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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資料來源：建造業議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未來有各類大小基建工程項目陸續上馬香港未來有各類大小基建工程項目陸續上馬，，包括包括「「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交交

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以至房屋供應增加等……香港建造業議會預計未來以至房屋供應增加等……香港建造業議會預計未來

公私營總工程量每年超過公私營總工程量每年超過33,,000000億元億元，，惟建造業人力資源配套卻遠遠追趕不惟建造業人力資源配套卻遠遠追趕不

上上。。該議會最新公布的人力預測數據顯示該議會最新公布的人力預測數據顯示，，業內由地盤工人業內由地盤工人，，以至專業人員以至專業人員

和技術人員一律和技術人員一律「「鬧人手荒鬧人手荒」，」，由今年有約由今年有約66%%至至1515%%人手短缺人手短缺，，惡化至惡化至

20272027年最高約年最高約1616%%至至2020%%，，屆時行業整體缺屆時行業整體缺55..55萬人萬人，，尤以技術工人最渴尤以技術工人最渴

市市。。議會表示議會表示，，未來會加強培訓科技人才未來會加強培訓科技人才，，但若仍未能應付需求但若仍未能應付需求，，最最

終或需輸入外勞終或需輸入外勞。。有建造商表示已開展的有建造商表示已開展的「「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部分項部分項

目目，，已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已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對工程產生一定影響對工程產生一定影響，，促請業界促請業界

與特區政府商討紓緩人力短缺的方案與特區政府商討紓緩人力短缺的方案，，包括包括「「搶人才搶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張弦

香港建造業「人
手荒」的禍根，原
來早種於長達6年
的攬炒派議員大肆
拉布，以致大量政
府工程堆積。2020
年後，立法會恢復
正常議會文化，大
批延後的政府工程
加速推出，令「一時餓死、一時做死」的建造業，在疫
情期間加班趕工，都無法令大量工程如期完工，加上年
輕人對建造業有「污糟、無文化、唔安全」等錯誤印
象，不願入行，以致建造業青黃不接。有工會及工人表
示，為免影響香港建設，無奈接受輸入外勞計劃，「但
一定要比本地工人待遇高，以免搶走本地勞工飯碗。」
業界又呼籲年輕人入行：「呢行專業高薪，畀啲耐性學
技術，將來一定搵到錢！」

老師傅鼓勵年輕人踴躍入行
做泥水工的區師傅入行13年。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2020年前，由於大量政府工程撥款被拉布拖
延，令業界收入受損、年輕人看不到前景不願入行，已入
行工人也大量流失。2020年後，大批工程重新上馬，業界
忙得不可開交，他開設的公司，經常七八個工程同時趕
工，實在趕不及只好延期完工。去年初第五波疫情，又令
大量工程被迫停工、延期，「當時我有個地盤七八個夥
計，一人中招全部隔離，搞到我一個人出馬頂住。」
他直言，社會人士一直對建造業有「污糟、無文化、唔

安全」錯誤標籤，令不少年輕人不太願入行，「連廣東新
來港人士（入行）都少咗好多，現在多咗外省，同埋南
亞裔工人，但言語溝通問題影響培訓速度，亦令工期拖
慢。」
區師傅呼籲青年入行：「香港受速食文化影響，後生仔

一入行就以為可以搵好多，其實培養一個師傅要兩三年，
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大師傅要5年以上。學徒人脈不足開工
不足，一個月可能只有1.7萬至1.8萬元，但做到師傅級搵
到四五萬，做到大師傅月入起碼7萬以上，這行有前途，
一定搵到錢。」

工會籲莫渲染地盤工傷意外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立法會拉布文化由2014年一直持續到2020年，以
致大量公共工程積壓，大量建造業工人生計受影響。2020年後積壓的工
程一下釋放出來，肯定幾多人手都唔夠用。」
在疫情期間，建造業由於密集工作，是疫情重災區，大量人手染疫隔
離，亦令大批工程停工、延期。直至去年下半年，大部分工友康復返回
崗位，才恢復工程進度。但近日香港與內地全面復常通關，不少工友是
兩地家庭，立即請長假返鄉，又令不少工程無法如期推進。
黃平呼籲特區政府將工程分為輕重緩急，按香港建造業承受能力，逐
年逐批推出，使業界不至於拚命趕工、增加工業意外風險，也減少大批
工程不能如期完成的不理想局面。
他又呼籲不要渲染地盤工傷意外，避免予公眾「建造業不安全」的錯
誤印象，他指出香港建造業在全球都處於領先、專業地位，意外率比全
球大部分地方都低。
黃平無奈地表示，為免影響香港建設，工會無可奈何地接受輸入外

勞計劃，但必須保障本地工人飯碗，包括規定以較本地工人高的薪
金聘用外勞。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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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 / 半熟練技工：
混凝土和灌漿工、假天花

工、平水工、地磚鋪砌

工、索具工（叻㗎）／金

屬模板裝嵌工、棚架工、

焊接工

技術員 / 工地監督人員：

土木/結構/土力工程技術

員、監工、冷凝／空氣調

節／通風設備技術員、地

盤總管、城市設計員、技

術主任

專業人員：

建築師、土木工程師、營

造師或地盤工程師、電機

或機械工程師、環境工程

師、土力工程師、結構工

程師、工料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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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鬧人手荒
搵外援大勢所趨

2027年料整體缺5.5萬人 由專業人員到地盤工皆渴才

 &

預測人力供求缺口預測人力供求缺口 （（即需求量減去供應量即需求量減去供應量））

工種

熟練/半熟練工人

技術員

工地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2023年（人）

10,000-15,000

2,500-3,000

1,000-1,500

4,000 -4,500

2024年（人）

15,000-20,000

4,000-4,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5年（人）

15,000-20,000

4,000-4,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6年（人）

20,000-25,000

5,000-5,500

1,500-2,000

5,500-6,000

2027年（人）

35,000-40,000

5,500-6,000

2,000-2,500

6,000-6,500

香港建造業議會昨日發表最新的《建造業
人力預測》報告，推算建造業勞動力的

供求差異將愈來愈大。議會推測，建造業在專
才、技術人員及前線工人等層面的人手短缺比
率由今年的約6%至15%，增加至2027年最高
約16%至20%，其中技術工人會由今年欠缺約
1萬人，上升至2027年約4萬人。工地技術人
員及監督人員由今年欠缺約3,500人，上升至
2027年約8,500人。而專業人員由今年欠缺約
4,000人，上升至2027年約6,500人，即屆時
行業整體勞動力缺口將高達5.5萬人。

本地工友優先 外勞最後方案
議會表示，去年全年培訓了約一萬名工人，
比前年多一倍，其中約200人是組裝合成專
才，未來會加強培訓科技人才，減低地盤所需

人手，若仍未能補足人手缺口，最終或需輸入
外勞。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說：「本地的工
友一定優先，我們會全力加強訓練工作，真的
訓練到最後，然後才會考慮是否需要輸入勞
工，這是最後的方案。」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建造業界缺乏專業人士、技術人員及地
盤工友，未來持續擴大的缺口，無可避免對
工程產生影響，他舉例指，現時「北部都會
區」一些發展項目已經開展前期準備，但還
未正式開工便發現所需的人手不足。
他感嘆地表示：「這樣下去基本建設未做

好，該如何推動香港經濟。」

政府增撥資源 多管齊下育才
他透露，業界正在考慮如何利用科技、新建

築方式解決人手問題，「嘗試用多點機器去代
替人手，或者多運用MIC（組裝合成）等建築
方式，在工廠組裝好才運到工地進行拼合，減
少工人工作量。」
林健榮表示，業界及政府須面對人手不足，

並且為缺口將繼續擴大的現實協商解決方案。
他希望能讓更多內地人才來港工作，不過相應
的兩地相關專業資格認證、住宿、家屬安置等
問題仍需繼續詳細商討。
發展局昨日回應表示，特區政府會制訂策

略，多管齊下以應對未來人力需求。去年，政
府向議會撥款10億元，以培訓人才和提升技
術，又向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合共注資22
億元。局方正與業界攜手推行香港建造業推廣
計劃，推廣行業的專業形象、發展機會和對社
會建設的貢獻。

議員專家倡精簡輸入外勞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建造業求人才若渴，現時亦有制度
輸入建造業外勞，但業界指出流程繁複，每名外勞動輒需時六個
月才成功申請來港，若涉及專業資格，還要進行資格認證才能投
入工作。有專家建議，特區政府應適度簡化「補充勞工計劃」，
以及優化兩地專業人員的資格認證制度。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建造業界目前
有機制申請輸入外勞，但要求比較嚴謹，「根據目前制度，需要
在特定項目證明人手不夠，例如刊登招聘廣告多時仍未請到本地
人員，才能獲批申請（外勞），當中的程序繁複，曾見過一間公
司申請了半年才成功。」

人力補充合理選項 社會不應排除
他建議政府應放寬、簡化該制度，使之更具彈性，例如不再

規定「特定項目」或崗位人才才能申請。在兩地專業資格認證
上亦需花費時間，希望爭取簡化認證程序。他亦建議業界可以
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和建築信息模擬等技術，提升建造工
程容量。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顏汶羽認為，社會不應排
除輸入外勞作為人力補充的合理選項，建議政府可在確保本地就
業優先的前提下，探討放寬建造業輸入外勞的機制，包括精簡申
請程序、縮減審批時間，以確保行業有充足的人手供應，並做好
相關解說工作。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建議政府加強對建造業人力資

源的規劃，包括加強宣傳，政府亦要切實解決職業安全問題，令
業界有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亦需要加強建造業培訓，令所有
願意入行的新人都得到足夠培訓。

◆泥水大師傅區生鼓勵年輕人入
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建造業議會預計建造業議會預計，，至至
20272027年業界整體缺年業界整體缺55..55
萬人萬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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