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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論壇在今年 4月舉辦了一個以「拼經濟，如何拼」為題的研討會，反應非

常熱烈，所以在 6月 28日再主辦一場，個人也有參與其中。個人在會上的一些發

言，經整理後，在《明報》筆陣專欄發表。 

 

其實過去一年多，個人在本欄也曾從不同角度去探討香港人口的結構問題，個人也

一再指出，香港的人口總數停滯不前，如果集中在和香港經濟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常

住人口，基本上增長非常輕微，而勞動人口和高峰時比較，也下跌了約 20萬。因

為當時已經有深入分析，在此不再重複。而在兩場研討會出席的講者嘉賓，幾乎都

是眾口一詞，認為香港的人口結構，尤其是人口老化會嚴重威脅香港發展，要解決

這個問題，香港的經濟才有出路。 

 

個人的觀點，是認為人口結構和人口老化都是問題，但卻不是問題的核心，最多只

是核心問題的一些表象或者結果。 

 

影響香港人口構成的因素，基本上都是教科書上的知識，不必一一詳細分析。香港

的出生率低，是人盡皆知，和新加坡相比，在長時間的趨勢而言，其實都是難兄難

弟，但新加坡人口突飛猛進，香港卻是停滯不前，其分別在於移入人口的大幅差距。 

 

輸入人才計劃門檻已經很低 

 

個人在人事聘用顧問機構工作有年，對回歸前的工作簽證有一定認識，港英政府的

基本政策，是集中保護勞工，尤其是非技術勞工，商業專才，基本上是來者不拒。

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為員工申請工作簽證，通過一定程序，之後

都是順利放行。至於對勞工的保障，相信是基於政治和社會穩定的考慮，但也有一

定的彈性和例外，不受保護的就是本地「媽姐」；在香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高達

30 多萬；以及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興建新機場的玫瑰園計劃，都可以特別輸入

該項目所需要的工人。而回歸之後，除了英國國民失去在香港工作的當然權利之外，

其他變化不大，而近年甚至愈變愈鬆，大家參考一下附表，就可以理解到，目前有

多少個輸入人才的計劃，而最近推出的「高才通」計劃，其申請的快捷簡便，有人

形容和「網購」差不多。 

 

 

 



 

 

 

從那些輸入人才計劃的安排來看，其門檻已經很低很低，用一個水壩來形容，進水

的洞口已經開了很多，就算不計算「高才通」，也有相當多的計劃，個人甚至認為，

那些參加「高才通」來港的人士，就算不以這個計劃申請，以他們的條件，其他幾

項計劃，都應該可以符合資格，分別主要在一點，其他原有計劃，都是以就業為基

礎，申請人先找到工作，再向入境處申請，而在香港攻讀大學的內地生，也需要找

到工作，因為是剛剛畢業，就給予一個兩年找工作的時間，但最後還是要在港取得

就業機會，才有機會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為何無法吸引大量人才移入？ 

 

以這樣「多種類，低要求」的輸入人才計劃，為何仍是無法吸引大量人才移入，這

才是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個人請教過一位長期關注內地生留港情况的「港漂」，

他在經長時間觀察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內地學生在畢業之後，留在香港發展的人數

愈來愈少，近年的情况，大概只有一半畢業生留下，求學和工作年數達到申請永久

居民的 7年門檻的數目，大概只有兩成。但就算有大約兩成，這些畢業生也不一定

馬上申請永久居民，因為他們是華籍人士，只須居住滿 7年，他們可以在往後任何

時間申請永居，這就等於一份永不過期失效的「期權」，他們可以在取得這個「期

權」之後回到原居地工作生活，申請永居之決定，可以謀定而後動。就算一些內地

生取得永久居留權，之後也可以選擇回內地工作生活，所以留港工作生活的內地畢

業生人數，一定不足兩成。 

 

個人用內地畢業生這個例子，其實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和香港已經有一定

聯繫的畢業生，為什麼只有兩成左右留在香港？這批畢業生的選擇，其實某程度反

映了其他內地人才在選擇是否來港時面對的問題：他們來港留港，為乜？做乜？ 

 

香港居，更不易 

 

這些內地人士來港留港，基本上是要發展事業，也就是要尋找工作。香港的生活水

準，長期居於全球前 3名，如果沒有一份合適的工作，他們實在不能留在香港。唐

朝詩人白居易曾形容「長安居，大不易」，香港居，更不易！一個畢業生，如果沒

有一份月薪兩萬以上的工作，那根本無法生活。如果建議一年輸入 10萬個 3個成

員的小家庭來港，維持一家三口中產小家庭的生活，起碼也要 10萬元收入，月薪

10萬的筍工，去邊度搵？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