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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近年推出多項人才輸入計劃，根據入境處數據，各計劃共收到超過38

萬宗申請，近24萬宗獲批，首批高才通計劃申請人近月陸續進行續簽延長逗留時間。

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心懷香港夢的申請人到這座城市打拚的經歷，有人闖出自己一片天，有人英雄

無用武之地，主人翁的得與失，都折射出對人才計劃的啟示。香港文匯報今日起一連三集推出專題報

道，透視香港人才計劃。

編 者 按

46歲的李先生於清華大學博士學位畢業，是環境技
術領域的學術帶頭人，正值年富力強，2023年

初申請優才計劃時毫無阻滯，迅速獲准落戶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李先生位於西環一座單棟大廈的
住所家訪，寓所是常見的兩室一廳布局，面積不大，收拾
得井井有條，其兒子一年半前入讀附近一所直資中學唸中
三。

房租學費開銷大 兩年已耗80萬積蓄
在港兩年期間，李先生坦言飽受搵工難困擾，「我本來是
一個特別樂天的人，無論在哪裏，賺錢多少，都覺得生活很
有意義。」但在港的生活總充滿挫敗感，睜開眼睛柴米油鹽
的壓力撲面而來，「房租每個月1.8萬，加上水電煤氣，差不
多兩萬塊，孩子讀書學費每年5萬多，還有在這邊生活的費
用，往返香港和內地的交通，一年差不多要近40萬元的花
銷，兩年下來就是80萬元，全部靠我們自己的儲蓄。」
由於在港至今仍未找到合適職位，他一直保留內地一所
院校正教授職位，會定期進行遙距教學及回校主理研究，
但收入未能抵消香港生活費，「我之前在同事中算是長得
年輕的，現在每次回學校，學生們見到我都說，老師你怎
麼長了這麼多白頭髮。」
李先生來港初期對找工作信心十足，然而一年多都沒有
回音，令他逐漸慌了神。今年開始，他不僅更努力地網上
「海投」，跑各種現場招聘會，更會前往不同機構親自遞
交簡歷，卻連面試邀請都鮮少收到。

「我現在已經不去想offer（聘書）之類，我只想要有人
給我解釋，為什麼不行？是我年齡太大了，研究方向不
對，廣東話不好，哪怕是我在學校待久了，書呆子氣太重
也行，只希望有人能如實告訴我。有一些職位，明明我各
方面都很符合，但是投過去一點回應都沒有。」他慨嘆
道。

符人才清單條件卻無用武地
最令李先生費解的，還是人才清單與香港真實人才市場

之間的落差，「我之所以下定決心過來，是因為人才清單
說香港需要環境技術類人才，近年立法會也經常談到垃圾
徵費，加強香港固體廢物處理方面的發展等等。政府說需
要，實際情況恐怕是不太需要，最少此刻不需要。」
不斷遇挫折令李先生一再自降身價，從最開始瞄準八所

公立大學的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職位，後來發展到講師和行
政職位不拘，到最後連補習班老師也願意嘗試，「上周有
一家補習社讓我去面試，談了之後到現在也沒消息，應該
還是不行。」除教職外，他也投遞過商業機構，例如有建
築廢料處理需求的工程公司、地產公司，同樣杳無音信。

以徐霞客經歷自勉 無悔來港
儘管未覓英雄用武之地，但他從不後悔來港，「我的偶

像是徐霞客，他一生到過很多地方，看過很多人和事，我
希望自己也是這樣。經歷肯定是有美好的部分，但不可能
只有美好，負面的我也接受。」

來港前在內地一所大學任職教授的李先生屬優才計劃下人才清單環

境技術服務類人才，在固體廢物處理方面成績卓越，是國家重點實驗

室成員。作為教授級人才，他去年初來港以後，求職過程卻處處碰

壁，最初瞄準八所資助大學的副教授或助理教授職位，投放的應徵信

卻石沉大海，為生活他一再降低要求，講師、行政職位、地產公司職員，甚至連補習班老師也願應聘，

但全都無功而返。「無論我怎麼努力，就是找不到工作。」求職不順沒有令他質疑當初申請來港的決

定，卻令人深思——人才清單與人才市場需求脫鈎，或許這類專才確是香港未來需要的，但當下未必有

其用武之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除了個人的事業發展外，在內地任職大學教授的李先生
申請來港的另一主要原因是為孩子尋求優質的教育，但根
據現行的優才計劃，若主申人的簽證/註無法續簽，其在港
子女也無法逗留，學業也受影響。「我的小孩本來考上了
內地本省一家特別有名的中學，但讀了一段時間之後，很
不適應學校嚴格的教育模式。我也希望他能有一個相對快
樂寬鬆的環境，香港正好可以提供，就安排他過來讀書，
沒想到反而因為我的續簽問題，可能耽誤了他。」

由於辦理轉學手續及等候香
港入學排期需時，李先生16
歲的兒子今年只能在港就讀中
三，比同級生年紀稍長，不諳
廣東話，又是插班生，經過一
番努力才融入現在的班級。
「我經常鼓勵他說，成績不是
最重要的。要多和香港本地的
小朋友交流，了解他們的想
法。現在他適應得還算可
以。」李先生說。

倘重回內地升學 學習效果難銜接
然而，好不容易熟悉環境後，由於父親沒有如期找到工

作，能否續簽亦存在變數，連帶兒子的學業也受影響，隨
時要隨父返回內地學校升學。在內地和香港兩套不同的考
試系統之間反覆跳躍，不僅學習效果難以銜接，對學生心
理難免也會產生影響。
「我兒子最近和我說，他感覺壓力很大，因為爸爸找不

到工作。我告訴他，這是我們大人的事情，他不用想那麼
多，哪怕真的回去了，也是一段成長經歷。」李先生說，
早年在北美做訪問學者時，兒子曾在當地上學，回國後也
經過了適應期，這次恐怕要再來一次。
對香港的教學質素，本身是大學教授的李先生還是給出

了客觀的讚許。他平時會輔導兒子功課，父子倆還會一起
製作物理模型，兩人均認為香港中學教材講解詳細，注重
啟發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穿插很多生活應用場景，而不
僅是以「做題」為主。他相信兒子這一年多的學習是有所
收穫，更希望兒子在港開闊視野，心理上更強韌、堅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盼增支援助融港 添求職指引

憂續簽有變數 礙兒學業發展

資料來源：入境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各類人才輸入計劃續簽條件
高才通續簽條件

1

2

3

4

‧一般可續簽3年，或至申請人在港的僱傭合約有
效期限屆滿，以較短者為準

受聘

自僱

受聘於
非香港
企業

在港開辦
或

參與業務

提供僱傭合約，證明有穩定收
入，薪酬福利條件達市場水平

須提交聘書、稅單等，證明收入
水平及工作帶來的經濟效益

須提交受僱合約，列明工作包括
來港履行部分工作職責，申請人
必須屬於管理層或專業人士，一
般而言年薪達120萬元或以上，
在續簽申請前一年有在香港繳納
稅款

證明業務確實在港運作，入境處
將考慮營業額、財政資源、開設
職位數目、業務繳納的稅款，以
及申請人的留港時間

優才計劃續簽條件

•綜合計分制來港人士

證明對香港有貢獻：例如擔任專家或高級支薪職
位，或於香港建立或參與合理規模業務

a)受聘者須提供聘書、銀行支薪紀錄、僱主發出
的職務說明等

b)在港建立業務人士須提供公司註冊證書、財務
報表、租約等

‧首次入境可獲36個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

‧申請人通常會以3年+2年的模式獲准在港逗
留，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

•成就計分制來港人士

一般首次入境可獲准在港逗留8年不受其他逗留
條件限制，申請人須證明可獨立負擔自己和收養
人的生活和住宿開支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續簽條件

‧獲准以專業人士身份在港就業不少於兩年；及

‧在上一評稅年度的薪俸稅應評稅入息達港幣200
萬元或以上。

‧一般首次入境可獲准以僱傭身份逗留36個月或
其僱傭合約的有效期限而定（以較短者為準）

‧延長逗留期限通常會以3 + 2 年的模式或根據其
僱傭合約的有效期限 （以較短者為準）

‧頂尖人才類別一般獲延期逗留5年●●圖為李先生與兒子一起製作的物理模型圖為李先生與兒子一起製作的物理模型，，桌面上則是元素桌面上則是元素
周期表周期表，，顯示他對兒子教育的重視顯示他對兒子教育的重視。。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攝

●●李先生去年初來港以後李先生去年初來港以後，，求職過程求職過程
處處碰壁處處碰壁，，但無阻他對香港的熱愛但無阻他對香港的熱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李先生表示，會積極跑各種現場招聘會求職，更前往不同機構親自遞交簡歷，卻連面
試邀請都鮮少收到。圖為上月舉辦的香港高才就業招聘展覽。 資料圖片

●李先生教導兒子垃圾分類，父子倆已融入香港生
活。 受訪者供圖

透視人才政策透視人才政策
之人才配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洪澤楷）李先生來
港前曾在加拿大生活過，發現當地政府會為
新來家庭提供各類支援，以加速融入社會，
認為這方面值得香港借鑑。他透露，曾到特
區政府資助的機構報名學粵語，機構卻要求
集齊上堂人數才開班，「去年報名說等人凑
滿才能開，到現在也沒有消息。」李先生建
議特區政府為新來港人才提供配套的適應措
施，讓他們融進香港社會中，建立強大的人
脈網絡，才有利事業發展。
求職除了講求實力，掌握最新職場資訊也
十分重要。李先生初來香港時人生路不熟，
完全不知到哪兒找工作，「申請成功後我又
問了入境處有沒有就業相關的指引，入境處

說需要自行找就業中心，他們僅負責簽證
（註）事務。」
之後，他在網上搜索找到勞工處就業中

心，職員着他自行在壁報上的招聘廣告找合
適工作，「那些牆上貼着的都以藍領工作為
主，跟我的背景還是有些差距的。」
他坦言，參與不少招聘會，當中部分更是

為高才通人士而設的招聘會，但大部分職位
都是金融相關，跟他環境技術服務類專業領
域相關的職位少之又少，原因是香港的環保
行業仍處於起步階段，較少需要高端環保技
術人才。
關注人才計劃的立法會議員尚海龍認為，

政府需要定期檢視計劃續簽條件、人才清單

等計劃細節，不斷優化，「人才清單一定是
動態審視的，因應行業需求、規劃等發生變
化。」

議員倡定期優化人才清單
在續簽的問題上，特區政府近期公布了

高才通計劃續簽的幾個條件，有好有不
好，例如跨國公司的高管人才若在港繳
稅，就有機會續簽，這是放寬的地方，但
也有以合約制受僱的申請人，可能續簽一
次只獲得幾個月的延長，就要再次申請。
「重複申請不僅會造成行政資源的浪費，
申請人也不易作出生活安排。」尚海龍希
望明年 3 月後，首批高才通續簽大致完
成，政府可根據續簽比例、申請人集中反
饋的問題等，作出綜合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