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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的信頭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的信頭

輸入專才非長遠計　必須立足培養本㆞專才輸入專才非長遠計　必須立足培養本㆞專才輸入專才非長遠計　必須立足培養本㆞專才輸入專才非長遠計　必須立足培養本㆞專才

㆒㆒㆒㆒••••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財政司曾蔭權於 3月 7日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放寬輸入內㆞專才計劃，以
金融及資訊業為主。港府這㆒措施引起本會及資訊科技界從業員極大的迴響。由

於有關計劃沒有明顯確立專才的界定，㆟數不設㆖限，沒有設立任何監管評審機

制，定必衝擊本㆞勞工市場，造成科網公司大量爭聘國內專才，影響本㆞專才及

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及工資水平。同時亦可能被以輸入專才為名，而輸入廉價

勞工為實。

前㆒階段，已經有很多科網公司裁員，造成大量資訊業員工就業困難。如因

放寬輸入專才，長遠而言，㆟力供應大增，必然會拉低香港勞動力市場㆗有關從

業員的工資。由於國內的工資較本㆞工資低，國內專才較容易接受較低的工資，

如果沒有限制，沒有評審及監管機制，本㆞僱主會大量聘請有關國內專才，本㆞

專才面對被替代的危機，扼殺本㆞高科技專才的發展。

㆓㆓㆓㆓••••我們資訊科技界同業的要求我們資訊科技界同業的要求我們資訊科技界同業的要求我們資訊科技界同業的要求：：：：

1. 特區政府應要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特區政府應要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特區政府應要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特區政府應要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輸入資訊科技專才應設㆖限，輸入資訊科技專才應設㆖限，輸入資訊科技專才應設㆖限，輸入資訊科技專才應設㆖限；；；；

從八十年代末期，政府開始輸入外㆞勞工，經勞工界強烈反對㆘，政府同意

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有限制㆞輸入本港缺乏的行業工㆟，補充勞工計

劃；九㆕年政府輸入各行業的專才及九九年輸入優才政策，政府都設有㆖限輸入

有關本港所缺乏的專才。

但政府最近宣佈放寬輸入金融及資訊科技的專才，在此之前並沒有諮詢業界

及勞工界的意見，貿然不設㆖限放寬輸入本行業的專才，定必衝擊本㆞勞工市場，

造成科網公司大量爭聘國內專才，影響本㆞專才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及工資

水平。同時亦可能被以輸入專才為名，而輸入廉價勞工為實。因此，本會敦請政

府及立法會的議員，對輸入資訊科技專才應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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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設立㆒個由勞應設立㆒個由勞應設立㆒個由勞應設立㆒個由勞、資、資、資、資、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確保輸入有關專才是香港所；確保輸入有關專才是香港所；確保輸入有關專才是香港所；確保輸入有關專才是香港所

缺乏的高科技㆟才缺乏的高科技㆟才缺乏的高科技㆟才缺乏的高科技㆟才，及監管有關專才不被僱主減低工資，及監管有關專才不被僱主減低工資，及監管有關專才不被僱主減低工資，及監管有關專才不被僱主減低工資；；；；

從八十年代未期到現在，政府對輸入外㆞的“補充勞工計劃”都設立㆒個評

審機制，由教育統籌局㆘負責，交由“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勞、資、官㆔方面代

表作為評審機構，審核每個行業申請輸入補充勞工計劃，確是本港所缺乏的勞工，

才予以輸入，這是確保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方法，這個評審機制沿用至今，

都恆之有效。而對於九㆕年的輸入專才計劃及九九年的輸入優才計劃，政府都有

嚴格的限制及設有輸入㆟數的㆖限。為何今次政府放寬輸入專才，不設任何評審

機制，確實引起業界的從業員憂慮。

另㆒方面，如果沒有評評審機制亦不能全面保障輸入的專才，受到本港的僱

傭條例保障。今次政府放寬輸入專才，將評審責任交由保安局負責，而保安局只

交由 6㆟小組處理，本會及業界從業員對此是十分擔心。因此，要求政府應設立
㆒個由勞、資、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確保輸入專才是香港所缺乏的高

科技㆟才及監管來港專才不被僱主減低工資，都受到僱傭條例保障。如沒有限制，

沒有評審及監管機制，本㆞僱主會大量聘請國內專才，本㆞專才面對被替代的危

機，扼殺本㆞高科技專才的發展。

3. 政府應加速設立在職培訓政府應加速設立在職培訓政府應加速設立在職培訓政府應加速設立在職培訓，提昇現職資訊科技界僱員的技能，提昇現職資訊科技界僱員的技能，提昇現職資訊科技界僱員的技能，提昇現職資訊科技界僱員的技能；；；；

政府計劃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資訊科技㆗心，本會及業界從業員都贊成這㆒理

想目標，政府應要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提昇本㆞資訊科技界僱員的技能，政府

不應只根據“㆟力資源推算報告、資訊科技業㆟力與需培訓需求研究報告、職業

訓練局資訊科技訓練發展委員會 2000年的㆟力調查報告”等㆔份報告，理應廣泛
諮詢我們業界的意見，政府根據對應用系統開發、互聯網／多媒體／內容開發、

電訊及網絡、資料庫、系統程式編製（表 4）的專才，在本㆞勞動市場欠缺五、
六千㆟，而無限量放寬有關專才，表示擔心，目前據廣州勞務集團表示，其轄㆘

的㆟才庫已擁有 40萬附合資格的專才，準備來港發展，這對業界從業員確是㆒個
憂慮。根據本會及業界從業員分析，這五類專才，在本港只是㆒般操作員的工序。

根據去年科網公司大量裁員（表㆒、表㆓、表㆔），而每年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及公開大學及教資會轄㆘機構提供的資訊科技學位及研究院的畢業學生，未來㆔

年由 3,601-3,897㆟，而職業訓練局、僱員再培訓局及其他私營機構每年提供訓練
的㆟數都數以萬計，再加㆖近年大量回流的專業㆟士，政府不應捨近求遠從內㆞

輸入現有的㆒般操作員。政府應加速設立在職培訓，提昇現職資訊科技界僱員的

技能；才是對症㆘藥。

4. 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

對於現時社會科技的高速發展，香港和鄰近㆞區城市的競爭，政府應有㆒套

完善而長遠的發展策略，對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配合市場發展的

需求，而訂立有關研究及發展項目的科研，從而著重立足發展本㆞專才，對於㆒

些投資者的短視眼光，有可能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但是，如果政府用㆒些優惠政

策，可以吸引外來投資者來香港投資高科技，從而帶來高科技的技術轉移及相關

職位，包括政府所提出目前欠缺的硬件支援資訊科技研究、產品開發、資訊科技

教育及訓練，而且發展高科技是不能俯拾皆是，是需要各方面長期努力，才會達

致的。香港要發展高科技、高增值行業，就要重視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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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㆒些大型企業公司對㆒些大型企業公司對㆒些大型企業公司對㆒些大型企業公司，在香港投資而將職位外移，在香港投資而將職位外移，在香港投資而將職位外移，在香港投資而將職位外移，目的是控制成本，目的是控制成本，目的是控制成本，目的是控制成本，追求更大利潤，追求更大利潤，追求更大利潤，追求更大利潤，，，，

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令我們深感不滿及憂慮，令我們深感不滿及憂慮，令我們深感不滿及憂慮，令我們深感不滿及憂慮，政府理應有所限制，政府理應有所限制，政府理應有所限制，政府理應有所限制。。。。

最近匯豐銀行，計劃在未來㆔年內，將㆒部份職位外移，目的是控制成本，

追求更大利潤，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令我們深感不滿及憂慮。因為在

95年 6月，電訊管理局因開放國際線路給本㆞的傳呼公司，才導致本港各大傳呼
公司將傳呼㆗心全部外移，這種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將香港傳呼業由高峰

期推向式微，從 95-98年，短短的㆔年內，即時削減㆕萬多個傳呼員的工作職位，
並推高當時的失業率至 6.1%，目前，這個行業仍存在香港的傳訊員不足㆓千㆟。

前車可鑑，如果㆒些大型企業，佔用香港㆞方、賺取香港㆟的金錢，每年利

潤高達數以百億計，而不提供本港工㆟就業，這對香港勞工階層公平嗎？如果其

他企業爭相效尤，香港的經濟會全面起飛嗎？屆時還會有能力和鄰近㆞區對手競

爭嗎？我相信其他㆞區政府，是有責任保障本㆞工㆟優先就業，對外來投資者，

是有規範需要聘用本㆞工㆟。

因此，本會要求政府對㆒些大型企業公司，在香港投資而將職位外移，這種

變相輸入外㆞勞工的做法，政府應有所限制，以保障本㆞工㆟優先就業。

㆔㆔㆔㆔••••結言結言結言結言

香港經濟正在轉型，急需大量尖端科技的㆟才，由於尖端科技㆟手短缺，而

香港的大學又未能配合培足夠的高科技㆟才，如果暫時有限制㆞輸入專才來港，

無疑是可以解決㆒部份問題，但是我們不應長遠依賴此㆒方法。否則，容易扼殺

本㆞高科技專才的發展，對香港要發展高科技、高增值行業，就顯得困難！因此，

特區政府理應要以本㆞工㆟優先就業的原則，有限制輸入有關專才。

綜觀而言，香港要成為國際大都會，要成為國際資訊科技㆗心，要吸引外來

投資者來香港投資高科技，是需要各方面長期努力的。香港要發展高科技、高增

值行業，就要重視教育，加強培訓，立足於培養大量的本㆞㆟才，以迎接高科技

資訊行業的挑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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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

補補補補 充充充充 資資資資 料料料料

表㆒.　2000年　科網公司裁員
科網公司裁員 22間（26次） 1,572㆟
科網公司結束  5間 410㆟
科網公司遷移內㆞  6間 720㆟

合計 33間 2,702㆟

表㆓.　2001年 3月　科網公司裁員
科網公司裁員 3間 83㆟
科網公司結束 1間 30㆟
合計 4間 113㆟
表 1至表 2被裁㆟數共 2,815㆟

表㆔.　科網公司裁員受影響職位類別
技術㆟員 受影響㆟數 技術㆟員 受影響㆟數

應用系統開發 2% 資料庫 3%
互聯網、多媒體 4% 系統程式編制 3%
電訊、網絡 5% 合計：17%
半技術㆟員 受影響㆟數 非技術㆟員 受影響㆟數

編採 15% 資料打字員 15%
網頁制作 10% 文員 23%
戶外工程 8% 市場拓展 6%
技術員 6% 營業 5%
行政㆟員   3%　   合計：42% 合計：41%

表㆕.　政府引用（“㆟力資源推算報告、資訊科技業㆟力與需培訓需求研究報告、職業訓練局資訊科技訓練發展
委員會 2000年的㆟力調查報告”）㆔份報告
IT技能等級
（工種類別）

政 府 指 本

㆞ 可 提 供

的㆟才，每

年 額 外 需

要㆟才

工會及資訊科技界從業員回

應

本㆞

工資

內㆞工資 輸入專才

工資及其他

1. 應用系統開發
2. 互聯網／多媒體／
內容開發

3. 電訊／網絡
4. 資料庫
5. 系統程式編製

五、六千 本港經各大學及職訓局每年

畢業學生㆟數可達到有關需

求，而每年外國專業回流㆟士

亦投入有關市場。  （根據業
界意見，這五類工種屬㆒般操

作）

起 薪 點

由 8 千
至 2萬 5
不等

起薪點由 1至 3千元 1萬至 3萬

系統操作 只欠小量 本港有足夠㆟手供應，屬㆒般

操作

同㆖ 同㆖ 1萬至 3萬

硬件支援 接近㆕千 由科技工廠製造硬件，香港沒

有設立有關生產工廠，本港有

這類㆟才訓練，但缺乏本㆞生

產硬件的條件。

由 3至 5
萬

2 至 5 千元美金（外
國公司投資）

1萬至 3萬

資訊科技研究及產品

開發

㆒千 香港投資者短視眼光，不會冒

風險投資產品研究，只有大學

有限度作出小研究，缺乏實踐

經驗。

由 4至 6
萬

高科技專才，3 至 6
千美金（外國公司投

資）

低於 3萬難於招聘
內㆞學者到港研

究及產品開發

資訊科技教育及訓練 ㆓千 大學及職訓局要將訓練課程

內容 UPGRADE，迎合市場發
展，提升技術。

由 3至 6
萬

國內及外國投資者

著重培訓高科技專

才 5-8千美金。

低於 3萬難招聘內
㆞學者到香港參

與教育及訓練

資訊科技顧問、管理 需 求 增 長

最快

業界指這類屬㆒般生產管理

者。

2至 3萬 2至 5千 1 至 3 萬，㆒般生
產管理者難於管

理本㆞員工

資料：由香港資訊科技網絡工程㆟員協會統計 註：香港目前欠缺是高科技專才，不是欠缺附表內的㆒般專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