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九成基建公司指人手荒最難搞
商會稱科技難全取代人手 盼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吸新血

特區政府正全力推進基建房

屋發展，工程建造業人力需求

急升。香港建造商會昨日發表

最新建造業營商指數調查報

告，會員公司對行業前景及香

港整體經濟前景均有信心，惟

有89%受訪公司稱經營最大

挑戰是人力資源不足；其次是

建築物料價格上漲（72%）和

建 築 材 料 供 應 不 穩 定

（58%）。商會指，業界雖已

積極採用科技如組裝合成法

（MIC）等紓緩人手不足，惟

非全部工程均可用科技取代，

年輕人不願入行、工人老齡化

等情況仍亟待解決，建議簡化

及優化補充勞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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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
香港房屋協會正邁向建屋高峰期，
已規劃開展25個項目，未來20年
共興建4.5萬伙房屋單位，建屋量
是房協75年以來最高，較以往10
年多出4倍。香港房屋協會主席陳
家樂昨日表示，房協的財政雖然面
臨挑戰，但是暫時未有計劃要求政
府注資。
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表示，由於

近2年出售的房屋數量較少，但進
行中的項目較多，預計未來兩年內
出現資金缺口，會陸續與銀行商討
貸款工作，期望在今年內完成貸
款，長遠亦會考慮發行債券。但他
強調，房協財政仍然穩健，有信心
成功貸款，故暫時並不需要政府注
資。
房協總監（工程策劃）楊啟裕補
充，未來房協位於啟德的其中一個
住宅項目，會興建31萬平方呎樓
面的大型商場，而洪水橋、古洞住
宅項目也設有商業設施，日後租金
收入料穩步增加，屬於其中一個開
源方法。

致力營造跨代共融社區
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情況日趨嚴

重，房協現時在新發展項目中致
力營造一個「老、中、青、幼」
皆宜的社區，以促進跨代共融。
陳家樂表示，位於紅磡利工街的
第三個「長者安居樂」計劃「豐
頤居」，是今年的「頭炮」，並
透露下月開放予公眾參觀示範單
位，預計今年中陸續入伙，是房
協相隔約20年後，再有長者住屋
推出，提供312個單位。
「豐頤居」有多項長者友善及安

全設計，包括無火煮食、低門檻及
高低位雙防盜眼、洗手間鋪設防滑
地磚及扶手等，初步估計租住權費
用為100多萬至200多萬元。陳家
樂相信，該項目的認購情況不會受
近期地產市道影響。
房協亦會加強善用創新技術，多

用組裝合成法興建住宅大廈，例如
在沙田乙明邨的長者屋「松悅
樓」，是以「組裝合成」（MiC）
建築法興建，陳家樂預料會在今年
內竣工，供應64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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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房協昨日宣布，轄下過渡性房屋「策誠
軒」因部分居民遷出，昨日起接受新一輪申請，提供約
30個單位，月租介乎2,856元至5,100元。
房協發言人表示，單位分別可供3人至4人家庭以及5

人至6人家庭居住，已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申請人，昨

日起可到房協各屋邨辦事處等地點，或網上下載申請
表，在本月27日前交表。房協將於3月下旬抽籤決定結
果，最快5月入伙。
資料顯示，位於大埔的「策誠軒」是港鐵物業，由房

協在19年借用作過渡性房屋，合共提供180多個單位。

香港建造商會去年11月至12月向253間會員公司發問卷，回應
率為49%。其中對於建造業前景的評分，以10分為滿分，短

期（1年至2年）、中期（2年以上至5年）及長期（5年以上）的
平均分數，分別為6.8、7.2及7.4分；就香港整體經濟前景，短、
中、長期的平均分數分別為5.9、6.6及7分。相較過去5年的數
據，今次調查的數據大部分均創歷年新高，反映業界對行業及未
來經濟前景感樂觀。

「工人老齡化」是最主要問題
調查顯示，在未來12個月，89%會員公司認為面對最主要的困
難為人力資源。而就所面對人力資源問題上，有86%表示「工人
老齡化」是當前最主要面對的人力資源問題，其次為「工資上
調」（佔76%）、「技術人員不足」（佔74%）、「前線管理人
員不足」（佔73%）和「專業工程人員不足」（佔65%）。
另外，是次調查亦發現，61%受訪會員公司表示在過去一年已增加

創新技術方面的投資。與過去5年比較，可見較明顯的正面轉變，表
示有增加建造業創新技術方面投資的比率，由2017年的30%增至今
年的61%。有97%公司更表示特意為提升工地安全增加相關投資。

組裝合成法可節省70%人手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表示，調查結果符合預期，而對於人力資

源不足問題，他認為，這涉及人手錯配，部分工種極之短缺，包括釘
板、鋪設電器、冷氣工等，均有約10%至20%的短缺；而工人老齡
化問題亦非常嚴重，現時有約40%至50%的工人超過50歲或以上。
他又指，目前業界已積極採用組裝合成法（MIC）等科技以減

少倚賴工人，以MIC為例，每個項目可節省60%至70%人手，惟
非全部工程均能用科技取代人手。
商會認為，基建發展對改善民生尤為重要，業界須協力解決人

手緊絀的問題，建議政府盡快從多渠道、多界面去增加建造業工
人及各專業技術人員的供應，並積極考慮精簡輸入專才與勞工計
劃的申請程序。
林健榮指，過往的補充勞工計劃申請約需6至9個月時間，有需
要加快審批。他並促請政府在未來的基建項目規劃時開始接受統
一申請外勞配額，以加快外勞到港工作，以避免工程人手不足的
情況發生，讓未來工程得以順利在預期前完成。

過渡屋「策誠軒」約30伙接受申請

◆有89%受訪公司稱經營最大挑戰是人力資源不足。圖為建築工
人搭建棚架。 資料圖片

◆◆房房協協「「策誠軒策誠軒」」接接受新一輪申請受新一輪申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