較三年前（疫情前）2019 年第四季（3,628,800人）下跌 166,000 人

（4.6%）。當中尤以年輕勞動人口下跌更嚴重，15-24 歲本地勞動人口下跌

超過兩成，25-29歲亦下跌超過一成，情況令人憂慮。 

 

經民聯工商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知悉當局正全面檢視不同行業的人

力狀況和輸入外勞機制，特此向局方提出以下觀點和建議，期望局方詳加

考慮。 

 

輸入外勞的現實需要 

 

  不少評論把輸入外勞的議題演繹成「勞資矛盾」或「勞資角力」，委

員會認為，討論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提出平衡觀點，兼顧不同行業

和階層的需要。綜合而言，委員會認為目前的本地人力短缺是必然現象，

輸入外勞則是短期內的必須手段。理據如下： 

 

1. 社會轉型和培育人才需時 

 

  香港由過去「金融至上」過渡到今日強調「再工業化」和「產業多元」，

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傳統上，本地年輕人不願意或不習慣從事藍領工作，

而儘管當局近年積極加強推動職業專才教育，但無論對家長、青年乃至社

會整體而言，「唯有讀書高」的概念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改變。

與此同時，工商專業界當下面對嚴峻的人力短缺問題，並不可能停止運作

和坐待以上問題解決，故此短期內輸入外勞是不能避免。 

 

2. 現行釋放勞動力政策力度不足，成效不彰 

 

 與此同時，社會有聲音要求釋放本地婦女勞動力，並推動家庭友善工

作間等的政策措施，不過力度顯然不足。舉例而言，本地託兒服務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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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調查指託兒服務在疫情下一度停頓，不少基層婦女被迫停工照顧子

女，情況至今未有根本改善。加上受制於企業營商成本、營運模式和空間

限制等因素，在缺乏強力政策和財政支持下，釋放勞動力的成效較為有限，

也不能扭轉勞工和人才短缺的宏觀局面。 

 

3. 缺乏勞工直接影響社會經濟運作和復常步伐 

 

  從媒體報道和業界反映可知，目前缺人的情況已蔓延各行各業，尤以

旅遊、酒店、運輸、零售和護理等服務行業最為嚴峻，不單已影響服務質

素，更直接影響企業營運本身，乃至行業的長遠發展。以零售業為例，不

少「一人店舖」湧現導致店舖需要不時暫停營業，個別分店甚至要停止運

作；運輸和物流業「缺人」也直接影響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和旅遊接待能

力；護理業人手不足直接威脅到院舍長者的健康和安全；醫護人手短缺則

直接影響病人得到適切的診斷和治療。 

 

  另一方面，倘若本地民生成本持續高企，各類服務人力需求得不到滿

足，外來企業和人才或會選擇離開香港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直接影響

政府「搶企業」和「搶人才」的成效，以及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長遠

競爭力，故此委員會認為輸入外勞和人才有其必要。 

 

具體建議 

 

  綜合以上考慮，委員會提出以下建議： 

 

1. 主動從其他國家或地區協商輸入外勞，確保長遠供應穩定 

 

 對部分行業來說，人力短缺已是持續多年的問題。以建造業為例，不

同工種（包括扎鐵、釘板、落石屎等）長期出現人力短缺，根據建造業議

會今年 2 月發表的《建造業人力預測報告》，不同工種均出現相當程度的

短缺。預計建造業在專才、技術人員及工友層面的供求差異在 2023年為

約 5-15%，而在 2027年升至約 15-20%，預計每類工種短缺由今年 1,000

至 15,000人不等，至 2027 年擴大到 2,000至 40,000人不等。輸入外勞

是短期內唯一可行的方法。 

 

  針對包括建造業在內的該等行業，委員會建議政府參考輸入外傭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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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擔當主動角色，認真與個別人力供應充足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南亞國家、

印尼、菲律賓等達成協議，探討輸入特定工種和數量的勞工，確保長遠人

力供應保持穩定。 

 

2. 針對不同行業人手短缺的情況，彈性制定不同方案 

 

 有意見認為，沿用目前的「補充勞工計劃」足以應付本地的人力需求。

然而「補充勞工計劃」設有多重關卡，包括需要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前

後需時五星期，同時對於引入勞工的行業和工種有很大限制，故此多年來

獲批數字遠遠未能滿足市場需求。 

 

  以護理業為例，每年按「補充勞工計劃」輸入的外勞只有約 3,400 名，

是很小的數字，遠遠未能滿足需求，而且由於護理員屬於厭惡性工作，一

般僱員不會留職太長時間，故此業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人力缺口。儘管當局

已提出於今年第二季落實「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每年新增輸入約

3,000人，但委員會仍認為有所不足。 

 

 就此，委員會期望當局進一步完善「補充勞工計劃」，針對不同行業人

手短缺的不同情況，按照行業需求，制定較有彈性的不同方案，訂立行業

為本、分階段輸入勞工的工種清單和配額數目，適時（例如按季或按年）

作出修訂，以更適切地解決人手問題，令到情況可以逐步改善。 

 

3. 探討輸入灣區人力，提供足夠生活配套和技術培訓 

 

 香港鄰近大灣區內地城市，後者可以作為部分行業填補人力的重要來

源地。以美容業為例，業界參考澳門經驗，指出當地美容業人手有高達八

成是外勞，不少以即日來回方式受聘，但考慮到僱員工作較晚，部分業界

仍會提供臨時住宿。 

 

  考慮到灣區的豐富人力資源，政府應多加參考澳門甚至新加坡等地的

做法，探討增加輸入鄰近地區的勞工，盡力提供足夠的生活配套支援，增

加他們來港的吸引力。同時，可以加強與相關行業的內地院校對接，提供

達到香港水平的技術培訓，以增加內地相關人才供應。 

 

4. 加強本地生涯規劃教育和青年技術培訓，壯大本地人力資源和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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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外勞只是解決短期人力不足的措施。除了以上提及的建造業、美

容業和護理業以外，不少其他行業也面對不同程度的人手短缺問題。例如，

經銷批發業正面對同類行業（如旅遊、速遞等）的競爭，導致司機人手短

缺；而醫藥製造業的中層和技術人員流失較為嚴重，出現斷層等。 

 

  針對不同行業的問題，長遠而言，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和推廣職業專

才教育，以及相關的技術培訓，同時加強投放於青年的生涯規劃，讓他們

及早謀劃人生路向、增加出路選擇之餘，亦可認清除了專業類別職位之外，

藍領工種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長遠提升有關工種從業員的社會地位。另

外，當局亦應循各方面加強培訓青年的軟實力技巧（包括時間管理、人際

關係和溝通、策略性思维等），提升他們在不同崗位的競爭力。只有充實

市場上的勞工階層，增加人力供應，才能最終達致勞資雙贏的局面。 

 

經民聯工商事務委員會 

2023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