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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香港部分行業
勞動力不足，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
示，政府了解香港很
多行業正面對人力短

缺的挑戰，會在優先保

障本地工人就業情況下，針對明顯人力不
足的行業，積極考慮輸入勞工，至於具體
細節要留待推出措施時再交代。

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面對人力短缺
問題，短暫輸入外勞是無可厚非，但應該
先做好準確的人力供求評估，以培訓改善
勞動力錯配，適當改善薪酬及工作條件。

個別行業人手荒 研適度輸入外勞
政府：優先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議員：短暫引入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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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計劃在今年年中就 「高才通」 計劃進行中期檢討。

建造業議會預測
2027年欠4萬工人

高才通已接1.7萬申請 逾萬宗獲批


【大公報訊】政府去年底推出 「高端人
才通行證計劃」 （簡稱 「高才通」 ），吸納
高收入人才和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來港發
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立法會
大會回答議員提問時表示，截至本月14日，
共收到逾17000宗申請，逾10000宗獲批。勞
福局會在今年中就計劃進行中期檢討。

度身支援鼓勵落戶發展
孫玉菡說，政府正分析計劃申請人的資

料及數據，包括性別、年齡、工作經驗、職
業界別、收入及來源地等，從而分析需否就
計劃的細節作調整。他又說，政府歡迎外來

人才來港作長遠發展，特區政府人員會主動
接觸他們以提供相關支援。

他表示，勞福局正籌備於今年中成立實
體的 「香港人才服務窗口」 ，其中一項重點
工作是為外來人才提供便利和協助，支援海
外人才在港的定居、求職、與潛在僱主建立
業務聯繫、子女求學等需要，鼓勵他們落戶
香港及留港發展。長遠而言，人才隨機遇而
流動，只要香港自身具吸引力，人才自然會
留下。

「高才通」 於2022年施政報告公布，目
的是吸引世界各地具備豐富工作經驗及高學
歷的高端人才到香港，是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的一項入境計劃。這些高端人才包括高收入
人士和世界頂尖大學的畢業生。該計劃於去
年12月28日開始接受申請，計劃不限行業，
申請人在首次入境時毋須事先獲得聘用。

年中展開中期檢討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在北京一次座談會

上表示，特區政府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在推出不到三個月已獲得熱烈反應，他已指
示相關部門，在今年中進行中期檢討，其中
將積極考慮在現時全球百強大學名單以上，
加入更多優秀學校，無論是海外和內地，相
信會有更多內地的重點學府。

建造業議會在今年2月8日公布《建
造業人力預測報告》，基於對本港未來

10年建造業工程總量的預測，預料熟練／半熟練工人、
技術員、工地監督人員及專業人員4類工種，各類人手短
缺將由今年1000至1.5萬人不等，至2027年擴大到2000
至4萬人不等。報告預計， 「嚴重短缺」 將增至7個工
種，包括混凝土和灌漿工、假天花工、平水工。

行政長官李家超於去年發表施政報告時表示，香港
多個行業正面對人力短缺問題，相關政策局會聽取業界
意見，並因應不同行業情況，提出解決方案，例如勞工
及福利局會在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前提下，推出特
別計劃，適度容許輸入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護理員、
放寬輸入護理員的比例和精簡申請審批程序，協助業界
提升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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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玉菡昨日在立法會大會回答議員提問時
表示，政府高度關注香港面對的人力短缺問
題，相關決策局正積極探討及推行合適的方
案，在保障本地勞工就業的前提下，容許適度
和有規範地增加輸入勞工，紓緩個別行業／工
種的人手短缺問題。

民建聯議員顏汶羽表示，政府早前稱會檢
視建造業及運輸業人力短缺問題，他關注政府
會否考慮安老院舍輸入照顧員的做法，在建造
及運輸業推出特別計劃，簡化輸入外勞的程
序。

各政策局檢視人力需求
孫玉菡稱，勞福局將於六月推出院舍輸入

護理員特別計劃，以較靈活方式處理院舍提交
的申請。建造業議會於今年2月發表了最新《建
造業人力預測》的數據，發展局隨即已表示會
參考該預測，目標在今年中或之前交代評估及
提出整全策略。就運輸業，運輸及物流局也正
積極檢視人力資源最新情況，考慮各項措施，

促進業界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在今
年中或之前提出初步建議，並制訂相關措施。
其他政策局會檢視其負責行業的人力資源需
求，適時制定相應對策。政府亦會檢視 「補充
勞工計劃」 ，研究可行措施以優化計劃的運作
及處理申請的流程。

發展局昨日回應傳媒查詢表示，局方於建
造業議會發表最新的《建造業人力預測報告》
當日已表明，會參考有關報告，評估如何以多
種策略，包括善用本地人力資源、加強培訓和
因應需要引入非本地資源等各項措施加強人力
供應，以及利用提升生產力的措施減低人力需
求。局方重申，目標是今年中或之前完成評
估，並為應對建造業人手需求提出整全策略。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昨日表示，輸入
勞工屬短暫措施，旅遊、酒店業均有人手不足
問題，飲食業亦缺四萬人，形容情況 「可
悲」 ，建議政府 「唔應該諗咁多」 ，引入大灣
區內地勞工來港工作。他並提出 「即日來回」
的建議，不用在香港居住 「離鄉別井」 。他表

示引入外勞並非只針對某幾個行業，而是各行
各業均有人手不足情況。

促長遠培訓更多本地勞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穎指出，香港雖是

國際大都會，但實際是無可能有齊所有人才，
如果本地找不到，輸入人才是無可厚非。現時
問題是錯配，工人選擇高薪、體力勞動較少的
工作，而大量體力勞動高的工作，達不到預期
薪金水平。他希望政府解決人手短缺問題，但
要溝通及取得共識，亦要計劃長遠培訓更多本
地勞工解決核心短板問題。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認為，應先做好
準確的人力供求評估，以培訓改善勞動力錯
配，適當改善薪酬及工作條件；僱主也應推出
更靈活多樣化的工時及工作模式，多管齊下解
決人力短缺問題。輸入外勞是迫不得已的短期
措施，若最後真有需要，可沿用 「補充勞工計
劃」 ，有關機制可檢討，加強靈活性，及在可
行情況下盡量縮短審批時間。

倚美謀獨注定失敗

龍眠山

對 於 美 國 利 用 蔡 英 文 「過
境」 搞美台官方往來，破壞 「一
個中國」 原則，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昨日用三個 「堅決反對」 表達
嚴正立場：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
灣當局領導人以任何名義、任何
理由竄美，堅決反對美方違反
「一個中國」 原則，同台灣當局

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這三個
「堅決反對」 ，清晰表明了中方

堅定立場。
台灣當局領導人藉 「過境」

美國之名，千方百計與美國官
員、議員見面，勾連外部反華勢
力，其本質就是 「倚美謀獨」 。
有傳媒報道，蔡英文此行將與美
國眾議長麥卡錫見面。如果情況
屬實，將是又一起嚴重違反 「一
個中國」 原則、損害中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
嚴重挑釁，大陸必然採取措施堅
決反擊。

「台獨」 勢力近年猖獗，是
因為得到美國縱容。美國當局一

邊聲稱要為中美關係 「加裝護
欄」 ，一邊做破壞中美關係政治
基礎的行徑；一邊說不支持 「台
獨」 、不支持 「兩個中國」 、不
支持 「一中一台」 ，一邊又提升
美台關係，包括提升官方來往的
層次、擴大對台售武等，向 「台
獨」 勢力發出錯誤且非常危險的
信號。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年前對台美勾
結的警告言猶在耳。外交部部長
秦剛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指出，
台海穩定的最大威脅是 「台獨」
分裂勢力，定海神針是 「一個中
國」 原則，真正的護欄是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他警告，台灣問題
處理不好，中美關係地動山搖。
中方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堅決
有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倚美謀獨」 注定是竹籃打水一

場空。去年美國前議長佩洛西竄
訪台灣，結果遭到中方強力反
擊，已是前車之鑒！

推動醫療合作 造福灣區居民
有 「未來醫院」 之稱的廣東中山大

學附屬第一醫院南沙院區昨日啟用，立
即成為關注焦點。該院區處於大灣區核
心地帶，作為一家綜合性現代化醫院，
不僅造福廣東居民，也將成為內地港澳
人士的試點醫院，所以有 「大灣區醫
院」 之稱。行政長官李家超和醫衞局局
長盧寵茂為醫院啟用儀式致辭，表達了
特區政府的重視。廣東方面為推進大灣
區醫療合作不斷推出新舉措，香港方面
也要加把勁。

廣州南沙是推進大灣區建設的重大
平台之一。去年6月，《廣州南沙深化
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
出爐，兩地醫療合作步伐加快，南沙院
區建成及啟用，堪稱大灣區醫療合作的
典範。南沙院區採用花園式設計，編制
床位1500張，集醫療、教學、科研、預
防等功能於一體，設有5個國家重點學
科，以及30多個國家級臨床重點學科，
門類齊全，設備先進。南沙院區還設置
了醫療服務中心，涵蓋集中檢查檢驗預
約、床位統一調配、優先就診患者管理
等多個創新模塊，為患者提供高品質的
醫療服務。

南沙院區有很多亮點，其中之一是
按照國家緊急救援基地標準建設，配置
移動手術室、移動ICU、車載CT等設
備，並建有直升機停機坪，也將建設海
上救治碼頭設施，搭建海陸空立體應急
反應和救援系統，面向灣區提供即時應
急的全方位高效救援服務，建成大灣區
30分鐘醫療救治圈。換言之，在灣區任
何一個地方的病人，不管是內陸還是海
上，都能得到及時救治。

為方便港澳人士就醫，南沙院區精
益求精，正在積極參與各項質量認證，
推進大灣區醫療質素的提升以及跨境服
務的銜接，便利與境外醫院開展業務
交流、接受國際商業保險支付等。正如
李家超指出，該院不僅為內地港人帶來
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大便利，亦助力提升
整個大灣區的醫療水平，為國家醫藥事
業發展、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作出貢獻。

據統計，目前通常逗留在廣東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人數超過50萬人。而隨
着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預計未來將有更
多港人到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
業、居住或旅遊，但在便利港人內地生
活方面，有不少細節需要處理，仍有不

少經脈需要打通，有不少領域需要對
接，醫療問題便是其中之一。過去，內
地港人需要回港看病，舟車勞頓，耗時
又長，很不方便。隨着南沙院區啟用，
就解決了部分居內地港人的一個後顧之
憂。由於南沙院區是試點醫院，意味着
在這裏取得經驗後，可以推廣到灣區內
地城市的其他醫院，未來港人在內地就
醫就更加方便快捷。

另一方面，中央去年推出 「港澳藥
械通」 政策，香港的藥品及醫療器械可
以北上，惠及內地市民及居內地港人，
港大深圳醫院及中山大學一醫都是指定
醫療機構之一。有理由相信，未來包括
南沙院區在內的醫院，都將會納入名
單，完善大灣區生活圈。

隨着今年全國兩會的勝利召開，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全面提速。南沙院區投
入使用體現了廣東的高質量發展，也體
現了廣東對加快灣區醫療合作的努力。
香港社會也要積極研究，如何在醫療合
作方面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更加積極
主動地與廣東方面對接。而香港醫療券
計劃擴大到灣區內地城市的其他醫院，
便是其中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