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20232023年年88月月2121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

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鄧逸明文 匯 要 聞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貼文指出，香港全面復常後，航空

業復甦勢頭良好，香港國際機場約110家航空公司營運往來全球165個目的地的

航班，約恢復到疫情前75%，每日客運量和航班升降量則分別恢復至疫情前65%

和70%，機場管理局預計本港機場客運量今年底恢復至疫情前約八成，並於明年

全面恢復。為盡快填補航空業人手缺口，最快今年10月輸入2,800多名外勞，而

香港目前正全速進行機場和周邊建設，致力打造「機場城市」，把握大灣區增長

新機遇，發展「橋頭經濟」新模式。

財爺：航空業人手缺口急待填補
機場客運量料明年全面恢復 最快今年10月輸入逾2800外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機場管理局預計明年底航空業人手需求
會由現時5.3萬升至6.9萬人，屆時人手缺

口達1.6萬人，當中約七成半為前線職位空缺。
「現時，我們最重要是盡快填補航空業的人手
缺口，以支持運力高速全面恢復。在積極培訓
和招聘本地人員的同時，需全速輸入勞工，緩
解人手不足的限制。」陳茂波說，早前推出的
運輸業輸入勞工計劃，航空業首輪申請已有28
家公司獲批，共2,800多個名額，涵蓋地勤人
員、機坪服務員、飛機維修技工等10個工種，
預計最早今年10月抵港。

速建「機場城市」拓商業發展項目
陳茂波指出，機場及其周邊多項發展正全速
進行，如三跑系統、大型綜合設施、酒店、商
廈、物流中心、交通基建連接等正相繼落成，
「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的發展，正在全速翻開新
的一頁，由『城市機場』轉變成為『機場城
市』。我們要把握好幾個大趨勢、新機遇，包
括營造香港『橋頭經濟』的新模式；把握大灣
區增長的新機遇，以及把握貨運物流的電子物
流新範式。」
他表示，世界一流的機場近年已紛紛努力轉型
為經濟活動的樞紐，香港機管局2019年在特區
政府支持下亦推出策略發展藍圖，結合航空和不
同經濟功能，成為商業地標乃至悠閒度假區，香
港現正全力實踐「機場城市」的願景，當中佔地
25公頃的SKYCITY（航天城）發展項目是重要
規劃，而總樓面面積達 380 萬平方呎的 11
SKIES是SKYCITY的亮點，將成為全港最大綜
合商業發展項目，提供一系列新穎的娛樂、零售
和餐飲選擇，以及商業辦公樓面，以發展醫療、
保健、金融等服務。

此外，航天城旁邊的亞洲博覽館也將進行第
二期擴建工程，落成後將提供一個有逾兩萬座
位的先進舞台場館和更多展覽設施。日後旅客
到香港國際機場除搭乘航班外，也可體驗全新
的室內玩樂設施、購物熱點、新餐廳，以至做
體檢和收藏珍貴的藝術品等，他預計SKYCITY
將成為重要的旅遊設施，貢獻本港整體的旅遊
經濟。

發揮好灣區區域航空樞紐地位
陳茂波並指，粵港澳大灣區人口近 8,700
萬，人均生產總值逾2.2萬美元，是龐大的旅
客消費來源。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
等多項大型跨境基建近年相繼落成，香港國
際機場實際上已跟整個大灣區建立了緊密、
多向度的海、陸、空聯運網絡，「未來我們
要進一步優化『多式聯運』的網絡和運作，
發揮好香港作為大灣區區域航空樞紐的地
位，成為內地和國際旅客往返大灣區的首選
門戶。」
機場三跑系統將於明年底竣工，他表示屆時

機場可處理的客運量提升約50%，每年能接待
1.2億人次，與內地城市的候機網絡將由現時19
個增加至30個。
此外，網上購物是近年環球消費的大趨勢，

電子商貿特色是每張訂單的量不大，但訂單總
量卻很多，涉及貨品和款式亦因而非常龐大，
為空運業帶來龐大的機遇，「去年本港空運貨
量達420萬公噸，以量計只佔香港總貨運量的
2%，但以價值計則佔香港總貿易價值的
48%。由此可見，高價值、高端的航空貨運物
流，是我們必須全力搶佔和不斷提升服務的板
塊。」

資深人力資源及管理顧問周綺
萍昨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特區
政府意識到人手短缺影響航空業
復甦的嚴重性，故迅速回應業界

訴求，短時間內推動大規模輸入人手計劃，顯示今屆
政府「以結果為目標」、高效有為的施政作風，值得
點讚。她指出，全球處於疫情後快速復甦階段，周邊
地區也在搶人才，「如果還不採取果斷手段緩解勞動
力短缺，不僅影響香港快速復甦，甚至可能成為損害
香港競爭力的重要短板。」

人力專家：果斷引才免損港競爭力
周綺萍說，機場三跑系統將竣工，航空業和配套設

施都需要大量人手，「三跑系統啟用後，擴容的客
運、貨運，以及配套的酒店、展覽、物流，都會吸引
本地和海外大量公司入駐，但市區的工作都請不到
人，機場工作崗位更難請人，人手短缺的結果是那些
公司被迫放棄機場發展機遇，進而可能影響整個『機

場城市』的發展規劃。」
「我身邊就有個案，讓我切身體會到人手短缺對經

濟活動的直接影響。」她舉例表示常去的麵包店已經營
數十載，擁有穩定顧客群，口碑和營業額都很好，卻因
請不到人而無奈結業。她明白本地勞工對輸入外勞會有
抵觸：「大家擔心輸入外勞會『搶飯碗』、降低待遇，
但政府規定外勞待遇不低於行業工資中位數，僱主又要
負責他們食宿，請外勞成本高過本地勞工，僱主肯定優
先考慮請本地人手。有那麼多公司要大量申請輸入外
勞，可見勞動力短缺程度已不容忽視。」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全球經濟及金融研

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昨日亦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三跑
系統啟用在即，必須快速補充人手，「本地勞動力市
場供應不足，果斷輸入外勞是必要之舉。」他預計隨
着客運、貨運快速恢復，以及三跑投入使用後大幅提
升客運和貨運能力，將有很大的勞動力缺口，政府須
做好預備，積極輸入勞動力，以免拖累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學者：須為三跑竣工預備額外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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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有大型基建項目陸續上
馬，建造業將邁向另一個黃金期，為
有意入行的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特
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
誌指出，建造業前景亮麗，特區政府

與建造業議會將繼續加強人力培訓，並資助業界善用創新
科技，讓年輕人發揮所長，並令他們覺得可以為市民創造
未來的生活。她鼓勵更多年輕一代加入成為「建業築夢」
的人才，一起為建設香港和大家的未來而努力。網誌亦引
述了兩名學員分享他們對建造業前景的看法。
甯漢豪引述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鄭定寕表示，在發展局

的支持下，議會旗下的香港建造學院積極把創科元素加入
課程，包括建築信息模擬、「組裝合成」建築法、機電裝
備合成法等，為業界培育知識及創科型專才。學院的課程
費用全免，學生亦可獲得額外津貼。在培訓過程中，學院
會安排他們與僱主配對，亦提供終身就業支援。
學院學員梁家燕表示，學院內有不少女生修讀工料測

量，加上自己對該科目亦有興趣，所以報讀。她指不但在
學院內學到專業知識，亦透過實習機會獲得工作經驗和增
強自己的溝通能力。她對行業前景充滿信心，並已下定決
心立志成為測量師，同時鼓勵其他女生加入建造業。

課程具專業資格 吸引傳理生轉學
建造業課程具認可及專業的資格，吸引到原本修讀傳理

學副學士的陳晉廷毅然轉換跑道，報讀學院水喉科的建造
文憑課程。他指出，實習機會令學生有機會到不同建造公
司學習，提升就業競爭力，有利日後投入職場。早前，他
在香港建造業技能大賽中勝出，現正為代表香港出戰明年
舉行的世界技能大賽作好準備，好好把握這次學習機會。
他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業，因為行業發展空間大，可讓他
們各展所長。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黃何詠詩表示，建造業是推動香港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引擎，政府將展開「北部都會區」、
交椅洲人工島等大型基建項目，既為香港開拓未來，亦希望
更多年輕人加入建造業，為他們開拓未來。
她指出，發展局會繼續加強培訓力度；透過資助鼓勵業

界更多採用創新科技，以提升生產力和加強工地安全；優
化現行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填補短期內尚未足夠的人
手；以及加大宣傳力度，讓社會及青年更認識行業。

撥億元支援兼讀生
針對業界對專業人士及技術人員的需求，發展局積極

與大專院校及職訓機構協調，提供更多高級文憑學額。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楊兆永表示，技術人員的高級文憑學
額預計可增加30%，發展局今年亦撥款1億元推行為期
兩年的先導計劃，為修讀建造業兼讀制學位的學員提供
在職津貼，鼓勵擁有高級文憑資歷的年輕人繼續進修學
士學位，協助他們向上流動。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馮鎮江表示，建造業現時有「三

貼」，即「貼市」、「貼心」及「貼地」。「貼市」是指
計及公營及私人項目，建造業整體工程總值於去年大約為
每年2,500億元，隨着各項工程項目陸續開展，數額將會增
至每年約3,000億元水平，為年輕人提供大量發展機會。
「貼心」是政府於2018年推出「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
金」，資助業界採用嶄新科技，至今合共注資22億元。
「貼地」則是業界在全港進行大型推廣活動，發展局亦計
劃於今年年底加設「STEAM PORTAL」平台，為中小學
提供與建造業相關的學習內容。◆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建造業技術人員高級文憑學額料增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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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造
學院學員陳
晉廷表示，
學院的課程
內容豐富，
並有不少創
科元素。

甯漢豪
網誌圖片

◆ 「VTC建造業資訊日」於早前舉行，介紹建造業前景和
現時發展情況。 甯漢豪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公
營醫療長期人手荒，特區政府積極到世
界各地搶人才。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昨日表示，醫院管理局今年4月及6月
先後到英國及澳洲舉辦招聘會，已向
110名醫生發出有條件聘書，66名於英
國招聘的醫生已接受面試，澳洲則約20
人完成面試，預計首批海外醫生於下月
到港就業。至於「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
計劃」亦已招募10名醫生及70名護士
加入前線工作。
盧寵茂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聽到
有已移民的醫護人員希望回流返港，
醫管局會公平處理，「坦白說不能
『話走就走』、『話返來就返來』，
醫管局都有制度，確保整個招聘或有
人希望回來時，都有公平制度。但講
真，初步都不是太多人，但每一個人
都重要，相信醫管局會把關，確保所
有同事對整個制度有信心。」

須扭轉公營醫生向外闖氛圍
香港公營醫療服務承擔起近九成病
人，卻有超過一半醫生在私營醫療體系
服務。盧寵茂指以往公立醫院醫生至少
升任至顧問醫生、50 歲以上才會離
職，惟現時很多40多歲的副顧問醫生
已有意離職，投身私人市場年輕化，30
歲至39歲完成考取專科醫生資格的群
組流失最嚴重，「觀察到醫生離開公立
醫院到外『開檔』氣氛愈來愈濃，愈來

愈多年輕醫護人員有『遲早一定要出外
面（私營市場）』的想法，有些考到專
科資格後會即時辭職外闖，這種氛圍近
十年愈來愈濃烈，趨向如果不出外『開
檔』或開業做私家醫生『就好似好笨』
咁。」他認為必須扭轉這種氛圍，「點
解唔可以喺公立醫院做到去退休呢？」
他坦言，公營醫護薪酬採用定額制

度，並無任何花紅，從經濟回報而言，
私人市場絕對有優勢，公院要搶人才
「冇得爭」，工資欠競爭力，要靠工作
的滿足感，「在招聘人才同留人才時，
其實就好難靠工資去作為競爭方法，反
而我們要考慮專業發展，以及工作上的
滿足感。一個公營醫生能否做一個億萬
富豪或者發大達呢？真的無可能。對我
來說，工資是一個不錯的回報，在工作
上是有好多不同的滿足感。」
對於現時並無規定醫生考獲專科資格

後需要在公營醫院服務一段時間才離
職，盧寵茂表示日後會否硬性規定，需
要再作詳細討論，他個人則「舉腳贊
成」，但認為「立法留人」太極端，要
再跟醫專深入討論。
另外，盧寵茂透露，近期有探望本港
首宗來自內地器官移植手術的女嬰，形
容1歲多的芷希十分可愛，並指與內地
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方面，需要
做更多的解說工作，強調制度的建立對
本港病人只有「着數」，不會「蝕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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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預計本港機場客運量今年底恢復至疫情前約八成，並於明年全面恢復。 資料圖片

◆ 盧寵茂表
示，預計首
批海外醫生
於下月到港
就業。圖為
醫管局今年
6 月到澳洲
推廣非本地
培訓醫生來
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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