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本港的人口政策，本人有如下意見： 
 
1. 釋放現有人口 ---- 女性料理家務者 

 
一般女性在生育後，如家庭經濟許可，均寧願選擇專心培育年幼子女，陪伴他們

成長，預備就學。如有高學歷的女性，在生育後可能會繼續工作。如有合適而服

務收費相宜的托兒服務，或有可靠的家務助理的支援，將可鼓勵這些女性重返職

場。 
 
至於已有長大成人子女的女性，可能婚後很久沒有工作，要重投勞動市場並不容

易，特別是在現今社會，差不多各行業均要求有相關的學歷證明或經驗。因此，

要視乎她們的工作意願及年齡，讓她們選擇及接受一些再培訓，在再培訓過程

中，安排就業配對，讓她們可慢慢適應及重投社會。 
 

至於現今的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由於營商環境日漸困難，市場又競爭激烈，其

實他們很多都不願實施家庭友善僱傭安排。不過，有些大企業對有子女的僱員提

供教育津貼或彈性上班時間措施，倒是值得鼓勵的。 
 
至於兼職或職位共享等安排則不要特別鼓勵，以免有商業機構濫用此等安排，剝

削員工福利。 
 
2. 延長工作年期 
 
一般人士是否能夠延長工作年期，很視乎個人的學歷、經驗、體能、經濟及家庭

狀況等，就算商界作出如何的措施，也很難左右這些人士的決定。 
 
若年長的人士有學歷又有經驗，要留在職場並不困難，也不需要協助。若他們屬

自僱人士，對年青一代影響不大。但若他們仍然屬受僱人士，並繼續長期佔據中

上階層職級，難免減少年青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 
 
至於沒有學歷或低學歷的年長人士如想繼續工作，可能會遭到年齡歧視，不是就

業配對服務或培訓他們就可以解決問題。 
 
3. 新來港定居人士 
 
新來港定居人士到港後其實面對不少生活上的困難，例如文化、語言溝通問題，

但他們也可為本港增加勞動人手。一般學歷不高的新來港定居人士，只要得到合

適培訓，可應付很多不同的工種，特別是現今內地遊客可到本港自由行，很多酒



樓食肆、零售店舖均開始招聘懂國語的新來港定居人士，以招呼內地遊客。 
 
至於學歷較高的新來港人士如大學生或研究生，更可為本港提供專才。因他們較

熟悉內地情況，現時不少本地企業或跨國企業均選擇他們以發展內地業務及市

場，與內地建立關係更為有利。 
 
4. 少數族裔人士 
 
香港華洋雜處，雖說大部分本港居民均懂兩文三語，但不同國籍人士來港，不論

是旅遊或公幹，如有懂得他們語言的人士提供協助，可促進社會和諧，提升本港

聲譽。 
 
現時法庭及警隊提供一些就業機會，需要少數族裔人士作傳譯，可讓這些在港定

居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如本港能打破種族歧視，而在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人士又願意開放學習本地語言及

文化，相信假以時日，他們也可以像內地新來港人士，在各行業得到工作機會。

他們獨有自己國家的語言溝通能力，正好彌補本港這方面語言專才的不足，保持

本港與不同國籍人士的聯繫。 
 
不過，現時在本港的國際學校學位不足，影響他們的子女就學及長遠發展的機

會，因此，政府應在有關教育方面提供支援。 
 
5. 第二類兒童 
 
現時香港出生率日漸下降，第二類兒童將會成為香港未來新力軍的一員，如能在

香港得到培育，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更有不可少觀的潛力。 
 
6. 殘疾人士 
 
其實殘疾人士要克服身體上的毛病及生活上的困難並不容易，要他們投入勞動市

場，很視乎他們身體及精神狀況。另外，也視乎社會上是否有機構可以支持他們，

在工作職位上為他們作出友善安排。現時不同機構在營運上要面對不少困難，要

額外撥出資源為殘疾人士開設 / 預留職位，恐怕百上加斤。政府若有設立基金，

讓有意聘用殘疾人士的機構申請，或可鼓勵機構負責人聘用他們。 
 
7. 培育人才 
 



現時香港已發展為知識型社會，一些工種如文職、印刷等已漸漸被淘汰。至於一

些專業的行業如醫護人員、科研人員等郤長期缺乏人手，政府實在有需要進行詳

細而準確的人力資源推算研究，鼓勵年青人在學時及早籌謀，為自己長遠的職業

發展作規劃。 
 
7.1 專才教育及職業教育 
 
其實大學生在現今的社會找工作並不容易，更何況大專畢業生？現時很多企業都

盡量節省營運成本，精簡人手。副學士學位只是成為學生繼續升學的階梯，並不

符合大部分僱主的職位招聘要求。不過，若這些專上教育富有職業教育原素，例

如建築、工程、時裝設計等，讓學員可選擇在工作上累積經驗再進修及考取專業

認可資格，不但可為青少年提供更多出路，更為有關行業培育專才，提升社會對

有關行業技術的認受程度。 
 
7.2 持續進修 
 
是否需要持續進修，有很多因素要考慮，例如：是否在工作上有需要，個人是否

有興趣、時間、經濟能力去進修，家庭環境是否許可等，並不是單靠資歷架構和

持續進修基金就可以鼓勵大眾持續進修。反而僱主為僱員提供教育津貼或在職培

訓安排，更能吸引員工進修。如政府能有計劃鼓勵及支援僱主，或多或少可吸引

更多僱主加入計劃。 
 
8. 輸入人才及低技術工人 
 
其實香港並不缺乏人才及低技術工人，有的是不同形式的歧視，例如年齡、性別、

家庭崗位、殘疾、國籍歧視等，與其鼓吹輸入外援，倒不如先打破在本地的各種

就業及在職歧視。 
 
9. 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及其後代 
 
移居外地的香港人有許多原因，例如在本地就業發展不理想、擔心本港管治及政

治環境發展、不滿意本地教育架構、為家人及子女著想等等。既然他們能自行在

外地找到出路，港府也不用特別為他們籌謀。 
 
10. 成家立室、生兒育女 
 
年青夫婦如只有一般收入，要應付住屋、子女教育及託兒服務，在現今百物騰貴

的社會，恐怕非常吃力。要鼓勵市民成家立室及生育子女，單靠政府單方面補助



或津貼懷孕的開支並不足夠，政府也不宜鼓勵生殖科技治療。其實大部分市民均

知道延遲結緍及生育對生育能力的影響，只是要結緍生育不是個人可決定的事

情。如果本港社會在各方面均有支援，例如結緍人士可以在申請公屋時獲加分、

工作上可以有彈性工作時間安排、僱主可以提供子女教育津貼、家庭宿舍等福

利、社福團體又可以提供家庭服務，對有意結婚及生育子女人士是一種鼓勵。 
 
11. 友待長者 
 
長者由於身體機能衰退，行動不便，出入時多需要設備或別人協助。現時很多交

通工具、酒樓食肆、娛樂場所均有為長者提供折扣，本港如有更多方便長者出入

的道路設施及休憩場所等，將鼓勵他們外出與朋友或他人保持聯繫。 
 
至於長者們是否願意及能夠參與義務工作，則視乎他們個人的情況而定。 
 
12. 銀髮市場 
 
現時香港日漸人口老化，長者的需要也與日俱增，現時社會上一般缺乏安老及長

者醫療服務，長者申請政府的護老院服務，可能需時數年之久。一般家庭也不一

定能長期支付私人安老院及醫院的服務費。因此，政府應盡快計劃妥善的安老及

醫療服務，以免對公立醫院做成負擔。 
 
至於殯儀服務，一些開明的長者也開始漸漸接納，並願意自行事先選擇。其他商

家如電訊供應商也發展長者用手機服務。所以政府其實不用怎樣促進銀髮市場的

發展。 
 
13. 回內地養老 
 
現時內地已為長者開設來港的特快通道，並讓長者免費乘搭交通工具。如本港也

可以為長者開設回內地的特別通道及安排交通工具，將可便利長者往返中港兩

地。若有香港醫院能在內地發展服務，為長者提供優惠醫療服務，也可減省長者

舟車勞頓求醫之苦，安心在內地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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