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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辦高峰論壇 探討再工業化


【大公報訊】記者周亮恒報道：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廠商會）昨日舉辦 「香港．創．新工
業」 高峰論壇，探索新形勢下，香港 「再工業化」
的廣闊前景，行政長官李家超指政府將推動優秀科
研成果 「商品化」 ，把握好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
遇。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強調創科發展是重中之重，
創科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將推動更多高增值和高
技術含量的製造工序和生產線落戶香港，進一步完
善創科生態圈和科技生態鏈。

特首李家超以視像形式致辭，指國家主席
習近平七月一日的重要講話提到，香港創新科技產
業迅速興起，勉勵我們把握好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
機遇，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他又指，特區政府將推動香港優秀科研成果
的轉化和商品化，發展高增值的先進製造業，更會
推動香港 「再工業化」 ，確保經濟結構多元、分配
合理及可持續發展。

陳國基：致力製造各方面條件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於論壇上表示，特區政府

將鞏固傳統產業優勢，亦全力發展新事業，並強調
創新科技發展是重中之重。陳續指推動 「再工業
化」 是運用人工智能、新材料及智能生產工序等為
基礎，引進適合香港的高端製造業，同時促進傳統
產業的升級和轉型，以創新科技提升競爭力。政府

將致力為 「再工業化」 製造更適合的條件，包括基
礎建設、財政支援、人才培訓、技術提升及科研。
特區政府會致力加強香港與深圳以及其他大灣區城
市的創科合作，推進深港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
設，推動創科成為區內新經濟引擎，助力打造大灣
區成為 「十四五」 規劃所賦予作為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的角色。

孫東：吸引高新產業落戶香港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發言時表示，將

從多方面積極協助業界提升技術力和生產效率，並
繼續從基建配套、人才、資金、技術及科研等各方

面為 「再工業化」 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他又表示將
與業界共同努力，推動更多高增值和高技術含量的
製造工序和生產線落戶香港，務求精益求精，進一
步完善創科生態圈和科技生態鏈。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指出，香港早已具備人
才、前沿研究、工業基
礎、香港品牌，以及對接
全球體系和國際合作的豐
富經驗，因此更應善用好
優勢，在國家科技和產業
創新事業中，貢獻更多智
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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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倫：學校停辦老師轉行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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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考生出路廣 非一試定生死
中學文憑試剛剛放榜，今

屆考獲 「3322」 最低入讀大學
資格的考生佔42.1%，約六成
考生未能順利升讀大學。方仲

倫認為，DSE並非 「一試定生死」，未能順利
升讀大學的畢業生，可以考慮副學士課程、
毅進文憑等其他出路。 「學生只要有一技之
長，將來薪資未必比大學畢業生低。」

方仲倫表示，因為大學學額有限，DSE
競爭激烈是不爭的事實。但若冒然增加學
額，也會拉低大學的質量。 「學生現在的出
路較以往更多，未取得理想分數的考生，不
妨考慮其他選擇。」 畢業生除了八大院校之
外，還可以考慮副學士課程、高級文憑課程
等。他舉例指，護理副學士的畢業生之後還
能繼續申請學士學位，而其學到的護理專業
常識，將來亦能運用到行業中。

畢業生亦可直接往自己感興趣的職業發
展。方仲倫說，偏科的學生亦有可觀的未
來。體藝方面有天賦的同學可以考慮香港演

藝學院、學生運動員入學計劃等。學生亦可
考慮職業訓練局基礎課程文憑、毅進文憑
等，當中涵蓋幼兒教育、創意攝影、航空服
務、資訊科技等領域。 「學生只要找到適合
自己的方向並接受專業訓練，有一技之長，
將來薪資未必會比大學畢業生低。」

內地升學及就業前景佳
此外，對於今年愈來愈多學生計劃升讀

內地高校，方仲倫認為，內地高校對香港學
生有另外的收生標準，香港學生在內地升學
較容易。而且內地學費、生活費也更便宜，
一般家庭亦可以負擔。學生在內地求學的過
程中亦能收穫人脈。 「內地就業市場較廣，
學生畢業後可去珠三角地區發展，晉升階
梯、待遇等都會不錯。」

多元
發展

小班教學小班教學 招內地生招內地生

解收生不足困境解收生不足困境

▲方仲倫認為，學生人口下降會造
成學校停辦、老師轉行，影響香港
整體教學環境的穩定性。

▶本港近年學生人數持續減少，
2021年中小學生更較前年減少逾
2.5萬人，出現部分分區學位過剩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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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重置合併停辦 解決學額過剩
針對本港近年學生人口下降

的問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早前
在電台節目提到，局方會繼續採
取他區重置、合併和停辦學校等

方法，解決個別地區學額過剩等問題。此外，
留意到教師流失較以往多，會在教師培訓學額
方面作出調節。

調節教師培訓學額
蔡若蓮表示，近年適齡學童人口明顯減

少，屬結構性問題，受到出生率低等各因素影
響，短期內難以改變。教育局會循序漸進及正
視這問題。局方將持續提升學生的學習質素，

包括重置不同地區的學生人口，並透過合併和
停辦部分學校，以穩定教學環境。

蔡若蓮指出，除了教育局的政策外，她亦
希望學校的管理層從長遠做人力資源規劃，
「想長遠一點，各方面大家都出一分力，讓學

齡人口下降問題對學界的衝擊減到最小。」
談及教師流失較多，蔡若蓮指出，學界反

映特別在家政及英文科方面，聘請教師出現困
難，局方未來會加強與師訓機構的聯繫，在教
師培訓學額方面作出調節，令供應更充足。她
認為教師流失有不同原因，有些教師選擇轉
「跑道」 ，比如資訊科技及英文等教師在其他

行業都有需要。

重新
規劃

根據教育局最新公布的
《2021/22學年學生人數統計報
告書》，2021年中小學生人數較
前年減少逾2.5萬人。香港島校長
聯會主席、蘇浙公學校長方仲倫
表示，學生減少的問題一直困擾
香港教育界，對幼稚園以至大學
都有深遠影響，是急需解決的一
大挑戰。

方仲倫說，本港學生人口下
跌是幾個因素共同造成的負面結
果。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香港
出生率下降，2020年的生育率僅
0.87，較往年都低；而近年受疫
情影響，內地跨境生無法來港讀
書，也是一大因素。此外，黑
暴、疫情等原因令不少家庭移
民，亦會導致學生流失。

目前雖有部分學校行小
班教學，但僅針對核心科
目。若更多學校、科目可進
行小班教學，相信能促進教

學成效。
方仲倫認為，長遠來看，學

生人口下降除了會造成學校停
辦、老師轉行，影響香港整體教
學環境的穩定性之外；學校和學
校之間亦可能會相互競爭生源，
而學校老師為了招生，不免需做
一些宣傳推廣工作，耗費原本用
於教學的精力和資源。

面對這一迫在眉睫的情況，
方仲倫建議教育局需要根據人口
發展有一個前瞻性規劃。首先，

業界有意見認為局方應推行小班
教學。因班級規模減少、師生比
例提高後，可以達到較優質的教
育，帶動學習的多樣化及效能，
從而優化學與教。 「目前雖有部
分學校進行小班教學，但僅針對
核心科目。若更多學校、科目可
進行小班教學，相信能促進教學
成效。」

分區規劃亦能維持其他
非生源下降重災區學校的教

學穩定性。
方仲倫說，目前香港十八個

區的情況不同，例如東區、北區
就較其他區的學生數目減少的更
多。他建議局方應按照各區人口
下降的幅度，彈性調整每班的派
位人數，以應對學生人口下跌。
「分區規劃亦能維持其他非生源

下降重災區學校的教學穩定
性。」

疫情令通關無期，香港一般
學校無寄宿安排，老師亦無法肩
負起在生活上照顧學生的責任。
方仲倫認為，局方可以考慮拓展
大灣區內地生源，盡快對內地跨
境生無法來港的情況，提出特別
解決方案。
此外，針對
出生率低的
情況，特區
政府亦應有
相應措施鼓
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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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倫表示，即使文憑試失手，考生仍
有不少繼續升學的選擇或方法。

▲蔡若蓮表示，因應教師流失較以往
多，局方會在培訓學額方面作出調節。

近五年學生人數比較
年份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資料來源：教育局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

幼稚園

155,956
164,935
174,297
174,402
181,147

小學

348,994
364,257
373,228
372,465
362,049

中學

325,927
329,011
327,394
325,498
330,804

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舉辦 「香港
．創．新工業」 高
峰論壇，行政長官

李家超以視像形式致辭，他表示，
特區政府將推動香港優秀科研成果
的轉化和商品化，發展高增值的先
進製造業，更會推動香港 「再工業
化」 。

「再工業化」 並非發展勞動密集
型製造業，而是發展以智能生產為基
礎的高端製造業。香港發展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大量創新科技須透過
高端製造業，轉化成產品，為實現
「再工業化」 創造機遇及條件。

香港 「再工業化」 講了很久，不
能總是坐而論道，要真正行動！但現
實是目的、定位仍然不很清晰，只是
膚淺的不同計劃供市民申請，沒有具
體的論述建構。另外，技工人才更是
嚴重不足。

香港 「再工業化」 ，能避免出現
產業空洞化，為本地創造就業機會，
創造更吸引國際的投資環境。 「再工
業化」 必須在人才方面做好準備，高
端製造業需要大量技術人員，我們要
有政策配套，大力培訓本地專才、吸
納創科精英來港，打通 「再工業化」
最後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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