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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公司擬「招兵」85%僱主嘆請人難

人才清單擴大至51項

港四成打工仔壓力大港四成打工仔壓力大 愈缺人愈躁底愈缺人愈躁底
專家專家：：工作量大成導火線工作量大成導火線 易令上司下屬起衝突易令上司下屬起衝突

香港近期先後發生西環麥當勞及牛池灣傷人案，均涉及上司與下

屬的衝突，令人關注職場身心健康。一項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打

工仔自覺工作壓力沉重，更有近兩成人曾想過輕生或傷害自己。有

臨床心理學家及人事顧問均指出，香港職場欺凌問題並不嚴重，惟

疫後人手不足，成為上司下屬爭執的導火線，建議預防勝於治療，

僱主或主管應時常關注僱員的異常表現，僱員亦應自我覺察，主動

求助，防止心理問題惡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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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缺人行業以運輸及物流業排榜首。圖為3月勞工
處舉辦的招聘會。 資料圖片

◆5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微升2%，較4月
略低0.1個百分點。 網上圖片

◆◆本月本月1818日日，，西環山道麥當勞快餐店發生恐怖斬人血西環山道麥當勞快餐店發生恐怖斬人血
案案，，新入職男員工持刀襲擊男經理新入職男員工持刀襲擊男經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本月本月88日日，，牛池灣發生行人隧道斬人案牛池灣發生行人隧道斬人案，，涉疑兇涉疑兇

不滿被女事主辭退而作出報復不滿被女事主辭退而作出報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工會反對無監管引外勞 特首：優先保障本地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早前公布推出建造

業及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共涉及兩萬名外勞。立法會人
力事務委員會昨日就此進行討論，多個工會到政府總部請
願，反對有關方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回應外勞議題，表示明白勞顧會、勞方代表的立場，強調
輸入勞工計劃是在三個原則之下推出，包括：保障本地就
業優先，確保工人收入受到保障，加大本地勞工培訓並吸
引勞工重返市場。
李家超指出，此次輸入外勞計劃針對建築及運輸業界，
有限度輸入勞工，輸入配額佔整體欠缺大約一半左右，目
的是在增加勞工之餘，確保本地工人可以透過培訓，甚至
加大科技應用等，解決勞工短缺問題。對於容許26個低技

術工種恢復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外勞，他強調僱主必須
在本地進行為期4星期招聘不果，才合資格申請，每項審批
都會諮詢勞顧會，政府每隔半年將整個輸入勞工情況諮詢
勞顧會。
他表示，要確保香港有足夠勞動人口，服務不會下跌，
令整體經濟有活力，對所有行業包括勞工都很重要。
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指出外勞
政策是務實且具針對性，輸入勞工不是唯一填補職位空缺
的選項，政府仍期望透過本地勞工填補相關職位，多管齊
下，與商界及勞工界一齊做好本地員工培訓和支持。他強
調，政府重視勞工界意見，但由於有關計劃是由行政會議
批准，因此在不違反保密原則下與各界溝通，有些是以非

正式會面進行。他又指，其他行業如面對勞工短缺，仍可
透過優化「補充勞工計劃」申請，勞顧會將嚴格把關。
勞聯勞工界議員周小松說：「為何推出計劃（建造業及

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不設時限，時限一到可再檢討，屆
時有需要才延續。」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解釋，每年建造業
議會都會就未來5年人力需求推算，「自然地每年數字出來
時，會提上新設的諮詢委員會溝通。」
有商界則擔心日後審批時，勞顧會勞方代表會阻撓。自
由黨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指出：「如何令商界有信心
日後經過（討論）此計劃，那六個勞方代表不會離開？」
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回應指：「勞方資方過去那麼
多年運作，大家都可為香港整體利益，一起做些事情。」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僱員發展服務及富達盟信
顧問有限公司，為不少公司僱員提供身心

健康服務，並於2011年至2022年持續進行「香
港打工仔身心健康調查」，訪問627名曾參與計
劃的僱員。
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使用輔導服務
前，香港僱員的工作狀態遜於國際水平，近八
成受訪者（77.8%）「工作時心不在焉」，近五
成（49%）受訪者自認「工作投入度低」，均
較國際水平高約兩成，逾半受訪者（53.8%）的
身心狀態為「差」或「很差」，38.8%受訪者表
示「工作壓力程度」屬非常高水平，34.8%受訪
者「害怕上班」，更有19.5%「曾想過輕生或傷
害自己」。有逾三分之一人曾「因面對困難而
請假」，一個月平均請6.1天病假。

受訪者之一的50歲陳先生任職一間金融機
構，去年因「壓力爆煲」主動求助。為他提供
輔導的高級顧問黎定表示，陳先生疑因公司人
手緊缺，要承擔離職同事的工作量，經常從早
上工作至深宵，每天打開電腦就有數十封電郵
等待他回覆，如此重壓之下，他心情持續低
落，不時嚎哭、失眠、失去食慾，甚至產生輕
生念頭。經過約半年的心理輔導，陳先生在辨
識及管理心理質素後，才脫離情緒低落的漩
渦。
針對近期因職場糾紛而導致血案，香港基督

教服務處僱員發展服務、富達盟信臨床心理學
家/個案經理梁嘉慧指出，大部分求助涉及僱員
個人身心需要，激烈的暴力事故極少發生。
不過，她提醒僱主及同事在處理有風險的情

況時應先保護個人安全，及時報警；僱主亦應
多關注員工異常表現，如加班過多，與同事發
生衝突等，應主動為員工介紹身心健康服務，
防微杜漸。

失控下容易模仿惡性事件
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疫情三年令港人累積很多負面情緒，抑鬱
程度大增；復常後，各行各業人手短缺，前線
員工和管理層都面臨很大工作壓力，加上經濟
恢復需時，經濟效益和工作強度未能成正比，
導致職場關係日趨緊張，「血案等社會事件會
導致傳染心理，當衝突爆發後，打工仔失控之
下很容易模仿惡性事件，你死我活。」
本月18日，西環山道麥當勞快餐店發生恐怖

斬人血案，新入職男員工持刀襲擊男經理，與
疑兇因工作表現問題爭執有關。而本月8日，牛
池灣發生行人隧道斬人案，則涉疑兇不滿被女
事主辭退而作出報復。

「拍住上」更勝「指指點點」
蘇偉忠提醒僱主或管理層，在員工離職時應

「好來好去」，避免再以言語刺激對方，離職
安排也應盡量優厚些，「始終管理層在明處，
若導致離職員工怨恨，採取一些報復行為，避
無可避。」
他強調現在職場管理模式已徹底改變，十幾

年前的高壓、指令式管理已行不通，「要設身
處地考慮員工情況，盡量提供支援，『拍住
上』更能提升工作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行各業都為復常而招兵買
馬，有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僱主擬於未來3個月增加人手，
三大缺人行業以運輸及物流業排榜首，其次是通訊媒體
業，以及金融及房地產業。整體有85%受訪僱主反映請人
難，是自2006年以來最難請人。半數受訪僱主透過加薪留
人，料在第四季部署薪酬調整時，為僱員加薪3%至5%；
另有三成僱主考慮轉用人工智能（AI）減輕工作流程。
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萬寶盛華昨日公布「香港第三季就業
展望」，該調查訪問532名香港僱主，結果發現47%受訪僱
主擬於未來3個月增加人手，僅14%受訪僱主擬縮減人手，
反映今年第三季招聘氣氛持續樂觀。

轉工平均有15%薪酬升幅
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玉珊表示，香港最新失業
率為3%，幾近全民就業，相信失業率會持續維持低水平，
人才短缺仍比較嚴峻，「我們早前的人才短缺報告調查，
有85%僱主表示請人難，是2006年調查以來新高。」目前
轉工打工仔平均有10%至15%薪酬升幅，視乎不同行業、
個人技能、工作經驗與企業承擔能力。
反映缺人情況的「就業展望指數」依次為運輸及物流業

49%，通訊媒體業48%，金融及房地產業47%，工業與原
料業35%，消費品及服務業23%等，顯示運輸業最求才若
渴。徐玉珊解釋，復常後航空業逐步恢復平穩運作，訪港
旅客數量持續增長，政府舉辦系列「你好香港」、「開心
香港」等宣傳活動，為各行各業帶來良好前景。「本港機
場4月份客運量為310萬人次，按年上升約24倍，機場每天
平均飛機起降量亦回復至疫情前60%水平，暑假旅遊旺季
可進一步帶動行業復甦及增加服務網絡，刺激僱主招聘意

慾。」
為吸納人才，接近一半受訪僱主表示會提供彈性工作時

間、地點及提高薪酬，17%僱主則會放寬入職需求，如學歷
和年齡門檻。另有三成僱主考慮轉用人工智能（AI）減輕
工作流程。

料企業明年加薪3%
展望第四季，徐玉珊說經季節性調整的數據顯示，香港

第四季淨就業展望指數是正33%，較全球相關指數高出5個
百分點。大部分企業在第四季才開始部署明年加薪計劃，
由於營商環境轉好，料僱員獲加薪3%至5%。
政府計劃輸入外勞補充本地勞動力，首批外勞最快第四

季抵港。徐玉珊認為，輸入外勞或令部分行業薪金不再「水
漲船高」，但人力資源斷層會拖垮經濟復甦步伐，只要確保
本地員工擁有優先的就業機會、外勞薪金不低於本地工人
薪金中位數，料輸入外勞有助紓緩本地人手短缺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上月消費物價
指數按年微升2%，比對前一個月
（4月）略低0.1個百分點，基本
通脹率維持1.8%。價格升幅最大
仍然是煙酒類，上升近兩成；電
力、燃氣及水升近17%；衣履、
外出用膳及外賣，雜項物品、交
通，升幅介乎1.5%至5.8%。至於
耐用物品價格，就下跌3.7%。有
學者認為，本港供應鏈已回復穩
定，未來通脹升幅有限。
政府發言人表示，上月基本消

費物價通脹維持溫和水平，能源
相關項目價格按年繼續大幅上
升，衣履和外出用膳及外賣價格
明顯上升。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
受的價格壓力仍然大致受控。展
望將來，整體而言通脹在短期內
應會持續溫和。本地成本壓力或
會隨着經濟復甦而上升，但外圍
價格壓力料會稍為緩和，儘管維
持顯著。政府會繼續留意情況。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

教授麥萃才認為，隨着全球物流
復常，供應鏈回穩，影響通脹的
因素穩定，料香港未來通脹升幅
有限。「最重要一個考量，是環
球供應鏈都相對平靜。而香港本
身進口東西，主要由內地進口，
而進口價格相對平穩，因此令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平穩。見到近期
人民幣偏軟情況，有助協助香港
通脹不會進一步大升，所以今年
全年估計，通脹率介乎 2%至
2.5%之間。」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
討論政府最新人才清單。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
清單涵蓋專業由原來13項增至51項，適用於「優才計
劃」、「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招
聘境外專才。

孫玉菡表示，政府下月起會就2023年人力資源推算展開
諮詢，涵蓋行業包括「十四五」規劃下本港8大中心職業、
本港重要行業及與城市運作相關職位，預計涵蓋280萬勞
工，相當於八成勞動人口，除了統計外，亦會透過訪談和
諮詢會整合資料。

勞聯林振昇質疑，政府更新人才清單的同時，未有檢視
不同行業人手情況，其中中醫被納入清單，但本地大學中
醫學位減少，讓人感覺當局未有鼓勵本地學生投身行業
就輸入人才，又關注境外醫護專業資格是否符合本港要
求。
孫玉菡解釋，醫生要具有香港執業資格，才符合人才清

單入境途徑的要求，政府會不時檢討清單，加減適用行
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