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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權委（01/006） 


填補建造業人力缺口需改善業界環境 


回應建造業議會人力預測報告 


 


今日建造業議會公布人力預測報告，預計未來十年的建造業的總工程量可達每


年 3,000億港元水平，與此同時到 2027年亦將有 5.5萬個人力空缺。工聯會權益


委員會（下稱「工聯權委」）認為工程量增加是好事，但面對大量的空缺，政府及


業界應善用未來四年時間，作出有效及前瞻性的規劃，透過改善業界的職安及工作


環境、推廣業內創新科技應用、加強培訓招聘及宣傳工作，新入行工友以「月薪


制」穩定收入，把建造業打造成有專業、技術，具發展前景的行業，令市民相信


「工字可出頭」，吸納新力軍投身建造行業，填補業界的人力資源缺口。 


 


事實上，本港仍有大量潛在的勞動力可發掘。根據建造業議會的數字，註冊工


人的總數約有 60多萬，當中熟練技工更有 20萬，再加上建造業的失業率 4.8%，


高於平均水平，政府應優先確保本地工人日日有工開。另外，對於不愛文理商學的


青年，政府亦可提供職業專才教育，為初、高中畢業或離校的學生提供職業培訓的


機會，培養行業所需的人手。 


 


改善業界工作環境 加強職安保障 重新打造建造工人形象 


建造業的工作條件一直為人詬病，尤其是職業安全問題及地盤環境欠佳。據資


料統計，去年一共發生 22宗致命工業意外，奪去了 27名工人的寶貴性命。政府


急需正視建造業工業意外頻生的問題，儘早通過調升職安罰則的修例，加強條例的


阻嚇力，杜絕工業意外發生；同時，業界也應改善地盤的工作環境，包括提供躲避


處、衛生的洗手間、穩定的食水供應及清潔洗澡設備等等，令工友能在安全、合理


的環境下工作。 


 


此外，政府多投放資源在宣傳推廣上，改變坊間對建造業「搬搬抬抬」、「地盤


佬」的固有形象，塑造建造業為專業及具發展前景的職業，除吸引香港市民入行


外，也能為新來港及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多一個就業選擇。 


 


善用創新科技提速提效 緩解人手緊張 


對於建築工程大增，人手暫時短缺，建議政府大力推廣創新科技將建築工程提


速提效，如組裝合成建築法及建築信息模型。其中組裝合成透過「先裝後嵌」的概


念，樓宇組件在送達工地前已大致完成，省卻現場施工的程序，降低對勞動力資源


的需求。此外，業界亦應活用建築信息模型，用電腦預演建築的效果，減低建築過







 


程的不確定因素，提升生產力及準確度。 


 


加強招聘培訓工作 新入行工人以「月薪制」包底 


面對勞動力短缺，政府更應增撥資源加強職業培訓工作，與再培訓機構合作，


有多少市民想接受培訓，便悉數開辦足夠的培訓課程，做到「願培訓盡培訓」，令


更多有意入行的市民能有效掌握專業技能。 


 


同時，政府及業界也應推動「先聘請，後培訓」，提供就業培訓一條龍服務，


並引入「月薪制」為初入行的建造新力軍包底，解決新人入行難問題及提供入行初


期的收入保障。 


 


 


傳媒聯絡：工聯會副理事長、權委主任丘燿誠 電話：9232-0235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 


2023年 2月 8日 


 








 


【新聞稿】 


 


公布行業人力供求問卷調查結果 


促請政府做好人力資源規劃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本港經濟開始復甦，各行業卻出現人力供求短缺問題，甚至有聲音要求輸入外勞。故工


聯會早前進行大型問卷調查，訪問逾 9000 名會員，調查結果顯示六成（60.7%）人表示行業


有缺人的情況，主要原因是「人工低、福利差」（51.2%），其次是工作條件差（41.5%）及沒


有晉升前景（31.1%），結果反映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主要癥結在於薪酬待遇及工作條


件欠佳。對於是否同意擴大輸入外勞來補充勞動力，有 53.7% 表示不認同，只有 14.6%表示


認同，31.7%沒有意見，主要擔心就業機會減少、搵工難，工資待遇受壓，佔比均超過五成。 


 


工聯會認為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社會穩定的基礎，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規劃應以就業


優先為本，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為目標。要確保「本地優先就業」，改善僱員薪酬待遇和工


作條件，勞有所得，打工仔女亦能分享發展成果。 


 


工聯會在 3 月 8 至 15 日成功訪問 9,031 名各行各業的工友，並在今日（3 月 19 日）公


布問卷調查結果。 


 


優先發掘和釋放本地勞動力 合理提升薪酬刺激就業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現時本港勞動參與率偏低，仍有不少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特區


應從供需角度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充分發掘和釋放本港勞動力。根據統計處資料，現時本港


勞動人口約 376 萬，但勞動參與率僅得 57.9%，在亞州四小龍中居於末位（新加坡 70%、南


韓 63.3%、台灣 59.2），亦遠低於澳門（68.5%）。而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同樣偏低，25-54 歲壯


齡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 2021 年仍為 72.7%，遠低於男性的 93.4%的相應數字。由此可見，本


港的勞動力市場仍有很大的發掘潛力空間。 


 


調查顯示，逾五成（51.2%）人認為缺人的主要原因是「人工低、福利差」，其次是「工


作條件差」（41.5%）。有六成半（65.5%）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加人工、增福利」能有效改善


行業缺人的問題，其次改善行業工作環境、更好的行業晉升階梯和擴展「先聘請、後培訓」


吸引本地人入行等，都佔超過四成。黃國認為結果反映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主要癥結


在於薪酬待遇及工作條件欠佳，期望特區政府在人力資源規劃上要对症下藥，通過增加職位


吸引力刺激更多就業，亦有助減緩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 


 







 


行業缺人癓結在薪酬待遇 逾五成不認同擴大輸入外勞 


對於近期有聲音要求輸入外勞，被訪者中有逾五成（53.7%）不認同以擴大輸入外勞的


方式補充勞動力，認為輸入外勞會令「人工待遇未能提升」（53.4%）、「就業機會減少，搵工


難」（52.4%）及「抑制僱主改善工作條件的意欲（如職安／工時）」（36.4%）。今次調查亦特


別了解建造及運輸業兩個人手短缺較嚴重的行業工友意見，結果有 67.4%及 62.3%不認同擴


大輸入外勞，比其他行業反對聲音更大。 


 


建造業和運輸業缺人原因有明顯的差別。在 1,599 名受訪的建造業工友中，缺人原因綜


合有多個方面，包括人工低、福利差佔 40.4%，工作條件差佔 39.0%，「新人難入行、工作不


穩定」佔 36.3%及「公營工程推出欠規劃，一時飽死，一時餓死」佔 29.6%；相反，在 1,225


名運輸業受訪工友中，人工低、福利差佔 68.0%，意見非常集中，是缺人的主要原因。 


 


不約而同，無論整體數據，或建造和運輸兩個行業工友， 皆認為「加人工、增福利」


及「改善工作環境」可以有效改善行業缺人的問題。薪酬待遇絕對是吸引人才入行的最大誘


因，第五波疫情初期，社署曾以月薪 31,150 元緊急招聘臨時合約護理員，短時間便內收到超


過 5,500 人報名，正好反映合理提升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有相應的回報，是吸引人手的重要


手段。 


 


推動行業改善工作條件  


工聯會副理事長、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表示工時長、工作量大、壓力大等等依然是本


港打工仔女的寫照。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建議，僱員每周平均工作時數應為 40 小時，多於 48


小時則為過長，但問卷中逾七成（73.3%）受訪者的工時高於建議水平，其中 3 成（32.7%）


每周工時更是 48 小時以上，調查結果從側面反映出工友就業質素的惡劣情況。工作環境差


也是行業缺人的原因之一，如建造業的地盤環境及職安環境，業界及政府應推動相關政策改


善行業的工作條件。 


 


建造業要多管齊下解決人手荒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唐浩為表示，現時大量工程同時上馬，政府在創造就業機會


的同時，並未有衡量行業內人手是否足以配合發展，希望政府將所有公務工程有序地推出，


避免多項工程同期展開，減少發展商爭搶相同工種技術工人的機會，避免出現「一時做死，


一時餓死」苦況。另外，他提到政府大力推行的組裝合成建築法（MiC）的預制組件的工序


仍在內地進行，故建議政府在本地建設 MiC 預制組件的工場，讓本地工人可參與工序，同


時節省預制組件的運送及驗收往來所需的時間，加快建築速率。 


 


唐浩為亦建議政府加強培訓工作，開辦悉數的課程，如「白紙升中工」等，及積極推出







 


「一技多能」政策，讓工人能夠掌握一門或多門技術，增加勞動就業率；同時，優化「先聘


請，後培訓」的模式，增撥資源完善就業配對工作，讓有意投身建造業的工友，可多方面接


收招聘消息，解決新人入行難的問題。 


 


汽車工會：本港司機待遇要提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會務主任何志強表示，社會開始復常之際，職業司機在薪酬待遇


和工作環境並未得到改善，的士司機需自費租車，而且收入不穩。雖然其他車種標榜月薪可


達兩萬元，但事實上需透過長時間的 OT（超時工作）才可達致，職業司機需面對高強度的


工作及超長工時，部分車種更要自行承擔額外工作成本，久而久之出現職業司機流失及沒有


新人願意入行情況。他認為解決運輸業的勞工短缺的問題，需要有效地改善的工作條件，吸


引更多人投身到運輸行業。 


 


工聯會建議政府全面檢討及完善人力資源規劃，樹立就業優先為本，促進高質量充分就


業為目標，確保「本地優先就業」，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打工仔女在參與經濟建設貢獻


社會的同時，亦能分享發展成果，有更大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具體建議如下： 


1, 深入研究和分析本地勞動參與率偏低原因，採取更主動積極具針對性的措施，充分發


掘和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如果能夠達到新加坡、澳門等七成勞動參與率，便會增加超過 40


萬勞動人口； 


2, 推動人手相對緊張的行業優先提高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刺激就業； 


3, 改善本港工作條件，加強勞工保障，包括加強職業安全，減少長工時，減低高強勞動等； 


4, 加強培訓就業一條龍服務，推行月薪、兼職等多種就業模式，解決建造新人入行難和婦


女就業難等的問題； 


5, 加強人力資源需求側規劃，積極推動本港產業升級，提高科技應用水平，採取先進的生


產方式，提高社會整體勞動生產效率。 


 


工聯會理事長及立法會議員黃國，電話：9653-9401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電話：9232-0235 


 


 


 


 


香港工會聯合會 


2023 年 3 月 19 日 


 


 







 


 


附表: 


 


現時政府計劃擴大輸入外勞來補充勞動力，


請問你是否認同政府這做法？ 


整體 建造業 運輸業 


□ 十分不認同 24.9% 34.3% 35.4% 


□ 不認同  28.8% 33.1% 26.9% 


□ 沒有意見 31.7% 23.5% 27.9% 


□ 認同 11.7% 7.4% 7.8% 


□ 十分認同 2.9% 1.6% 1.9%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51.2% 


□ 工作條件差（如工時長、工作量大、工


作環境差） 


41.5% 


□ 沒有晉升前景 31.1%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23.5%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27.7% 


□ 其他：＿＿＿＿＿＿＿＿（請列明） 5.3%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行業缺人問


題？ 


比例 


□ 加人工、增福利 65.5% 


□ 改善行業工作環境 47.5% 


□ 檢討行業晉升階梯，優先助本地工人晉


升 


46.4%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


行 


40.9% 


□ 加強宣傳推廣，改善行業形象 25.9% 


□ 其他：＿＿＿＿＿＿＿＿（請列明） 1.0% 


□ 不知道／不適用 6.5% 


 


 


 







 


 


建造業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40.4% 


□ 工作條件差（如地盤環境惡劣、職安問題嚴重） 39.0% 


□ 公營工程推出欠規劃，「一時飽死，一時餓死」 29.6% 


□ 新人難入行、工作不穩定 36.3%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22.1% 


□ 沒有晉升前景 18.9%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11.6% 


□ 其他：＿＿＿＿＿＿＿＿（請列明） 6.4%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缺人問題？ 比例 


□ 加人工、增加福利 60.4% 


□ 改善工作條件（如職安問題、地盤環境） 51.0%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行 42.5% 


□ 有序規劃所有公務工程，訂立合理施工期 34.1% 


□ 積極推出「一技多能」政策 31.9% 


□ 推動創新建築技術應用 22.3% 


□ 其他：＿＿＿＿＿＿＿＿（請列明） 2.6% 


□ 不知道／不適用 5.4% 


 


運輸業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68.0% 


□ 工作條件差（工時長、工作量大、工作環境差） 9.7% 


□ 上班需承擔額外工作成本（如需面對路上駕駛風


險、需承擔交通意外後責任、車租、油費） 


36.0% 


□ 沒有晉升前景 36.2%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30.1%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25.4% 


□ 其他：＿＿＿＿＿＿＿＿（請列明） 7.3%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缺人問題？ 比例 


□ 加人工、增福利 73.6% 


□ 改善行業工作環境 51.8% 


□ 提供燃料補貼 23.2% 


□ 加大力度打擊白牌車 13.9%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行 27.6% 


□ 改善行業形象，吸引青年入行 38.7% 


□ 其他：＿＿＿＿＿＿＿＿（請列明） 2.9% 


□ 不知道／不適用 6.0% 


 








 


【新聞稿】 


2023 權委(01/010) 


 


現時補充勞工計劃機制行之有效 


不應繞過勞顧會 


近日，各行各業要求放寬輸入外地勞工聲音濃烈，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下稱「工


聯權委」）今日（4 月 19 日）聯同行業工會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社會各界認


清各行業人力短缺的成因，針對性地解決根本問題，並優先改善行業的薪酬待遇、


工作環境及加強培訓等，保障本地工人高質量充分就業，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而


非大量輸入外勞解決人手短缺問題，造成惡性循環，令本地從業員的生計受到衝擊，


行業的薪酬待遇及工作條件也無從改善。 


 


出席的行業工會代表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香


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工聯權委認為就業是民生之本，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特區政府聚焦發展經濟的


同時，也必須要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讓打工仔女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面對人手短


缺的情況，特區政府應優先檢視行業的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工作條件是否合適，確


保「本地優先就業」，積極推動行業改善僱員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從根本上解決問


題，才能解民生所憂。如果市場一時缺人便為廉價外勞大開中門，只會損害本地工


人的利益，徒增社會怨氣。 


 


本地仍有龐大勞動力待發掘 合理加薪可刺激就業 


工聯權委主任丘燿誠指出，當行業人手緊張，在供求關係下一般會引致工資上


漲，但現時人才市場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在過去十年間（2012


年第四季至 2022 年第四季）的實質工資指數的增長僅為 10.1%，本地工人未有因勞


動力短缺而獲得調薪的機會。事實上，本港仍有龐大的潛在勞動力待發掘，薪酬待


遇是就業的最大誘因，惟部分行業的工資實在過低未能刺激就業，如專線小巴司機、


護理員等等。 


 


同時，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現時本港勞動人口約為 376 萬，但實際的勞動參


與率僅得 57.9%，遠低於鄰近地區，如勞動參與率可達至新加坡的 70%，可增加 40


萬的勞動人口。另外，失業人口及就業不足人口分別也有約 11.5 萬及 4.8 萬，反映


香港尚有人力資源可動用。 







 


故此，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規劃要對症下藥，通過提升職位的吸引力，引導失


業人士投身缺人工種，以刺激更多就業，解決「有工冇人做」的問題。 


 


「有工冇人做」是工作條件差所致 


部分「有工冇人做」的崗位，一眾行業工會代表皆表示，除薪酬待遇的問題外，


工作條件差也是其中原因。例如建造業收入不穩定、職安問題沒有保障；航空業上


班通勤時間長、車費貴；飲食業工時長、落場傳統制度難接受；護理業工時長，沒


有晉升空間等等。 


 


在以上種種問題下，市場自然難以招聘人手，如果政府只考慮僱主感受，放寬


輸入外勞以緩解現狀，短期內或可解決人手荒的問題，但勞工的就業質素將再無從


改善，造成更深層次的矛盾。 


 


「補充勞工計劃」行之有效 緩個別行業人手荒 


輸入外勞的大前提是要做足改善就業質素，全面增加薪酬待遇等條件。當前針


對個別行業、個別工種人手短缺，確實請不到本地合適勞工，可以通過「補充勞工


計劃」輸入，而不是另闢蹊徑要求推出特別計劃，繞過勞顧會的監察。 


 


工聯權委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全面檢討和制定人力資源政策，確保「本地優先就


業」，解決「有工冇人做」的問題，改善就業質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當中包括： 


1. 推動人手相對緊張的行業優先提高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刺


激就業； 


2. 改善本港工作條件，加強勞工保障，包括加強職業安全，減少長工時，減


低高強勞動等； 


3. 加強職業培訓工作，提高培訓津貼，實行「先聘請、後培訓」，提供培訓


與就業一條龍服務，解決新人入行難的問題。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 


 2023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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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23 權委(01/010) 

 

現時補充勞工計劃機制行之有效 

不應繞過勞顧會 

近日，各行各業要求放寬輸入外地勞工聲音濃烈，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下稱「工

聯權委」）今日（4 月 19 日）聯同行業工會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社會各界認

清各行業人力短缺的成因，針對性地解決根本問題，並優先改善行業的薪酬待遇、

工作環境及加強培訓等，保障本地工人高質量充分就業，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而

非大量輸入外勞解決人手短缺問題，造成惡性循環，令本地從業員的生計受到衝擊，

行業的薪酬待遇及工作條件也無從改善。 

 

出席的行業工會代表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香

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醫院診所護理業職工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工聯權委認為就業是民生之本，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特區政府聚焦發展經濟的

同時，也必須要切實排解民生憂難，讓打工仔女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面對人手短

缺的情況，特區政府應優先檢視行業的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工作條件是否合適，確

保「本地優先就業」，積極推動行業改善僱員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從根本上解決問

題，才能解民生所憂。如果市場一時缺人便為廉價外勞大開中門，只會損害本地工

人的利益，徒增社會怨氣。 

 

本地仍有龐大勞動力待發掘 合理加薪可刺激就業 

工聯權委主任丘燿誠指出，當行業人手緊張，在供求關係下一般會引致工資上

漲，但現時人才市場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在過去十年間（2012

年第四季至 2022 年第四季）的實質工資指數的增長僅為 10.1%，本地工人未有因勞

動力短缺而獲得調薪的機會。事實上，本港仍有龐大的潛在勞動力待發掘，薪酬待

遇是就業的最大誘因，惟部分行業的工資實在過低未能刺激就業，如專線小巴司機、

護理員等等。 

 

同時，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現時本港勞動人口約為 376 萬，但實際的勞動參

與率僅得 57.9%，遠低於鄰近地區，如勞動參與率可達至新加坡的 70%，可增加 40

萬的勞動人口。另外，失業人口及就業不足人口分別也有約 11.5 萬及 4.8 萬，反映

香港尚有人力資源可動用。 



 

故此，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規劃要對症下藥，通過提升職位的吸引力，引導失

業人士投身缺人工種，以刺激更多就業，解決「有工冇人做」的問題。 

 

「有工冇人做」是工作條件差所致 

部分「有工冇人做」的崗位，一眾行業工會代表皆表示，除薪酬待遇的問題外，

工作條件差也是其中原因。例如建造業收入不穩定、職安問題沒有保障；航空業上

班通勤時間長、車費貴；飲食業工時長、落場傳統制度難接受；護理業工時長，沒

有晉升空間等等。 

 

在以上種種問題下，市場自然難以招聘人手，如果政府只考慮僱主感受，放寬

輸入外勞以緩解現狀，短期內或可解決人手荒的問題，但勞工的就業質素將再無從

改善，造成更深層次的矛盾。 

 

「補充勞工計劃」行之有效 緩個別行業人手荒 

輸入外勞的大前提是要做足改善就業質素，全面增加薪酬待遇等條件。當前針

對個別行業、個別工種人手短缺，確實請不到本地合適勞工，可以通過「補充勞工

計劃」輸入，而不是另闢蹊徑要求推出特別計劃，繞過勞顧會的監察。 

 

工聯權委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全面檢討和制定人力資源政策，確保「本地優先就

業」，解決「有工冇人做」的問題，改善就業質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當中包括： 

1. 推動人手相對緊張的行業優先提高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刺

激就業； 

2. 改善本港工作條件，加強勞工保障，包括加強職業安全，減少長工時，減

低高強勞動等； 

3. 加強職業培訓工作，提高培訓津貼，實行「先聘請、後培訓」，提供培訓

與就業一條龍服務，解決新人入行難的問題。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 

 2023 年 4 月 19 日 

 



 

【新聞稿】 

 

公布行業人力供求問卷調查結果 

促請政府做好人力資源規劃 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 

 

本港經濟開始復甦，各行業卻出現人力供求短缺問題，甚至有聲音要求輸入外勞。故工

聯會早前進行大型問卷調查，訪問逾 9000 名會員，調查結果顯示六成（60.7%）人表示行業

有缺人的情況，主要原因是「人工低、福利差」（51.2%），其次是工作條件差（41.5%）及沒

有晉升前景（31.1%），結果反映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主要癥結在於薪酬待遇及工作條

件欠佳。對於是否同意擴大輸入外勞來補充勞動力，有 53.7% 表示不認同，只有 14.6%表示

認同，31.7%沒有意見，主要擔心就業機會減少、搵工難，工資待遇受壓，佔比均超過五成。 

 

工聯會認為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社會穩定的基礎，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規劃應以就業

優先為本，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為目標。要確保「本地優先就業」，改善僱員薪酬待遇和工

作條件，勞有所得，打工仔女亦能分享發展成果。 

 

工聯會在 3 月 8 至 15 日成功訪問 9,031 名各行各業的工友，並在今日（3 月 19 日）公

布問卷調查結果。 

 

優先發掘和釋放本地勞動力 合理提升薪酬刺激就業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現時本港勞動參與率偏低，仍有不少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特區

應從供需角度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充分發掘和釋放本港勞動力。根據統計處資料，現時本港

勞動人口約 376 萬，但勞動參與率僅得 57.9%，在亞州四小龍中居於末位（新加坡 70%、南

韓 63.3%、台灣 59.2），亦遠低於澳門（68.5%）。而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同樣偏低，25-54 歲壯

齡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 2021 年仍為 72.7%，遠低於男性的 93.4%的相應數字。由此可見，本

港的勞動力市場仍有很大的發掘潛力空間。 

 

調查顯示，逾五成（51.2%）人認為缺人的主要原因是「人工低、福利差」，其次是「工

作條件差」（41.5%）。有六成半（65.5%）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加人工、增福利」能有效改善

行業缺人的問題，其次改善行業工作環境、更好的行業晉升階梯和擴展「先聘請、後培訓」

吸引本地人入行等，都佔超過四成。黃國認為結果反映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主要癥結

在於薪酬待遇及工作條件欠佳，期望特區政府在人力資源規劃上要对症下藥，通過增加職位

吸引力刺激更多就業，亦有助減緩嚴重的在職貧窮問題。 

 



 

行業缺人癓結在薪酬待遇 逾五成不認同擴大輸入外勞 

對於近期有聲音要求輸入外勞，被訪者中有逾五成（53.7%）不認同以擴大輸入外勞的

方式補充勞動力，認為輸入外勞會令「人工待遇未能提升」（53.4%）、「就業機會減少，搵工

難」（52.4%）及「抑制僱主改善工作條件的意欲（如職安／工時）」（36.4%）。今次調查亦特

別了解建造及運輸業兩個人手短缺較嚴重的行業工友意見，結果有 67.4%及 62.3%不認同擴

大輸入外勞，比其他行業反對聲音更大。 

 

建造業和運輸業缺人原因有明顯的差別。在 1,599 名受訪的建造業工友中，缺人原因綜

合有多個方面，包括人工低、福利差佔 40.4%，工作條件差佔 39.0%，「新人難入行、工作不

穩定」佔 36.3%及「公營工程推出欠規劃，一時飽死，一時餓死」佔 29.6%；相反，在 1,225

名運輸業受訪工友中，人工低、福利差佔 68.0%，意見非常集中，是缺人的主要原因。 

 

不約而同，無論整體數據，或建造和運輸兩個行業工友， 皆認為「加人工、增福利」

及「改善工作環境」可以有效改善行業缺人的問題。薪酬待遇絕對是吸引人才入行的最大誘

因，第五波疫情初期，社署曾以月薪 31,150 元緊急招聘臨時合約護理員，短時間便內收到超

過 5,500 人報名，正好反映合理提升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有相應的回報，是吸引人手的重要

手段。 

 

推動行業改善工作條件  

工聯會副理事長、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表示工時長、工作量大、壓力大等等依然是本

港打工仔女的寫照。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建議，僱員每周平均工作時數應為 40 小時，多於 48

小時則為過長，但問卷中逾七成（73.3%）受訪者的工時高於建議水平，其中 3 成（32.7%）

每周工時更是 48 小時以上，調查結果從側面反映出工友就業質素的惡劣情況。工作環境差

也是行業缺人的原因之一，如建造業的地盤環境及職安環境，業界及政府應推動相關政策改

善行業的工作條件。 

 

建造業要多管齊下解決人手荒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副理事長唐浩為表示，現時大量工程同時上馬，政府在創造就業機會

的同時，並未有衡量行業內人手是否足以配合發展，希望政府將所有公務工程有序地推出，

避免多項工程同期展開，減少發展商爭搶相同工種技術工人的機會，避免出現「一時做死，

一時餓死」苦況。另外，他提到政府大力推行的組裝合成建築法（MiC）的預制組件的工序

仍在內地進行，故建議政府在本地建設 MiC 預制組件的工場，讓本地工人可參與工序，同

時節省預制組件的運送及驗收往來所需的時間，加快建築速率。 

 

唐浩為亦建議政府加強培訓工作，開辦悉數的課程，如「白紙升中工」等，及積極推出



「一技多能」政策，讓工人能夠掌握一門或多門技術，增加勞動就業率；同時，優化「先聘

請，後培訓」的模式，增撥資源完善就業配對工作，讓有意投身建造業的工友，可多方面接

收招聘消息，解決新人入行難的問題。 

汽車工會：本港司機待遇要提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會務主任何志強表示，社會開始復常之際，職業司機在薪酬待遇

和工作環境並未得到改善，的士司機需自費租車，而且收入不穩。雖然其他車種標榜月薪可

達兩萬元，但事實上需透過長時間的 OT（超時工作）才可達致，職業司機需面對高強度的

工作及超長工時，部分車種更要自行承擔額外工作成本，久而久之出現職業司機流失及沒有

新人願意入行情況。他認為解決運輸業的勞工短缺的問題，需要有效地改善的工作條件，吸

引更多人投身到運輸行業。 

工聯會建議政府全面檢討及完善人力資源規劃，樹立就業優先為本，促進高質量充分就

業為目標，確保「本地優先就業」，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打工仔女在參與經濟建設貢獻

社會的同時，亦能分享發展成果，有更大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具體建議如下： 

1, 深入研究和分析本地勞動參與率偏低原因，採取更主動積極具針對性的措施，充分發

掘和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如果能夠達到新加坡、澳門等七成勞動參與率，便會增加超過 40

萬勞動人口； 

2, 推動人手相對緊張的行業優先提高薪酬待遇，辛勞付出應有合理回報，刺激就業； 

3, 改善本港工作條件，加強勞工保障，包括加強職業安全，減少長工時，減低高強勞動等； 

4, 加強培訓就業一條龍服務，推行月薪、兼職等多種就業模式，解決建造新人入行難和婦

女就業難等的問題； 

5, 加強人力資源需求側規劃，積極推動本港產業升級，提高科技應用水平，採取先進的生

產方式，提高社會整體勞動生產效率。 

工聯會理事長及立法會議員黃國，電話：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丘燿誠，電話： 

香港工會聯合會 

2023 年 3 月 19 日 

ppskwong
文字方塊

ppskwong
文字方塊



 

 

附表: 

 

現時政府計劃擴大輸入外勞來補充勞動力，

請問你是否認同政府這做法？ 

整體 建造業 運輸業 

□ 十分不認同 24.9% 34.3% 35.4% 

□ 不認同  28.8% 33.1% 26.9% 

□ 沒有意見 31.7% 23.5% 27.9% 

□ 認同 11.7% 7.4% 7.8% 

□ 十分認同 2.9% 1.6% 1.9%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51.2% 

□ 工作條件差（如工時長、工作量大、工

作環境差） 

41.5% 

□ 沒有晉升前景 31.1%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23.5%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27.7% 

□ 其他：＿＿＿＿＿＿＿＿（請列明） 5.3%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行業缺人問

題？ 

比例 

□ 加人工、增福利 65.5% 

□ 改善行業工作環境 47.5% 

□ 檢討行業晉升階梯，優先助本地工人晉

升 

46.4%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

行 

40.9% 

□ 加強宣傳推廣，改善行業形象 25.9% 

□ 其他：＿＿＿＿＿＿＿＿（請列明） 1.0% 

□ 不知道／不適用 6.5% 

 

 

 



 

 

建造業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40.4% 

□ 工作條件差（如地盤環境惡劣、職安問題嚴重） 39.0% 

□ 公營工程推出欠規劃，「一時飽死，一時餓死」 29.6% 

□ 新人難入行、工作不穩定 36.3%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22.1% 

□ 沒有晉升前景 18.9%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11.6% 

□ 其他：＿＿＿＿＿＿＿＿（請列明） 6.4%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缺人問題？ 比例 

□ 加人工、增加福利 60.4% 

□ 改善工作條件（如職安問題、地盤環境） 51.0%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行 42.5% 

□ 有序規劃所有公務工程，訂立合理施工期 34.1% 

□ 積極推出「一技多能」政策 31.9% 

□ 推動創新建築技術應用 22.3% 

□ 其他：＿＿＿＿＿＿＿＿（請列明） 2.6% 

□ 不知道／不適用 5.4% 

 

運輸業 

請問你認為行業缺人的主要原因是？ 比例 

□ 人工低、福利差 68.0% 

□ 工作條件差（工時長、工作量大、工作環境差） 9.7% 

□ 上班需承擔額外工作成本（如需面對路上駕駛風

險、需承擔交通意外後責任、車租、油費） 

36.0% 

□ 沒有晉升前景 36.2% 

□ 形象差、年青人不願入行 30.1% 

□ 疫情期間人手流失 25.4% 

□ 其他：＿＿＿＿＿＿＿＿（請列明） 7.3% 

 

 



 

 

請問你認為政府應如何改善缺人問題？ 比例 

□ 加人工、增福利 73.6% 

□ 改善行業工作環境 51.8% 

□ 提供燃料補貼 23.2% 

□ 加大力度打擊白牌車 13.9% 

□ 擴展「先聘請、後培訓」吸引本地人入行 27.6% 

□ 改善行業形象，吸引青年入行 38.7% 

□ 其他：＿＿＿＿＿＿＿＿（請列明） 2.9% 

□ 不知道／不適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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