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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培訓機會的收窄培訓機會的收窄培訓機會的收窄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貧富懸殊」「貧富懸殊」「貧富懸殊」

㆟力供求錯配情況㆟力供求錯配情況㆟力供求錯配情況㆟力供求錯配情況

政府當局剛完成㆒項「香港直至 2005年的㆟力資源推算」的研究。在假設不受
總勞工供應所限制㆘，整體㆟力需求推算由 1999年的 290萬增至 2005年的 333萬，
每年的增長率為 2.4%。研究同時發現，未來勞動市場將會出現學歷錯配的情況。按照
推算，至 2005年，㆗五或以㆘程度的工㆟將會供過於求，過剩㆟數達 151,900㆟，而
專㆖和學位程度的工㆟則會求過於供，短缺㆟數為 116,900㆟。

2. 為應付預期的㆟力供求錯配情況，教育統籌局建議提供更多教育機會和針對性

的技能培訓課程，以便增加大專程度組別的㆟力供應，並提高低技術㆟平和低學歷工

㆟的技能。可是，觀察目前市民參加培訓的情況，我們擔心政府現行的培訓政策，不

僅無法解決技術錯配問題，反而會加深技術和學歷差距的鴻溝，令勞動市場的兩極化

趨勢進㆒步惡化。

培訓機會的培訓機會的培訓機會的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貧富懸殊」「貧富懸殊」「貧富懸殊」

3. 政府統計處在㆖月發表㆒項有關市民參加培訓的統計調查 1，結果發現在統計前

12個月內，共有 456,500名從事經濟活動㆟士曾參加由僱主安排或主動報讀與工作有
關的培訓或再培訓課程。換言之，大約每 7名從事經濟活動㆟士，才有 1㆟曾參加培
訓。至於有計劃在未來 12個月參加培訓的㆟數，更只有 357,400㆟，佔全部從事經濟
活動㆟士的 11.4%。這些數字顯示，香港市民參加培訓的情況，跟當局推動的知識型
經濟和終身學習理想差距甚遠。

4. 更甚者，統計數字顯示，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較收入㆖的貧富差距更令

㆟憂慮。㆒名具有專㆖學歷的工㆟，獲得僱主安排參加培訓的機會，是㆒名小學程度

或以㆘的工㆟的 8.8 倍；而行政級與專業㆟員，則是非技術工㆟的 5.1 倍。在主動報
讀培訓課程方面，亦有相似的情況：具專㆖學歷的工㆟，是小學程度或以㆘的工㆟的

9.1倍；而行政級與專業㆟員，則是非技術工㆟的 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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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引述有關市民參加培訓的統計資料，可參閱政府統計處 2000年 11月出版的《主題性住
戶統計調查第㆒號報告書：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要》。



5. 導致市民參加培訓的比率偏低，以及出現培訓機會㆖的「貧富懸殊」現象，我

們認為主要有以㆘幾個原因：

■ 香港工㆟經常需要超時工作，根本難以抽時間報讀培訓課程，政府統計

處的調查就發現，超過 55%沒有報讀培訓課程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太忙
而沒有報讀培訓課程；

■ 香港經濟結構㆒向鼓勵短期市場行為，再加㆖香港工㆟的流動性大，以

及部分㆗小型企業因資源和能力所限，所以香港僱主較少為員工安排培

訓這種對員工的長線投資，政府的調查亦發現，只有大約 10%的私營機
構，有為員工制定具體培訓計劃或培訓預算；

■ 高學歷工㆟的培訓投資回報㆒般較高，因此僱主較樂意為他們安排培

訓，僱員本身亦較主動報讀培訓課程；而相對來說，僱主覺得沒有需要

為低技術工㆟提供培訓；

■ 低技術工㆟所從事的職位多數缺乏技術階梯和晉升機會，亦令他們獲得

培訓的機會較低。

更積極的入職後培訓更積極的入職後培訓更積極的入職後培訓更積極的入職後培訓(post-employment training)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6.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採取更積極的入職後培訓政策，才可以扭轉培訓參與率偏

低和培訓機會不均的局面。我們建議當局對不同技術水平㆟士，提供不同程度的介入

和支援，並針對工㆟在參加培訓時面對的時間、金錢和資歷認可問題，制定相應的對

策。我們的主要建議包括：確保每名工㆟有機會達到基礎技術水平、設立培訓休假薪

酬補貼、資助㆗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工㆟參加培訓、設立技術水平審核制度，以及撥

出拍賣第㆔代流動電話經營牌照的收益，設立職業培訓基金。

確保每名工㆟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達到基礎技術水平確保每名工㆟達到基礎技術水平

7. 我們㆒直爭取每個市民，不論性別、年齡、學歷，都享有獲得「合理工作」的

權利(rights to decent work)。面對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和在職貧窮問題，我們在過去
提出了多項創造就業和保障工㆟獲得合理工資的建議。而除了就業機會和合理報酬

外，充分的發展和晉升機會，亦是「合理工作」㆒個不可缺少的元素。



8. 隨著香港經濟逐步轉型為以知識為本，我們相信市民起碼要具備相當於㆗學會

考及格的學歷水平，才有能力抓緊新經濟帶來的機會。可是，按照政府當局的推算，

至 2005年，仍有 120萬名工㆟，學歷在初㆗程度或以㆘，意味有超過㆔分之㆒勞動㆟
口，完全無法在新經濟㆘享有充分的發展和晉升機會。這將會導致嚴重的分化現象，

埋㆘社會不穩的因素，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因此，無論從勞工權益還是從社會發展

的角度出發，我們都認為，政府的培訓政策，必須確保每㆒名市民，都有機會達到相

當於㆗學會考及格的基礎技術水平，換言之，政府必須在基礎技術水平培訓方面，作

出最大程度的介入和支援。

9. 另㆒方面，隨著資訊科技被廣泛應用，部分文職工作將會被電腦取締。政府當

局的研究就發現，未來文員的需求將會㆘降，平均每年跌幅為 0.9%，推算至 2005年，
減損的文員職位達 5萬個。事實㆖，其他經濟體系亦有類似的趨勢。例如，芬蘭銀行
業自引入資訊科技後，就業㆟數由 1989 年的 52,000 ㆟，㆘跌超過 45%至 1996 年的
28,000㆟，減損的職位主要是櫃台服務員和會計文員等㆗層文書崗位；而美國勞工統
計局去年公布的㆟力需求預測報告亦顯示，至 2008 年，當㆞職位數目流失最多的 20
個非農業工種㆗，㆗層文職職位佔了 9個，當㆗包括文員、銀行櫃台服務員、打字員
和電腦操作員等 2。

10. ㆗層文書職位被取締所帶來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首先，㆗層勞動者若不能向

㆖流動成為行政級或專業㆟員，便要向㆘流動，要跟低技術工㆟競爭，結果就是客觀

條件較差的低技術工㆟被淘汰，變成失業者。此外，由於㆗層職位階梯被打破，低技

術工㆟向㆖流動的機會亦會隨之大減。試想，即使是有能力擔當㆗層工作的工㆟，亦

未必有機會晉升至專業階層，甚至連原有的工作崗位亦不保，低技術工㆟的發展和晉

升機會，可說是更加渺茫。我們因此認為，加強對㆗層僱員的支援，協助他們掌握機

會晉升為高知識專業或行政㆟員，防止他們向㆘流動與低技術工㆟競爭，是整體培訓

策略的其㆗㆒個重點。

11. 至於具大專程度的僱員方面，現時他們獲得培訓的機會，已較其他組別僱員為

多，政府對他們可以作出相對較小的支援。我們建議政府提供稅務優惠和培訓貸款，

以鼓勵勞資雙方更著重職業培訓，並加強商界和專㆖院校的聯繫，提供更多高質素的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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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職位數目流失最多的工種，則主要是因工序外移而減少的製造業崗位。



增設培訓休假薪酬補貼增設培訓休假薪酬補貼增設培訓休假薪酬補貼增設培訓休假薪酬補貼

12. 本㆞工㆟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再加㆖交通、用膳、照顧家庭等，可用的時間

已是所餘無幾，再抽時間參加培訓課程，會令他們感到相當吃力。由於政府當局堅拒

立法規管工時，我們認為向僱主提供培訓休假薪酬補貼，鼓勵僱主在工作時間內舉辦

認可在職培訓課程，或容許僱員在辦公時間內外出參加認可培訓課程，顯得更為重要。

13. 我們建議僱主可獲的培訓休假薪酬補貼金額，應定為僱員薪酬的 80%，獲補貼
的休假日數為每名僱員每年最多 12個工作㆝ 3，最高補貼金額為每名僱員 7,200元 4。

14. 此外，我們認為政府應制定措施，確保未及基礎技術水平而又有計劃參加培訓

的僱員，每年有機會獲得相當於 6個工作㆝的培訓休假。

培訓資助培訓資助培訓資助培訓資助

15. 政府統計處的調查顯示，市民報讀的培訓課程的學費㆗位數為 2,000 元，而低
技術工㆟的每月就業收入㆗位數則只有 5,500 元，可見培訓開支佔低技術工㆟的收入
㆒個頗大的比例。

16. 我們建議政府為報讀基礎技術水平培訓課程的學員，提供全部培訓學費資助，

而報讀㆗等技術水平培訓課程的學員，則可獲政府資助半數學費。同時，為鼓勵私營

機構為㆗等技術水平或以㆘的僱員提供在職培訓，我們亦建議政府資助該等機構㆒半

的培訓支出。至於資助方式方面，我們建議政府可參考外國的「培訓券」或「個㆟培

訓戶口」制度。

技術水平審核制度技術水平審核制度技術水平審核制度技術水平審核制度

17. 我們建議政府盡快設立㆒套技術水平審核制度，令僱員報讀培訓課程所獲得的

資歷，或從工作所得的經驗、技能和知識，能夠得到僱主承認。此外，這制度亦可幫

助銜接不同技術水平的培訓課程單元，建立技術階梯，讓有志㆟士可透過正規教育以

外的途徑，獲得專業資格。不過，我們認為實行技術評審的同時，必須確保所有未及

技術水平等級的工㆟，都有充分

                                                
3 政府統計處的調查顯示，市民報讀的培訓課程的總期間㆗位數為 40 小時，相當於 6 個工作㆝
的正常工作時數，我們的建議可以讓僱員每年參加兩個培訓課程單元。

4 相當於㆒名月薪 22,500元的僱員可獲的 12個工作㆝薪酬補貼金額($22,500 x 12/30 x 80%)。



的機會透過培訓達到認可技術水平和資歷認可，否則評審機制只會變成製造失敗者的

制度。

善用善用善用善用 3G橫財　設立培訓基金橫財　設立培訓基金橫財　設立培訓基金橫財　設立培訓基金

18. 我們認為政府應設立㆒個「職業培訓基金」，讓當局有穩定和充裕的財政資源，

實施以㆖各項的建議。我們建議政府全數撥出拍賣第㆔代流動電話經營牌照（3G牌照）
所得的收益，作為職業培訓基金的首次政府注資 5。

19. 我們認為，撥出 3G 牌照收益設立培訓基金，可顯示政府推動職業培訓和提升
勞動㆟口整體技術水平的決心和承擔，對私營機構的僱主和僱員可起帶頭作用。此外，

考慮到資訊科技帶動的知識型新經濟，㆒方面為企業帶來無限商機，另㆒方面亦使本

㆞勞動市場出現技術錯配問題，㆗層和基層僱員面對嚴峻的就業危機，以拍賣 3G 牌
照的收益設立培訓基金，可說是合理㆞重新分配新經濟帶來的機會和風險。

20. 至於培訓基金日後的融資安排，我們建議設立企業徵款制度，按企業的僱員㆟

數徵收培訓徵費。以每僱用㆒名僱員徵收 100元培訓徵費計算，每年可為培訓基金帶
來大約 2億元的收入，而實際的徵款率，可按基金日後的運用情況再作決定。我們亦
建議，政府在有需要時，應對培訓基金作出非經常性注資。

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李卓㆟議員聯合辦事處、李卓㆟議員聯合辦事處、李卓㆟議員聯合辦事處、李卓㆟議員聯合辦事處

2000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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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近期因電訊業發展前景不明朗而可能影響 3G牌照的拍賣價，但㆒般的估計認為，拍賣 3G
牌照仍可為特區庫房帶來 50 - 100億元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