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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本欄都討論過本港人口的組成，並指出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所以比較重要的是

香港的「常住居民」數字變化。而香港更是一個經濟城市，香港的地位基本上是由其

經濟能力決定，所以勞動人口和就業人口的數字就更為關鍵。 
 
筆者在撰寫這幾篇文章時，順便檢視了統計處公布的最新人口數字，其間留意到一個

人口數據，那就是香港常住人口的自然變化。簡單而言，就是出生人數和死亡人數的

淨值。今年中與去年中相較，人口自然減少 2.2 萬，這是佔了香港「常住居民」（724.9 
萬）的大約 0.3% 。而從實際情况估算，在香港出生和離世的，幾乎全部都是香港永

久居民。我們手上沒有確切常住香港的永久居民數字，但推算大約是 650 萬。如果

用這個數字來做基礎，那自然減少的比率更高達 0.34%。 
 
增本港人口的兩個主要辦法 
 
目前香港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人口年齡中位數在過去 20 多年一直穩步上升，在

2000 年時是 36.5 歲，目前已經達到 48.5 歲，是在世界排在前列。但出生率就長期

包尾，粗出生率於 2022 年只有每千人 4.4 名，比 2000 年時的 8.1 低了 46%。而在 70
歲或以上的人口，達到 107 萬。就簡單看以上 3 組數字，再結合其在過去 20 年的

發展走勢，每年 0.3%的永久居民自然流失，大概會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如果按

照這個結構發展下去，粗略計算，20 年人口自然流失就有 44 萬，佔目前常住永久居

民約 6.7%。 
 
從大學階段入手更實際 
 
要提高本港出生率，講了很久，建議也很多，但卻沒有什麼實際效果。這些所謂建議，

相信也是知易行難的那一種。真正可以增加人口的可行辦法，就是通過單程證計劃，

在內地穩定吸納來港定居的居民。另一條主要渠道，就是香港的大專院校在內地招收

學生，學生畢業之後可以留港找尋工作；如果在一定時段之內可以入職工作，就可以

留港，7 年之後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這些畢業生留港找尋工作的時間愈放愈

鬆，相信吸引他們成為永久居民是政策目標之一。個人的判斷，這些內地學生來港求

學的安排，相信是基於人口政策的考慮，多於教育政策的需要。 
 
 
 



正如本欄之前分析，在過去 12 個月，香港「常住居民」有 5 萬多人的增長，主要是

靠單程證居民移入和來港求學學生的恢復。這個時段，持單程證來港的有 3 萬多人；

至於在香港各大學就讀的本科和高等學位的學生，有 4 萬多人。 
 
單程證的問題比較複雜，其政策目標主要是家庭團聚。惟隨着時間發展和社會改變，

過去 20 年，用盡或接近用盡每年 54,750 人數名額的，只有 5 個年頭。由 2016 年開

始，來港人數逐年減少。倘政策目標不變，持單程證來港的人數相信很難再滿額。而

來港就讀的學生，近年有多少是留下來在港工作，並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個人手上並

無確實數字，但從趨勢來看，選擇留港並最終成為永久居民的比例正在減少。 
 
內地生留港興趣減 申「永居」不急於一時 
 
過去政府為增加人口，曾構思「雙非」（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政策，吸引內地懷

孕婦女來港產子。此政策除了帶來種種問題之外，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嬰兒出

生之後必須父母照料，所以一般都回內地居住成長，何時來港？來不來港？根本沒個

譜。說白一點，他們名義上是「永久居民」，惟跟香港談不上有什麼關係，甚至可能

連「流動人口」都不如。 
 
所以真的要增加人口，在大學階段入手更為實際。故此個人的判斷，讓內地學生來港

就讀大學的政策，是教育政策，惟更多是人口政策或移居政策。 
 
個人因為工作關係，與這類內地學生接觸頗多，印象上是選擇留港定居的比例愈來愈

低。個人粗略判斷，過去幾年，選擇留港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半。換句話說，內地學生

來港就讀本地大學，他們首先考慮可能還是教育本身，其次才是移居香港的計劃。 
 
這些中國內地學生，只需任何時間經常居住香港滿 7 年，就可以向入境處提出正式

申請；但獲批之後，就要同時放棄內地的戶籍。現時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如果對一些

來自一線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的高材生，他們要放棄內地戶籍，並不是一個容易做

的決定。 
 
吸引內地學生來港的政策，固然要面對這些學生對來港定居興趣逐漸減低，惟政策本

身還有另外一個不確定性，那就是這些中國內地學生，在過去任何時段，連續 7 年
在港居留即有條件成為永久居民；就算不現時馬上申請，10 年後、20 年後，他們都

可以有權申請。所以那些居港滿 7 年而不留港的學生，他們已經有這個「居港權」

在手，也就不急於一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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