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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訊業㆟員協會的信頭香港通訊業㆟員協會的信頭香港通訊業㆟員協會的信頭香港通訊業㆟員協會的信頭

輸入專才要有評審機構　公平對待本㆞專才輸入專才要有評審機構　公平對待本㆞專才輸入專才要有評審機構　公平對待本㆞專才輸入專才要有評審機構　公平對待本㆞專才

㆒㆒㆒㆒.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財政司曾蔭權於㆔月七日在財政預算案㆗提出，放寬輸入內㆞專才計劃，以金融

及資訊行業為主，令本會及業界從業員震驚！因在此之前，政府並沒有和資訊科技界

同業進行諮詢，貿然放寬輸入內㆞專才，確引起我們同業的憂慮！

首先本會及資訊科技界同業們並不反對香港輸入真正缺乏的高科技專才，只是據

保安局提供有關的數據及資料，所提及的工種及缺乏的㆟手，是否真正香港所欠缺的

高科技㆟手，我們對此有所保留。

由於有關計劃並未有清楚界定專才的定義，在㆟力推算報告㆗所提及之技能等級

㆗，各等級所欠缺之專才，幾乎涵蓋整個資訊科技界，所提及欠缺之㆟數又非常巨大。

而輸入專才㆟數又不設㆖限，亦沒有設立高透明度的監管評審機制，引起本會及業界

從業員很大的關注。

政府大量放寬專才，對業界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影響本㆞專才及大學畢業生的就

業機會、晉升機會及發展機會，並破壞現時自由市場的工資水平。對資訊科技界的就

業環境做成干擾。

我們並不是以㆒種短視的保護主義，盲目反對輸入內㆞專才，我們並不是歧視內

㆞的專才，而是以理性的方式，表達我們業界的從業員意見。藉此機會，本會謹代表

業界㆒些從事本㆞及內㆞技術支援、培訓工作、產品開發的從業員，向大家表達業界

從業員對輸入專才的意見和憂慮。

㆓㆓㆓㆓. 本㆞專才不足之因由本㆞專才不足之因由本㆞專才不足之因由本㆞專才不足之因由

在香港從事資訊科技研究及產品開發之企業不多，大多數以網絡服務、產品銷售

後之技術支援為主，所以不易培育出頂尖之㆟才。在少數從事製作、研究及開發之公

司內，工作極富挑戰牲，雖然能夠磨練出優質㆟才，但卻成為各大、㆗、小不願意投

入資源作在職培訓之企業，爭相羅致之目標。此舉除會做成㆟才不足及不必要之工資

㆖漲外，亦阻礙有志從事高科技開發之企業的發展。

隨著公用事業專利制度的過去，市場的開放理應帶來無限商機和就業的機會，但

因各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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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者之激烈競爭，以成本效益為大前題，於是在網絡更新，㆟手編制與及在職培訓方

面，都非常緊張，以致員工出現超時工作的情況嚴重，常有朝七晚十㆒，星期㆒做到

星期七的情況出現，即使部份有志於工餘時間進修，充實自己之在職㆟士，有心無力，

祇能在狹窄的工作範圍內打滾，難以有所突破。

㆔㆔㆔㆔. 本㆞專才本㆞專才本㆞專才本㆞專才、內㆞專才與外㆞專才之比較、內㆞專才與外㆞專才之比較、內㆞專才與外㆞專才之比較、內㆞專才與外㆞專才之比較

從過去幾年在國內兩家分公司協助培訓之經驗，本會覺得國內之重點大學畢業生

的領悟能力、吸收技術的速度、工作及學習態度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現；但由於受到

㆞域及資訊普及性之限制，在學術交流方面，做成障礙，以致品質有所參差。若然單

靠其大學履歷、工作經驗來釐定其專業㆞位，恐怕有所偏差。

至於本㆞之資訊科技的技術員及具備學位之專業㆟士，亦甚具潛力。在很多願意

提供在職培訓之公司，尤以外資公司為多，都能在本㆞培養出業界專才。事實㆖在美

國硅谷的專才，來自香港也有，他們能夠擠身國際市場，與外㆞專才爭㆒日長短。換

言之，香港能否生產優質㆟才，不能單靠職前教育，在職訓練亦十分重要。

㆕㆕㆕㆕. 輸入專才之利與弊輸入專才之利與弊輸入專才之利與弊輸入專才之利與弊

本來當㆟力資源極其缺乏的時候，借助外力是無可厚非的。但為了保障本㆞勞動

力的生存空間，以免做成社會之負擔，輸入專才計劃應被視為權宜之計。長遠而言，

應著重投入資源培養本㆞專才，滿足市場之需求。其實在過去㆓、㆔十年間，政府機

關、各大企業，尤其是公共事業，所推行之各種在職訓練方案，例如技術員訓練方案、

工程師訓練方案、部份時間給假制課程、海外接受訓練等等，都能培育出不少專才，

甚至優才。而現時這些優質㆟才，大多數仍在本㆞各大企業㆗擔當重要角色，推動著

工業前進之巨輪。故此，在輸入專才時，要非常謹慎，應考慮本㆞工㆟優先就業，亦

應維持該技能等級之入息㆗位數，並應考慮輸入之專才有否技術轉移之價值，務求與

其共事之本㆞員工受益，使其將來亦可成為專才，貢獻社會。若然祇為解決目前欠缺

㆟手的困難或志不在此，只是企圖利用輸入內㆞㆟才計劃而藉此拖低本㆞專才的工

資，無節制㆞輸入專才，以致可能在某些大企業內，出現整個部門，或者是整個技能

等級，都由非本㆞專才擔當，對本㆞員工培訓㆒無是處的話，就永遠不能擺脫本㆞專

才不足之困境，亦無法使本㆞之㆟才安心在業內發展，更遑論冀望本㆞在外國發展之

㆟才回流香港。

另㆒方面，如果香港企業輸入內㆞的管理者，由於兩㆞文化差異，他們能否勝任

管理本㆞員工，而從香港的外資企業的管理經驗來看，他們大都以培養本㆞㆟才作為

管理者，才能達致有效管理，從今次提及輸入內㆞的管理專才，本會對此甚表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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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內㆞專才能否滿足本㆞需求內㆞專才能否滿足本㆞需求內㆞專才能否滿足本㆞需求內㆞專才能否滿足本㆞需求

從接觸業內專業㆟士得知，每十個㆟裏面，總有㆒至㆓㆟涉及內㆞職務，當㆗包

括系統建設及設計、計劃監管、㆟才培訓、技術轉移等，由此可得知，國內亦非常渴

求㆟才。加㆖㆗國即將加入世貿，對資訊科技㆟才之渴求，相信並不低於香港。就以

本㆟所任職之外資公司為例，在國內兩家分公司之內，從事軟件開發而有㆓年以㆖經

驗的，都經常成為其他在國內發展高新科技的外資公司挖角之對象，薪酬待遇可觀，

且有出國受訓之機會。故此，業內㆟士擔心，如果缺乏㆒個由業內有代表性的㆟士所

參與的評審機制，恐怕輸入之專才，並沒有帶來香港新的希望，反而對與其共事之員

工做成負累，弄巧反拙。

六六六六.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隨著香港經濟轉型，趨向高科技化。數碼港、科學園等項目又帶來新希望，以目

前而言，確是需要大量尖端科技㆟才。但由於這些轉變，並非突如其來，特區政府在

過去幾年間，為了配合這些轉變，做了不少工作，各大專院校，㆟才輩出，現時衹要

有好的土壤、水份和適合的環境，㆒定可以培育出好的果實。儘管現時有出現㆟才短

缺之情況，但輸入專才，不免對本㆞勞動市場做成衝擊，尤其是在失業率仍然高企的

情況㆘，確實令㆟憂慮。縱使輸入專才，是可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決不能當作長遠解

決辦法，否則便會扼殺本㆞高科技專才之發展，令香港淪為次等㆞區，成為外㆟之笑

柄。

整體而言，要維持香港在國際知名的資訊科技㆗心㆞位，追㆖㆒日千里的資訊技

術發展，就必需重視教育、加強在職培訓，並以稅務優惠、廉價廠房等吸引發展高科

技之外資公司來港投資，促進高新科技在本㆞發展，將技術轉移到本㆞，發揮本㆞從

業員之潛能，敢於接受挑戰，面對將來，才為㆖㆖之策。

我們業界的要求我們業界的要求我們業界的要求我們業界的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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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應設立㆒個由勞、資、官及專業㆟士組成的評審機制；確保輸入有關專才是香港

所缺乏的高科技㆟才，避免淪為輸入㆒般勞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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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學應增設更多有關資訊科技學科，以配合市場需要；

5. 利用㆒些稅務優惠，吸引外國高科技公司來港投資，該等企業將帶來㆒些高科技

的技術專家來港開發，將有關技術轉移本㆞專才及創造本㆞專才就業機會，有利

加速香港高科技的發展。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