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才門檻高
審批時間長

不僅人才來港後未必願意長留，高門檻亦將不少人才拒之門
外。郭凱傑指出，香港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平均審批需時長達
6個月或以上，相關諮詢委員會每三個月才召開一次會議；而英
國的全球人才簽證計劃，海外申請審批一般只需8個星期。在競
爭激烈的全球人才市場下，香港無法做到「快人一步」。針對科
技人才，香港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雖然審批時間較短，僅需兩個
星期，但設置較高的學位要求，並限定研究範疇，同時需要聘請
一定比例的本地僱員才能提出申請；新加坡則沒有相關門檻，令
人才流通更為流暢。
郭凱傑認為，特區政府應重新審視現有人才計劃的審核流程、
準則、配額和計分方法等，加快人才來港速度。

政府資助「雞肋」
工程拒搵新手

「Clinic One 診所一號」是一間2017年成立的本地醫療科技企
業，主營遙距醫療技術服務，目前與約七成香港私營醫療機構有業
務往來，年營業額達數千萬。公司在深港兩地僱有約35名技術員
工，亦有部分員工來自海外以工作簽證留港。
Clinic One首席執行官林志文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公司總部雖然設在科學園，但成立以來一直沒有申領過任何特區政
府的「天使投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資助額銀碼較小，稍顯
雞肋，而能夠真正幫助中小企升級的大型政府項目，則只對資深大
公司開放，初創企業只能「摸門釘」。
他舉例，由於一直專注遙距醫療技術，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

公司在客戶醫療資料私隱保護方面已積累不少經驗，看到內地很快
實施健康碼的經驗，Clinic One亦透過科學園試圖與政府接觸，提
出類似「安心出行」的初步設想，但政府取態保守，不願將大型工
程直接流向業界新手，此舉或令「安心出行」面世推遲近一年。
他認為，若要真正幫助創科類中小企，特區政府應「授人以

漁」，給業界公平的機會平台，同時加強官方、民間工作者的技術
交流，而非固步自封，在各自體系內循環往復。「以醫管局為例，
該局IT僱員有約1,000人，但是現在香港的醫療資訊水平真的先進
嗎？在深圳一間有1,000個程序員的科技企業，每年創造的產值應該
是幾十億人民幣。」對比之下，官方、民營體系的效率差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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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難招亦難留 港創科路障多
產業結構相對單一 人才儲備不足 業界倡政府出招「清障」

機器解放人力 港有底蘊成創科中心
雖然香港邁向創科中心的轉

型之路困難重重，但過去十年亦
不乏創科界獨角獸企業，以香港
為搖籃脫穎而出。無人倉領域先
驅企業——「海柔創新」就是

其中之一，該公司目前估值已逾十億美元。公司
的兩名聯合創始人均是香港理工大學畢業的內地
來港學生，他們的成功正是兩地人才交流成果的
最佳例證。聯合創始人之一房冰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有眾多優秀大學，亦有不
少扶助初創企業的資助計劃，海柔更是其中受惠
者，曾獲理大資助70萬元創業基金，相信香港絕
對有成為創科中心的學術基因和軟環境底蘊。

房冰與另一聯合創始人陳宇奇於大學期間結
識，兩人分別就讀電子、機械相關專業，亦均
有畢業後不進入職場直接創業的志向，在導師
的鼓勵下，他們於2015年開始了第一次創業歷
程，當時是以進入安老服務行業為目標，計劃
在照顧長者、幫助中風病人復康等領域進行機

械化研發，不過很快發現醫療技術上有較多認
證門檻，創業團隊人員均沒有從醫資質，只能
無奈放棄。「雖然最終沒有進入安老服務行
業，但我們從中發現一個很明確的需求：整個
社會需要解放青壯年勞動力，以提高社會生產
力，作為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物流倉儲行業是很
好的機會。」房冰說。

營收持續增長 內地前景可期
隨後，他們將目光投向正快速發展的物流行

業。確立目標後，團隊與多個物流倉儲公司進
行了大量的交流走訪，了解前線從業員的困
擾，以及不同業務公司在各應用場景下的痛
點，有針對性地研發無人倉機械人系統，令客
戶的儲存密度及倉存調取效率得以大幅提高。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競爭優勢就是技術，2015
年時我們就想到要發明一種機器人產品，解放
人力資源，到今天我們的產品更加成熟，可以
在標準化機器人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客戶需求

進行定製。」
2020年海柔創新營收實現了約10倍增長，去

年增長約5倍，預計今年還將實現數倍增長；員
工隊伍也從2015年時的約10人，擴張至現時約
1,600人，當中一半是工程師。

據統計，截至去年，內地智能倉儲市場規模
已達1,126億元人民幣，預計未來數年還將保持
高速增長，足見海柔在內地發展前景可期。

�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但過去數十

年香港產業結構相對單一，本地科技類人才儲備不足，同時引進人才附設條件

過多，未能有效令外地人才常駐。專才缺失這一短板或導致許多大灣區機遇白

白流失，無法得到充分利用。香港文匯報日前訪問創科界多位人士，並綜合團

結香港基金最新研究報告，總結本港發展創科路上的「路障」，並給出政策性

「清障」建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團結香港基金早前與香港大學
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對居

粵港人及在港的*內地高學歷人士
兩群體詳細分析。居粵港人群體於
2020年11月至2022年4月期間受
訪，涉2,500人，他們每月至少兩
周在大灣區內地9市工作生活。在
港的內地高學歷人士則於2019年2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間受訪，涉
3,012人，同時團隊亦訪問500名
在澳門的內地高學歷人士，與香港
情況進行對比。研究團隊近日舉行
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

調查顯示，持不同類別簽註的來港人士中，長遠（超過5年）
留港意願最低的群體為工作移居，僅有不足四成，而因家庭團聚
選擇來港的人士則有近七成有意留下。細分工作移居群體，透過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來港者長遠發展意願最低，有可能或非常可
能長遠留下者佔比30%，一般工作簽註、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輸
入內地人才計劃，則均有約四成人士有意長遠發展。
從行業分析，專業、科學及技術，藝術、娛樂及康樂，以及運輸

及郵政三個行業留港意願最低，平均約三成人；反之，留港意願最高
的三個行業則分別是住宿及膳食服務，公共行政，以及金融及保險，
意願高達約六成至七成以上。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分析，科技人才不願
留下的因素之一，或與香港人才住房配套政策不完善有關。他對
比香港、深圳、杭州及西安4個城市的外來人才住房制度政策，
發現香港僅有一個人才公寓計劃，提供約500個宿位，其他城市
的人才公寓供應量均在數萬套以上，深圳更有多達35.5萬套人才
公寓，租金寬免比例亦高於香港。他建議特區政府考慮擴大人才
公寓範圍，以相對優厚的住房條件挽留重點產業專才。

居住環境窄
缺住房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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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一

路
障
一

人才交流需要雙向流動，內地優秀青年流入香
港的同時，港青亦應勇敢走出去。一項對居於大
灣區內地9市港人的調查顯示，在2,500名受訪者
中，有近六成受訪者的月收入介乎2萬至4萬港
元，高於本港月薪中位數的1.87萬元。以地域劃
分 ，9市的港人人均收入，居江門港人收入水平
最低，深圳、廣州兩地月入最高（見表）。
此外，學歷水平亦是決定個人收入的關鍵因

素，隨學歷增長，個人月收入呈增長趨勢。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

長黃元山表示，從調查結果看，港人在內地工作
的收入並不低於在港，年輕港人即使未下定決心
長期在內地生活，都可先嘗試北上汲取經驗。
不過調查亦發現，港人北上同樣存在融入困難

問題。近半來到內地工作的港人是就職於港資企
業，逾六成在職人士的直屬上司為港人。調查指
出，對於這部分北上港人而言，其在內地就業如
同身處一塊香港「飛地」，而非真正融入當地勞
動力市場。
生活融入方面，9市亦存在較大差異，深圳、東

莞兩地逾半受訪者居住在以香港人為主的社區
中，而江門、佛山兩地的這一比例僅有不足一
成。逾四成（44.3%）受訪者表示，與居住在同一
小區的內地人互動頻率為「偶爾」或「幾乎沒
有」。
團隊建議，特區政府應針對不同北上人群特

徵，提供相應政策支持。例如對青年群體，可透
過網絡平台，提供大灣區9市的就業資訊、投資
機會、進修資源等。而對於已在9市生活一段時
間、特別是已婚已育港人，如何幫助他們在工作
之餘融入內地生活，解決其家庭和子女照顧問
題，則是影響其長期居留意願的重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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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內地9市港人月入各收入段人數佔比
城市

深圳

東莞

惠州

珠海

廣州

中山

佛山

肇慶

江門

資料來源：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工作、居住的香港人現狀分
析報告

不到2萬

14.3%

18.3%

19.7%

27.7%

30.9%

33.1%

34.0%

46.0%

52.2%

2萬至4萬

68.7%

61.4%

58.5%

46.2%

48.5%

43.6%

44.3%

39.5%

35.4%

4至6萬

13.5%

16.3%

16.1%

20.0%

15.4%

16.5%

17.2%

9.7%

11.8%

6萬或以上

3.5%

3.9%

5.7%

6.2%

5.3%

6.8%

4.5%

4.8%

0.6%

港星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對比
對比項目

計劃名稱

一般審批時間

指定學歷要求

最低薪酬要求

崗位限定

本地僱員
聘請要求

資料來源：團結香港基金

香港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2星期

僱員須持有指定世
界大學排名榜上首
100間大學中所頒
授的科學、科技、
工程或數學學科學
位

無要求

須為指定13個科技
範疇的研究人員

每聘請1至3名非本
地科技人才，須增
聘1名本地全職僱
員及兩名實習生

新加坡

Tech@SG

3星期

無要求

月薪須達
4,500美元

無要求

無要求

調查並發現，內地高學歷人才在香港和澳門呈現出不同的融合模
式。與澳門相比，香港的內地高學歷人才對粵語熟練程度較低，在交
流互動中更少使用粵語，對香港的歸屬感亦普遍弱於澳門。僅有
28.8%的內地來港高學歷人才認為自己屬於香港，37.8%人士為香港
感到自豪，兩項均低於澳門數據（40.1%及55.1%）。
逾六成（61%）香港受訪者幾乎沒有或只是偶爾會與所在社區的本
地人交往。
調查團隊認為，雖然現時內地來港人才遍布香港各行各業，但他
們與本地人群體仍存在較大隔閡，粵語水平不足對其社交、身份認同
及了解本地文化都造成影響。團隊建議特區政府應提供多元的粵語及
本地文化課程，幫助內地人才融入香港社會。郭凱傑亦建議，特區政
府可參照加拿大政府對該國新移民的支援措施，組織內地來港人才進
行文化交流活動，協助他們獲取生活資訊等。

*內地高學歷人士篩選標準：1.出生並於16歲前居於內地；2.年齡介乎18至50歲；3.現職工作屬於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SCO）的第一、二、三類

◆「海柔創新」智能倉儲機械人系統應用場
景。 受訪者供圖

◆團結香港基金發布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通研究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創科界人士表示創科界人士表示，，政府需在房屋政府需在房屋、、人才計劃等政人才計劃等政
策作出改善策作出改善，，方可挽留重點產業專才方可挽留重點產業專才。。圖為團結香圖為團結香
港基金公布調查結果港基金公布調查結果，，對居粵港人及在港的內地高對居粵港人及在港的內地高
學歷人士兩群體詳細分析學歷人士兩群體詳細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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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擅長粵語
難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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