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人口政策諮詢文件》                       程秀慧(香港女教師協會副主席) 

 

 當大家非常熱衷地討論香港未來發展時，地區的人口政策事關重要，政策的規劃必須具

前瞻性，文件的主題是「家是香港」，那麼，政府就要拿出誠意，以心為心，多方設想地為香

港的未來多打量一下，建議如下： 

 

未來香港人口教育水平不能再原地踏步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兩岸四地 294座城市的競爭力排名，香港已連續十年排行榜

首，但是，香港的教育水平與社會發展落差大，如果我們還堅持現有的篩選機制，香港社會

又怎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以及中國大陸和鄰近地區的競爭呢？ 

剛公佈的施政報告提出會增加資助高等教育，讓一時未能考進大學但成績不遜的學生有

機會升學實在可喜。今日的高等教育不再是讓持有大學學歷的人士易於進入就業市場，然後

獲得高薪厚職而設，拓展高等教育是引証了社會的發展與學歷的要求必須與時並進，一方面，

高等教育繼續負起提拔尖子，培育精英的作用，同時亦為社會各行各業栽培開明、致知、創

新的人才；另一方面，也負起推動社會及人民素質向前邁進的平台，社會越先進，生活於低

層的人士越需要增值，擴展高等教育不單為社會流動開啟了門檻，而且讓我們的下一代能站

得更高，看得更遠，有利香港在瞬息萬變的世界當中繼續保持優勢。 

 

改善就業環境發掘女性在不同專業的優勢 

 女性坐擁半邊天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根據香港現時的升學情況，相信未來將有更多擁

有專業資格和高學歷的女性加入就業市場，文件提出了一些釋放婦女勞動力的建議，其中「家

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政府必須帶頭承擔，根據現時的工作環境，女性實在難以全情發展

事業，這變相虛耗了在專業範疇中有潛質的女性的生產力。建議如下： 

1. 改善托兒服務 

2. 法定有薪假期陪子女看病、出席子女家長會及家長義工活動 

3. 參加子女學校舉辦的家長教育及家教會活動計入專業發展時數 

 

發展多元社會人盡其才 

香港一向以知識型經濟為發展願景，香港究竟走的是甚麼知識型經濟呢？大家心裏有

數，單一金融業發展為香港已造成不少結構性社會問題。政府有必須制訂長遠的多元發展藍

圖，打造香港成為亞洲航空樞紐？物流業轉口港？中醫葯研究基地？檢測和認証中心？環保

產業？教育樞紐？還是展覽及會議中心？ 

文件理應聚焦於未來的教育及培訓計劃如何栽培人才配合發展，絕對不應該以「輸入新

來源補充現有勞動力」這短視的方案草率地解決問題，為香港帶來無法估量的後遺証。五年

的培訓已足以為香港栽培各行各業的人才及學徒，再過五年，學徒便成為師傅，只有「香港

製造」才能延續「家是香港」。 

 

為下一代締造可追求夢想的福地 

文件指出「年齡介乎 20至 29歲從事全職工作的青年人其月薪中位數在過去十年間基本

上仍維持於 10,000元左右……年齡介乎 15至 24歲青少年的失業於 2012年為 9.7%，相對於

整體平均失業率 3.5%為高」，除此之外，還有年齡介乎 25至 35歲支持著香港經濟持繼增長

的「打工仔」、中產人士及專業人士所累積的「N 無」，包括無薪加、無晉升、無放工時間、



無限工作量、無窩居、無發展空間等等也愈見嚴重，這個現象為社會埋下了許多不穩定的因

素。 

問題不只是困擾青年人，還牽動了他們父母的心，造成一向「政治冷感」的普羅市民，

頓時老老幼幼隨著不同的「運動」也跑了出來，怨聲載道。大家心裏有數，香港生產總值每

年保持增長，但一般市民卻沒有分享到增長的成果，香港自 2009年香港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

額已連續四年全球第一，雖然 2013年位列全球第二，但仍成功取代東京成為亞洲第一，以上

種種「屈結」政府實在不容忽視。 

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理應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追求夢想，奮發向上，他們是社會未來的希

望，因此，政府必須認真地發展他們的優勢，並為香港未來的二十年打造可追求夢想的福地，

釋放他們的怨氣，培育各行各業的接班人，令大家共同擁有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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