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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
港建造業人手短缺情況持續。香港
建造商會每年均進行兩次商會會員
「建造業勞工需求調查」，香港建
造商會會長林健榮指出，自去年特
區政府宣布推出「建造業輸入勞工
計劃」以來，商會進行了三次需求
調查，勞工短缺的情況已略有改
善，由去年11月的供應與需求相差
14.5%，降至今年4月供應與需求相
差8.22%，最新一次的調查剛於今
年11月完成，由於今年私人工程量
減少中，估計會再現輕微回落，但
依然有一定工種是欠缺人手。

樓宇工程木模板工缺超22%
香港建造商會於今年4月發布的
調查顯示，調查當日有27,957名工
人工作，出缺崗位有2,505個，供應
與需求相差8.22%，推算當日全港
工地欠缺11,360人。工人人手短缺
情況較對上一次調查有輕微改善，
對上一次調查當日有48,406名工人
工作，欠缺8,208人，供應與需求相
差14.5%，該會推算當日全港工地

欠缺18,431人。
建造商會表示，調查顯示，木模
板工（樓宇工程）為最缺乏人手的
工種，短缺人數為183人，供應與
需求相差達22.15%，其次是鋼筋屈
紮工短缺人數為145人，供應與需
求相差達17.88%，電氣裝配工的短
缺人數為134人，供應與需求亦相
差達11.91%。

政府已批9731個輸入配額
特區政府去年7月推出「建造業

輸入勞工計劃」後，首四輪申請連
同補充勞工計劃之前已批准並計入
計劃的 703 個配額，當局已批出
9,731個輸入勞工配額，而第五輪於
今年 7月接受申請，接獲 18 項申
請，涉及合共約1,750個配額，發展
局決定此輪所有申請不予批出配
額。林健榮指出，「建造業輸入勞
工計劃」有助紓緩業界人手短缺問
題，以及填補缺乏的人才，協助工
程按進度進行。惟目前人手仍然短
缺，仍然需要繼續透過各種渠道填
補人才空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面對土地和房
屋日益迫切的需求，再加上本港基建工程量巨
大，建造業人手不足及老年化問題困擾多時，特
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業界採用高效建築，例如
「組裝合成」MiC建築法等，以提升建造業的生
產力和成本效益。然而「組裝合成」須具規模的
項目才能發揮到其成本效益，應用在小型項目上
成本反而更高，故現時以公營部門採用為主，私
人發展商多抱觀望態度，形成建造業並未能因為
有MiC而減少對人手的需求。
「組裝合成」建築法是透過「先裝後嵌」
的概念，「組裝合成」建築法有助紓緩本地
建造業當前面對的一些挑戰。多個公營及非
政府機構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
會、市區重建局、醫院管理局等，已經開始採用或試行「組裝
合成」建築法，有關項目已超過70個。

新建築法減少約70%現場人手
華懋集團為全港首個採用「組裝合成」MiC建築法興建私人

住宅的發展商，長沙灣東京街的「瑜悅」為集團首個採用此建
築技術的項目。華懋集團發言人指出，採用MiC可減省工地施
工工序，能減少約70%現場人手，即使面對本地建造勞工短
缺，亦能保障項目的施工進度。同時亦能減少施工時所產生的
廢物，預計可減少68%建築廢物、75%噪音及減少碳排放，減
低對附近社區帶來的滋擾。

華懋指出，若果能夠更廣泛應用，可降低建築成
本。除了長沙灣瑜悅外，集團已計劃在東涌牽引配
電站大型私人住宅項目中採用「組裝合成」MiC建
築法。
新鴻基地產也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稱，新地
也正就旗下項目採用「組裝合成」進行相關研
究，成效則有待觀察。
不過，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坦言，「組裝合

成」MiC建築法可以達至「靚」、「快」、「環
保」，唯獨建築成本未夠「平」，令私人發展商卻
步。他指出，由於工序大部分於工廠製造，是固定
的機械化生產，工人只需在地盤組裝，的確比傳統
建築快20%至三分之一的建築時間。但由於現時買
家對MiC建築法的樓宇質素未有足夠信心，而且必

須一個個組裝件加一個盒保護來運送至地盤，運輸成本貴，加上目
前生產MiC物料供應商不多，材料成本自然高。

構件運輸成本貴 欠剪裁彈性
此外，MiC建築法的房與房之間的牆身都是主力牆，如果市

場喜好由兩房變三房，便令項目欠缺剪裁彈性，儘管政府容許
採用此建築法的項目提供數個百分點的樓面面積豁免，但對於
私人發展商而言，則欠缺誘因，導致未能普及。
他認為，要令建築成本大幅下降，必須要供應鏈生態環境是自

由市場競爭才可，同時政府亦應該簡化審批程序以加快建屋時
間，及容許房與房之間的牆身改為非主力牆，以增加靈活性。

香港建造商會會員「建造業勞工需求調查」
統計時間

2024年4月

2023年11月

2023年4月

2022年11月

2022年4月

*供應與需求相差百分比 = 短缺的工友數目 ÷ 工地工友需求總數×100

涉及工地
118個
192個
285個
203個
86個

工地工友
27,957人
48,406人
52,555人
43,591人
17,795人

欠缺人手
2,505人
8,208人
8,262人
7,011人
1,896人

供應與需求相差 *
8.22%
14.5%
13.59%
13.86%
9.63%

林健榮指出，香港每年至少有2,500億元的工程才可以
滿足全港建築地盤的工人的需求，目前全港約有63

萬名註冊建造業工人，估計實際活躍於建築業的工人約20
多萬人，然而商會調查顯示，目前本港建造業工人缺口逾
萬人。由於技術工人的結構性短缺，加上勞動力老化等不
利因素的影響，導致整體生產力下降，許多建造工程項目
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成，結果是令香港的建築成本飆升
至全球最高水平。

建築成本冠全球 削弱競爭優勢
今年 6 月中，全球建築管理諮詢機構 Turner &
Townsend發表的市場調查指出，2024年香港的平均建築
成本預計上漲4.8%至每平方米4,500美元，在全球91個調
查城市中排名第9，超越日本東京，是全亞洲建築成本最
高城市。調查指出，香港之所以成為亞洲房地產建築成本
最高的城市，主要原因是熟練勞動力短缺和穩定的市場需
求。
林健榮認為，香港的建築成本冠全球，主因政府推出工
程與批出的時間有差距，形成時常會出現「有工無人做」
資源錯配問題。他指，1999至2008年金融風暴以及美國
次按危機引發全球經濟不景氣期間，本港的建築量持續下
降，流失大量人才；為了重振經濟，香港建造工程量總值
自2009年突破1,000億元後，逐年拾級而上，5年間翻了
一倍，即使到新冠疫情期間仍沒有明顯跌幅，去年更攀至
巔峰逼近3,000億元，「可惜新入行的年輕人少，導致目
前技術工人短缺和建造業工人老化問題愈加嚴重。」

年輕人入行少 工人老化趨嚴重
政府統計處統計顯示，截至2023年10月，年屆50歲或

以上的建造業工人約有284,000人，佔建造業工人人數
45%。技術工人當中，年屆50歲或以上的比例更高，達
63％。建造業議會去年7月發表《建造工程量預測》，展
望未來10年（2022/23至2031/32）香港的建造工程量每
年將達 2,400 億元至 3,750 億元（以 2022 年 9月價格計
算）。林健榮贊成特區政府保持有序持續的公營工程量，
達至供求平衡，才可以留住建造業人才。
去年特區政府因應建造業界的需求而推出「建造業輸入勞

工計劃」，規定申請的建築公司只容許相關外勞於兩年內在
所申請的工程內工作，林健榮指出，現時實際出現的情況
是，申請輸入外勞到他們來港工作會有時差，相關的建築公
司可能於等候外勞來香港期間已中標另一單工程合約，而相
關外勞的工種其實只需半年至一年已可完成申請時的工程，
但相關建築公司又不可以請他們到旗下另一個工程幫手，出
現浪費人力的情況，因此，他建議特區政府作出彈性安排，
放寬輸入的外勞可在兩年內於同一建築公司旗下工程工作。

冀輸入外勞擴至一般私營工程
此外，「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的主要對象是公營工程合

約，私營工程未能參與。作為本港主要發展商之一，新鴻基
地產在香港擁有眾多在建項目，旗下亦有建築公司負責相關
建築工程，新地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亦表示，目前多個地
盤均面對較為嚴峻的人手不足問題，短缺涵蓋各個工種，熟
練工人以至技術人員的空缺率都超過兩、三成，以至個別工
種更達到六、七成。
新地認為，無論是公營或私營項目，人手緊張難免拖慢

項目發展進度，亦會令建築成本上升，從而削弱香港整體
的競爭優勢；又指假如「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日後開放
予一般私營工程，新地將積極考慮參與。

隨着香港北部都會區開發和恢復深圳居民「一簽多行」、增加開放更多內地

城市居民來港個人遊等政策的實施，香港經濟迎來加快復甦的契機。然而香港目前各行各業人手短缺

問題嚴重，如建造業就反映人手短缺逾一萬人，其他如餐飲零售、酒店、護老等行業也普遍有人手短

缺情況，明顯地，各行各業的人手短缺將成為香港經濟復甦的最大絆腳石。進一步輸入外勞已成為不

能迴避的必答題，怎樣在輸入外勞及保護本地勞工權益方面取得平衡，正考驗着特區政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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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今年因為市道問題縱然今年因為市道問題，，私營地盤工程量減少私營地盤工程量減少，，但建造業但建造業

依然欠缺工人依然欠缺工人，『，『釘板釘板』、『』、『落石屎落石屎』、『』、『渠務渠務』』等工種最欠等工種最欠

缺工人的缺工人的，，估計現時市場欠缺逾估計現時市場欠缺逾11萬名建造業工人萬名建造業工人，，而政府早而政府早

前推算到前推算到20282028年會欠缺逾年會欠缺逾44..55萬名建造業工人萬名建造業工人。」。」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健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示，，由於時下年輕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由於時下年輕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甚少願意加入建造行業甚少願意加入建造行業，，建造業老齡化及即將迎來退休潮問題嚴建造業老齡化及即將迎來退休潮問題嚴

重重，，適量輸入外勞依然有迫切性適量輸入外勞依然有迫切性，，否則會影響利民設施落成否則會影響利民設施落成，，窒礙香港的發展窒礙香港的發展。。本港本港

主要發展商新地指人手緊張拖慢項目進度主要發展商新地指人手緊張拖慢項目進度，，令建築成本上升令建築成本上升，，削弱香港整體競爭優削弱香港整體競爭優

勢勢，，建議政府建議政府「「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建造業輸入勞工計劃」」應由目前主要對象是公營工程合約應由目前主要對象是公營工程合約，，進一進一

步開放至一般私營工程步開放至一般私營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梁悅琴

建
造
業
見
財
化
水

建造業最缺乏人手的工種 2024年4月進行調查所得數據

工種

木模板工
（樓宇工程）
鋼筋屈紮工
電氣裝配工
普通焊接工

髹漆及裝飾工(全科)
竹棚工
木模板工

（土木工程）
砌磚工
水喉工
平水工

*供應與需求相差百分比 = 短缺的工友數目 ÷ 工地工友需求總數×100

工地工友
需求總數

826人

811人
1,125人
741人
766人
260人

219人

276人
719人
399人

工地工友
人數

643人

666人
991人
627人
692人
190人

151人

209人
654人
337人

短缺
數目

183人

145人
134人
114人
74人
70人

68人

67人
65人
62人

供應與需求
相差 *

22.15%

17.88%
11.91%
15.38%
9.66%

26.92%

31.05%

24.28%
9.04%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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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正逐步復甦，各項基建上馬及刺激經濟措施齊發，

惟本地人力供應追不上市場需求，除了有礙復常步伐，亦有機

會損害本港長遠競爭力。參考特區政府早前估算本港未來五年

勞動力短缺問題嚴峻，推算2028年勞動力缺少18萬人。有學

者認為，本地人手短缺原因多，如受香港整體人口結構呈老

化，以至本地某些行業出現資源錯配等，建議政府為本地人力

短缺問題進行深度分析，並考慮就特定產業適當地輸入外勞，

長遠可考慮從城市規劃出發，如將香港「界線」北移等。

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鄺家麒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現時本港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原因之一是工種錯配。以建

造業為例，時下不少年輕人選擇攻讀商科等相對受歡迎科目，令

本地工科生的供應不足，加上部分人亦不願意入行等，他建議可

考慮向內地適當地引入人才，解決目前人手不足問題。

長遠需做好人口規劃培訓
鄺家麒亦認為，目前香港的人手短缺並非建造業獨有，而引入外勞

亦有機會影響本地人的飯碗，故他建議政府先為本地人力短缺問題進

行深度分析，必須確保輸入外勞的產業的確正面對嚴峻的勞動力短缺

問題，而不要盲目追求輸入外勞的數字，迎合某些行業的訴求。長遠

而言，本地需做好人口規劃及培訓，確保本地人才供應。

參考2023年全港人口統計，本港年齡中位數升至超過46歲，面對本

地高齡化等社會人口結構問題，不少市場人士憂慮日後本地勞動力短缺

問題將更趨嚴峻，鄺家麒則認為香港既然屬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部分，未

來可考慮研究將香港「界線」北移。他解釋，有關建議可參考澳門從珠

海等地引入勞工模式，因應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便利，未來可考慮放

寬在港工作的外勞，放工後可返深圳等城市，從而把居住相關負面影響

降至最低，亦有助解決本港迫在眉睫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勞福局上月發布「2023年人力推算」報告，推算2028年勞動力缺少18

萬，其中「熟練技術人員」將尤為短缺，料將有約6萬空缺。倘以產業劃

分，建造業料最缺人，將現4.5萬至5.5萬個空缺，然而香港人手短缺非

建造業獨有，其他行業普遍亦有人手短缺情況，如以「八大中心」計算

人手，則最缺科技、人工智能等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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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20242024年年1212月月121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

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樓華 ●版面設計：余天麟
A2

●●建造業人手嚴重短缺建造業人手嚴重短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建造商會：人手欠逾8% 需藉各渠道填補 細項目用MiC成本高 慳人手科技未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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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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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榮林健榮

本
港
50
歲
以
上
佔
近
半
人
口

●

資
料
來
源
：
政
府
統
計
處

北都區開發及「一簽多行」利好 港經濟迎復甦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