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政策 - 集思港益 

 
林翠蓮區議員服務處意見書  

 

香港自開埠已來，均是由內地的人遷移入香港，不同年代有不同的

新移民，只有原居民是本地人。為何香港一直有這麼多人移入，因

為香港的機會大個內地。  

 

但隨著時代的變化，香港雖仍有它的優勢，但如果繼續只顧政治，

忽略經濟的發展，香港就如我們小學六年級寫給朋友的「不進則

退」！  

 

  Google 放棄在香港的發展，政府有自我檢討，急起直追嗎？  

  前海的發展，我們有何部署？  

  新加坡投放大量資源在創意產業，政府會做什麼？  

  我們莘莘學子完成學業後，工作的前景是什麼？  

  奶粉令外，政府真的什麼也不可做嗎？怎樣迎合遊客，又對港人

有利？  

  …… 

 

香港未來將面臨主要問題 : 

  經濟轉營－香港需要更多的機會  

  房屋問題－租金及樓價太貴，降低香港競爭力  

  勞動人口委縮－人口老化，出生率低善用資源，利發展環保  

  人力資源差估問題－經濟及知識形發展，影響就業的選擇  

 

政策面臨的困局﹕  

 

 經濟轉營－香港需要更多不同形式的發展機會  

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轉營，只側重於金融、旅遊、地產等

方面發展，現已看到只依靠這些行業，可發展空間是很細。

現時，相比起前海、上海、新加坡等地，對金融及創意的

發展，政府在其他工業，如創意產業、環保業等的支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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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不足，上屆政府建議推動的六大產業，包括教育、醫療、

檢測和認證、環保、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等政策於

過去數年只說沒有投放資源及措施，狹窄的發展途徑已導

致本地人才逐漸流失，更遑論吸引外地專才來港發展。  

 

故此，政府應立即改善香港的產業，要對創意及環保業的

支援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土地、研究基金等，以便香

港的莘莘學子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本地發展空間有限，外地專才來港成功申領身份証發，亦

返回內地工作；政府應從速深究原因，檢討優才計劃，令

更多的優才及專才來港發展，不過，無論是住屋或手續問

題，政府亦應理順。  

 

 房屋問題－租金及樓價太貴，降低香港競爭力  

 

吸引專才來港：因公司要提供給外來的專才在港，需提供

宿舍，如公司購買單位要交稅，無疑是令公司吸引專才的

壓 力 加 重 ， 政 府 應 考 慮 優 才 及 專 才 的 住 房 費 用 可 寬 減 稅

務，以利香港的吸引力。  

 

生育問題：未有政策給與或協助年青新一代，解決他們的

長遠住屋問題。  新一代普遍已接受高等教育，如沒有父

親的護蔭，更難有積蓄買樓，提供長遠穩定的生活，再計

劃生育。   再加上育嬰服務的缺乏及金額太高，往往要

依靠外傭協助起居生活，正所謂一闊三大，住屋問題確實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勞動人口委縮－人口老化，出生率低，須善用資源發展環保  

 

釋放女性勞動力﹕  

現時女性的整體勞動參與率普遍處於較低水平，釋放女性

勞動力無疑對活化勞動人口有一定幫助。然而，要令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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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投入勞動市場實際上面臨多方限制﹕  

  基層女性如若參與勞動市場，收入為其中的考慮因素。

如若收入過低，女性普遍不大願意工作；  

  個人收入增加可能導致家庭總收入超出公屋資產審查

的入息上限，導致需繳交倍半或雙倍租金，甚至失去繼

續租住公屋資格；  

  基層女性普遍負有育兒責任，即使願意工作，工作地點

亦不能距住所太遠，且只能參與兼職工作。由此可以解

釋為何女性勞動參與率低之現象。  

 

鼓勵老年人重投勞動市場 /延長退休年齡﹕  

諮詢文件建議將本港退休年齡延長，活用一班已擁有高學

歷 或 豐 富 工 作 經 驗 的 勞 動 人 口 ， 並 率 先 於 公 務 員 團 體 試

行。無可否認，延長退休年齡可於短期內舒緩勞動人口委

縮問題，但長遠計卻非「治本」方法，要徹底解決問題終

需有一班年輕接班人接手。  

再者，延長退休年齡亦局限於部份行業實行，考慮到安全

問題，對於建造業、維修業等等勞動力需求大而又面臨長

期人手短缺之行業並不可行。  

此外，一眾已退休人士大多享受其退休後生活，要他們重

投勞動市場有一定難度。再者，重新工作意味著擁有收入，

這對於一般老年人所享有的老年人社會津貼 (如長者生活

津貼 )等福利構成一定影響，削弱他們重投勞動市場的意

願。  

 

支持環保工業，發揮義工精神，起動社區力量  

不過，如果環保工作能在地區推動，找更多的地點做環保

工作，以鼓勵長者及婦女擔任義務的工作；故此各地區的

長者中心及婦女中心，亦應盡快鼓勵更多的長者中心、婦

女中心甚至青年中進，推動環保工作，既可環保在生活，

亦可透過進行環保的工作，改善身體的健康（多動亦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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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一種）  

 

 人力資源差估問題－經濟及知識形發展，影響就業的選擇  

 

部份行業薪酬待遇及工作環境欠佳﹕  

現時部份行業出現人手欠缺，當中部份成因歸咎於行業本

身薪酬待遇及工作環境欠佳，導致「有工無人做」現象。

以建造業為例，建造業實行判工制，雖然薪酬吸引 (不同工

種日薪由九百元至一千八百元不等 )，但工作欠穩定，不少

工人每月實質只能工作十多天，月入並不多 ;又如中式飲食

業，一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約十小時，而一天工作中夾

雜「落場」時間，造成工時長，低工資的情況，結果令有

意入行的市民卻步。  

 

本地居住普遍不願擔任基層工作﹕  

現時社會部份工種出現長期欠缺人手情況，除上述之工作

薪酬待遇及環境等問題影響外，另一主要原因為社會主流

意識對於某部份行業存有偏見，認為「白領」工作代表「有

前途」、高尚象徵 ;相反，「藍領」等基層工作卻象徵低下、

欠缺志向。  

 

少數族裔人士的配套設施﹕  

基本上現有很多苦力、路面、地盆的工作，亦會見到少數

族裔人士，相信現階段他們的就業情況亦因而改善，不過，

亦有很多未知如何切入市場，故此，需要多宣傳及教育的

工作，令這班  

 

總結﹕  

 

只有人口政策並不能解決目前困局，香港不能再走發展金融旅遊

業這條舊路，否則香港發展便會原地踏步。就此，建議政府應尋

求其他方面發展，例如上屆政府提出的創意工業，環保業等六大

產業，並提供適當援助，務求令本港未來發展更趨多元化，屆時

香港經濟自不然得到可持續發展，並能提高本身競爭力，既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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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本地人才，亦有能力吸引外來專才來港發展及生活，從而解決

勞動人口委縮等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而發展其他產業亦會創造

大量就業機會，致使失業，貧窮等社會問題亦一併能得以解決。 

 

本地市民不大願意擔任基層工作，應開放外勞政策  
至於基層工作長期無人問津，導致飲食、建築、護理服務等基層

職業長期面臨人手短缺，歸根究底在於本地市民不大願意擔任基

層工作，造成青黃不接現象。就此，政府可於部份長期欠缺人手

之行業逐步引進外勞，解決有關人手不足問題。  

 

找緊機遇  
在此希望政府能以整體架構，重新檢視香港的機遇，好好發展香

港，令香港再度成為一個有機會的地方，人口問題亦會順應時代

轉變。  

 

東區區議員  林翠蓮 MH 

2014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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