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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應對人才「樽頸」招才流程須簡化
陳智思：行業發展應新舊並重 打造充足人才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為對接國家
「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建設，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的「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督導組」，以制訂有關的策略方案，積
極推進發展協作。李家超昨日在一論壇上表示，
自己親自擔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的組
長，由3位司長擔任副組長，是希望將該領導機
制強化為「1+3」的4人領導，從策略和宏觀角
度推進跨局、跨部門工作，加強與內地的溝通。

有責任獻力推動灣區高質量發展
李家超昨日在2022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致辭

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主席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要國家戰略，是新時
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的重大舉措。香港特區有能力，
亦有責任為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他表示，自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多項關於

粵港澳大灣區的措施。在建立治理體系方面，
施政報告提出成立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
組」。在鞏固傳統產業的措施方面，施政報告
提出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推動香港成為海
內外綠色企業的首選融資平台；加強結合空
運、海運和陸路運輸的「多式聯運」，發揮香
港在處理高價值貨物和高增值物流的優勢；協
助港商利用大灣區為切入點，拓展內銷市場；
特區政府駐粵辦會設立專責推廣中心，支援港

人港企在大灣區發展等。
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加強發展港

深創科園；讓「北部都會區」發揮超越地理界線
限制的協同效應，與廣東省、深圳市和大灣區其
他城市共同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價值，以及
未來會主辦「2024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展示香港和大灣區城市的優秀藝文作品，彰顯香
港在大灣區中的國際文化交流平台地位等。
李家超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給香港的發展機

遇是數之不盡的。香港要把握好進入由亂到治
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各界要團結一致創新
作為，為香港在未來五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作出更大貢獻。

特首：「1+3」領導機制 推進跨局跨部門工作

◆李家超在2022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立法會昨日通過「縮
短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輪候時間」的無約束力議員議
案。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示，公立醫院年輕
醫護人員流失率高，而88%醫生在退休年齡前便已離
開公營醫院，40歲以下的醫生流失比率最為嚴重。為
此，政府已推出增設醫學院名額、增加了副顧問醫生
職位等多項措施「留人」。
因應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醫院管理局將多管
齊下，希望2023年至2024年度內科專科穩定新症
的輪候時間減少20%，民建聯議員梁熙在日前舉行
的立法會大會上提出「縮短公立醫院專科門診輪候
時間」的議員議案，表示目前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的
輪候時間過長，部分穩定新症輪候時間甚至以年

計，導致不少病人未能在病情惡化前得到合適治
療。
為此，他促請政府積極善用私營醫療資源以分流和

照顧公立醫院的專科病人，包括擴大公私營醫療協作
計劃至更多專科疾病；就公立醫院專科門診穩定新症
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制訂目標，並循序漸進地縮短有關
新症的輪候時間。

嘆十多年前瑪麗工作 曾被指最老
立法會昨日續會，繼續討論有關的議案。盧寵茂在
會上回應表示，「睇病難，輪候時間長」關乎「兩個
字」︰一個是「供」，一個是「求」。「供求不平
衡，就會造成輪候時間長。」

他分享了自己此前任醫院前線醫生的經驗，「在十
多年前，當我仍在瑪麗醫院工作，有一個下午，在電
梯內有一位婆婆走進來，她看了我一眼後，再看着
我，很感慨地對我說：『醫生，你是我在這間醫院中
見到最老的醫生。』我當時其實有些詫異，到底她是
讚許我或是責罵、批評我？我相信10年之後的今
日，假如這位老婆婆再到瑪麗醫院，她會更加感
嘆。」

約88%醫生未達退休齡已離開公院
盧寵茂解釋，公營醫院不缺職位，但缺醫生。據統

計，約88%的醫生沒做到退休就離開公立醫院，而在
沒退休的人裏面，約88%的醫護人員還沒做到顧問職

位就已經離職。「究竟是因為醫療制度、工作環境，
還是思維造成這樣的現象？」
他表示，在人手供應方面，政府已採取相應措

施，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兩所醫學院在今年增
加590個醫學生名額，「一個學生從入學到變成專
科醫生需要足足13年的時間培訓，遠水救不了近
火。」
盧寵茂表示，政府採取了將已退休的醫生繼續留
在醫院工作，並增加了副顧問醫生晉升的職位，針
對不能全職工作的人士也採取了彈性措施，令有需
要的人可以做兼職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也會積極考
慮，讓合資格的醫護專業要服務公立醫院一定的時
間。

盧寵茂：公院40歲以下醫生流失最嚴重

陳智思承認，香港在過去幾年經歷社會事件及
新冠肺炎，對人才的吸引力大減，加上過去3

年有20萬人才流出，屬結構性問題，未來十年將面
對人才「樽頸」，還要面對環球「搶人才」戰。

仍有很多優勢 香港未「玩完」
不過，他不認同所謂香港「玩完」的說法，「我認

為香港還有很多優勢，是個充滿活力、宜居的城
市。」香港奉行的簡單低稅制十分適合做生意，且經
濟自由度全球第一，亦具備良好的教育和醫療制度，
「全球排名首一百位的大學，香港佔4間，是全球最
多的城市」，也是企業的上市熱點，以及「進入國家
的大門」。
陳智思直言，目前內地及其他地區的人才政策比香
港更吸引，「因此只抱着希望疫情過後人才會回來的
想法並不足夠，要推出創新政策解決問題。」
他認為香港的人才計劃推出不夠快、層面不夠闊、
出手不夠慷慨，若不檢視，將難以吸引全球大量高端
人才來港，「4年前推出的科技人才計劃申請條件十分
嚴格，例如要成功覓得工作才可來港，門檻太高，福
利亦未夠進取，至今僅約200人申請，這必須作出改
變。」
陳智思以深圳為例指出，當地政府會向科技人才提
供十分吸引的房屋福利及其他津貼，「香港樓價非常
貴，外來人才連納米樓也未必買得起，這樣只會令他
們離開香港。」他續說，不少內地畢業生找不到合適
的工作尤其科技行業，建議特區政府為他們提供更方
便和省時的簽證政策，方便跨境工作。

港教育太重考試 易人力錯配
他指出，必須建立足夠的人才庫以建成生態系統，
同時亦要培訓本地人才。目前，香港的教育制度太重

視考試，容易出現人力資源
錯配，「你問4個僱主，有3個都話
難聘請適合的員工。另一方面，香港的持續教育參與
度十分低，只有20%成年人有持續進修，遠低於新加
坡的49%。」
陳智思認為，其實缺乏人才及技術錯配問題一直存

在，只是疫情令問題加劇，「加上香港過去太自信，
以為人才自然會來，如今必須向世界說好『香港故
事』，以及傳遞『只要你是人才便可以來』的信
息。」

鄭李錦芬：「搶人」政策須更進取
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在致開幕辭時表示，香

港一向人傑地靈 ，但世界各地不同城市都在爭奪人
才。她認為香港不但需要人才，更需要建構人才庫，
令優秀人才視香港為「家」，故「搶人」政策必須更
進取。她樂見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政策較以往更主動，
為人才創造更優質的居住環境。

在後疫情時代，「搶人才」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團結香港基

金昨日舉辦「團結卓爾論壇」， 探討如何制訂全面及穩健的

人才培育戰略規劃，使香港發展成全球人才樞紐。團結香

港基金常務副主席陳智思在主題演講中表示，香港於

過去幾年確實因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令人才流

失情況加劇，未來十年面對「樽頸」，須設立

足夠的人才庫，並同時發展新興行業及傳統行

業以提升競爭力，以及實現國家「十四五」

規劃賦予香港的角色。他強調，香港在制

度上仍有不少吸引人才的優勢，加上是

「進入國家的大門」，惟全球各地正在

爭奪人才，特區政府必須提供更具吸引

力的招攬人才政策，並簡化申請流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搶人才」
成為特區政府目前一項重點工作。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昨日在Fb上發布「司長與你談談施政報告：搶
人才篇」的短視頻，表示特區政府會在不同方面強
化體系建設，包括設立由他領導的「人才服務窗
口」，專責統籌工作並向來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
援。
在這個約兩分鐘長的視頻畫面中顯示，陳國基

於本月24日出席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舉
辦的分享會，聽取一眾專業人士對施政報告的意
見。他表示，行政長官在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中
提出一系列「搶人才」新措施，包括推出「高端
人才通行證計劃」、優化現有多項輸入人才計
劃，以至讓合資格外來人才在成為香港永久性居
民後，可申請退還在港置業已繳付額外的印花
稅，以期通過更便利、更吸引的安排，招攬各地
高質素人才來港工作。

陳國基說，香港政府以前並沒有「招商」的概
念。政府以往的思維是推出相關政策，讓感興趣者
自行申請，在這個過程中會遇到申請程序繁複的問
題，而高端人才不會去等審批時間過久的申請，因
此這次政府採用了破格思維，用「搶」表示政府會
主動去爭取。他表示，將會和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研
究大家提出的意見，做好「搶人才」的工作，增強
香港發展動力。

設「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人才
「只要香港有吸引力，離開的人才還會再回

來。」陳國基指出，政府落實了在不同方面的強
化體系建設，包括設立由他領導的「人才服務窗
口」，專責統籌工作並向來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
援，以及在各駐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
處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人才和
企業，積極游說他們來港發展。

陳國基：設「人才服務窗口」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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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不少上班族是為香港努力工作的人才。 資料圖片

◆陳智思(左四)出席團結香港基金「團結
卓爾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在昨日「團結卓爾論壇」設座談環
節，邀請幾名分別來自酒店、銀行及展覽業的領袖分享他們對「搶人
才」的意見。夏利里拉酒店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夏雅朗指出，香港
急需重建亞洲乃至世界最具活力的國際大都會形象，以及給予外
來人才全面的優質生活。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施穎
茵認為，過去幾年的檢疫政策令「人才荒」的問題加劇，
故香港必須有清晰定位，逐步向前。

夏雅朗表示，多元文化共存是香港最大的優勢之
一，不論什麼種族均只在乎才能，「我作為身處香
港的印度人也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倫敦、巴黎
及紐約的最佳酒店管理人才中，不少屬香港輸
出，因此香港不應妄自菲薄，要向外宣傳香港
的強項，同時創造及掌握機遇，以及應實施更
靈活、寬鬆的人才輸入及出入境政策，以免
失去多年來的獨特優勢。
恒生銀行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施穎茵認
為，香港要發展自己的下一代人才，但不
應困在傳統思維的框架，「例如傳統認為
在投資銀行工作必須具備經驗，但其實技
術可轉換，例如具法律背景人士也可在銀
行等工作。」
她表示，金融業一直被視為由男性主

導，但目前恒生銀行董事委員會中，就有
66%為女性，因此建議各界以更開放的心態
培育下一代人才。
在內地出生、美國生活十多年的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研究策展及節目）王伊悠
表示，她2019年來港，全因為喜歡香港的速度
及充滿挑戰性，香港亦有最好的博物館觀眾。事
實上，香港有很多具潛能的人才，建議年輕一代裝
備自己，提升知識與技能，擁抱及迎接挑戰和新機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