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條三條三條三條三條

文匯
要聞 20242024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12月13日（星期五）

2024年12月13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鄧逸明
A4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續
簽
條
件
待
完
善

高
才
家
庭
陷
兩
難

申
請
人
赴
港
求
職
無
着
落
配
偶
先﹁上
岸﹂
卻
不
獲
加
分

透視人才政策透視人才政策
之續簽限制

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的續簽條件，主要關注

申請人在港是否已獲得

聘用，或者是否在港開

辦或參與任何業務，受

養人對香港的貢獻是其次。盧女士與丈夫吳先生同是互聯

網的專才，丈夫更是一家知名企業的資深技術員，年薪

200萬元人民幣，育有一子，在北京過着中產的優渥生

活。去年，兩口子成功申請高才通（A類）計劃來港，作為

受養人的盧女士率先成功就業，作為申請人的吳先生卻遲遲

未有着落，偏偏續簽時較側重的是他的就業情況，令他們感

到很徬徨。他們希望，倘受養人成功求職也應獲加分，否則

會削弱他們投入勞動市場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來港人才對人才政策建議
‧續簽應以家庭作單位衡量分數

‧為不熟悉香港市場或海外市場的初創
企業提供幫助

‧予科技類人才更大耐心

‧合約制受僱高才通人士應提供至少一
年逗留期限

‧不應貿然拋出人才清單

合約工轉正遇挫
程序員前途未卜

採訪安排在盧女士下班後進行。她細訴自己在香港、深圳兩邊走
的生活：「待會完成訪問後我還要過關回深圳，因為我先生在

香港還沒有工作，我們住在深圳比較方便。」
去年初，特區政府出台一系列搶人才措施，特別是高才通計劃反
響格外熱烈，盧女士身邊有朋友申請成功，令他們萌生移居香港的
念頭。
兩口子原本是大學同學，分別來自南北方省份，在北京讀書時相

識相戀，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成家、生子，大半青春歲月都留在
北京。不過，丈夫始終希望回到氣候宜人的南方生活，特區政府的
高才通計劃正好讓他們有了遷居的動力。去年4月，他們申請成功，
可以來港工作居住。
由於吳先生原本任職的公司在深圳設有分部，他遂申請調往深圳

工作，其間嘗試在港求職。「行頭」更寬的盧女士則破釜沉舟辭任
內地工作，積極在香港的求職網站投簡歷，一個多月就收到數個面
試邀請。她選擇了最先提出聘書、位於中環的一間金融機構，「薪
資比我在北京略低，但也有4萬多港元，扣除稅款實際收入相差不
多，算是可以接受。」
去年6月起，不懂粵語、對香港了解甚少的盧女士開始來港上班。

她讚揚香港的包容性強，適應起來沒有太大難度。「在這邊遇到的
人都很好，大家都很照顧我。用普通話、英文也能交流。」唯一要
注意是兩地對私隱的規定略有不同。她形容，自己對香港的印象仍
沉浸在「蜜月期」，一切都很新鮮有趣，想嘗試香港美食、欣賞香
港景色，也希望深度融入本地社群。
工作技術含量更高的吳先生的求職路就未如太太順利。由於香港

互聯網行業的高端崗位稀缺，吳先生又是在單一領域鑽研，就業面
較為狹窄，所投簡歷全都石沉大海。
「並不是他不願意低就，我們都是做技術，具體還是有區別。比

如我是做數據建模，平時用Python語言，機會可能更多一些。他不
是做這個方向，讓他現在做我的工作，也很難立刻上手。」盧女士
解釋。

兩口子擬創業以滿足條件
作為高才通計劃受養人的盧女士在港站穩陣腳，但續簽條件側重
於申請人吳先生的就業情況及對香港的貢獻。隨着續簽期限逼近，
求職無着落，夫婦倆開始考慮創業，以滿足簽註條件，「只是剛剛
有一些想法，我們上周聯繫投資推廣署，還在了解相關政策。」他
們相信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許多跨國企業在港設有機構分支，其中
一定有潛在客戶。
只是理想雖好，要落地創業計劃談何容易？若為續簽而急就章，
更可能壞了好事。盧女士形容，兩人處境就像是一個站在糖果櫃枱
前的孩童，只差一把開門的鑰匙。
躊躇創業的同時，她更希望政府在審批續簽時，同時考慮受養人

就業情況，倘受養人成功求職也應獲加分，否則會削弱他們投入勞
動市場的動力。
由於續簽前途未卜，夫婦倆暫將就讀小學的兒子留在北京讓祖父
母照顧，「如果撤銷內地學籍，香港這邊又沒辦法留下，小孩讀書
難免會受影響。我們離開了北京的朋友圈，也錯過了陪伴孩子成
長，確實是努力想要融入香港，但最後能不能留下來，真的很難
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相比之下，透過
高才通計劃申請來港的陳先生，求職過程就順利
得多。他找到一份一年制的合約工作，但計劃的
相關續證規定是「申請人一般可獲准延長逗留不
多於三年，或至其在港的僱傭合約有效期限屆
滿，以較短者為準」，而陳先生屬於後者，僅能
將逗留期限延長至與其工作合約期限看齊。他坦
言，在此情況下令他無法有長遠的家庭及職涯規
劃，因為所有計劃都可能因工作合約變化，隨時
要「一切推倒重來」。
陳先生祖籍四川，2015年在中山大學畢業後便

南下深圳工作，從事程序開發。一年半前，他偶
然得悉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高才通計劃，恰逢深圳
工作變動，他選擇申請高才通B類，來到香港尋找
新機會。在簽註申請和求職初期，他並未遇到太
大困難。在提交高才通申請後一個月左右，就順
利獲批來港。
來港後，他全身心投入到尋找工作中，在本港

各大求職平台上投遞自己的簡歷。一個月後，他
敲定加入最先給他發聘書的公司——一家來自新
加坡的跨國銀行，成為該公司App開發的一名程

序員。
同樣從事程序開發，相比深圳，陳先生在香港
的薪資增長六成以上，達到了4.5萬元港幣，通勤
時間也從原來的兩個小時縮短到約半小時。對於
在港的現狀，他十分滿意，「我在香港的生活融
入得很順利，這裏的生活節奏也非常好。」

倘簽註期屆滿「會否當我黑工？」
然而，在港順遂的工作與生活並未給他帶來真
正的安全感。入職伊始，公司跟他簽訂了一份為
期一年的合約。雖然公司承諾他在合約完成後，
若滿意其表現可轉為永久性質，然而，這一口頭
承諾仍有不確定性，「今年年初，我的經理告訴
我，所有合約員工轉永久工的名額都已凍結。」
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與公司再簽一份為期一
年的僱傭合約，明年6月屆滿。
陳先生為期兩年的高才通簽註將在明年3月屆
滿，根據規定續證會與其在港的僱傭合約有效期
限看齊，換言之，他只能將簽註延至明年6月，意
味着他的逗留期僅獲得延長3個月。
陳先生言語中透露着沮喪，指簽註期限過短令
他無法作長遠規劃，「我可能因為簽註屆滿而沒
辦法工作，到時政府會不會當我是黑工？」

孩子學業同受牽連
陳先生孩子的受教育權利也可能受此牽連。他
的孩子現時正在西灣河一家幼稚園上學，明年將
申請幼稚園K班。不過，如果陳先生無法在下學
年開學前持有超過明年9月的簽註，教育局無法給
他的孩子核批正式註冊證。
他苦笑道：「一位高才來港，如果連續兩年都
獲合約職位，簽註續簽時只能獲得與僱傭合約相
符的逗留期限，但如果那位高才獲長工，就可以
獲得三年的逗留期限，這是否不公平？」
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規定，他雖表示理解，但依
然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採用更靈活的政策，留下有
助於不足產業短板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作為各類
輸入人才計劃的申請人，他們最清楚新來
港人才所面對的困難，也比誰都清楚需要
什麼支援。香港文匯報梳理兩位受訪者的
意見，從續簽條件、就業支援及語言培
訓，提出幾項要點。其中，盧女士屬高才
通A類計劃申請人的配偶，雖然以受養人
身份來港，但她比丈夫更快融入香港的就
業市場，目前已覓得滿意的工作，也更
快適應香港生活。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受養人對香港也有貢獻，但目前的續簽制
度只着眼於主申請人的貢獻，她建議特區
政府續簽時，應以家庭作單位衡量分
數。
「並非所有高才通人士都能適應在港生
活，即使是同一家庭，成員之間亦有分
別。」按照現時入境事務處規定，受養人
可隨高才通人士來港生活及就業，但其貢
獻或成就不在續簽條件的考慮範圍內，盧
女士建議特區政府將受養人對港貢獻納入
高才通續簽的指標中，並可考慮以受養人
及保證人佔不同比例的形式建立家庭積分
制度，「比如我的丈夫是申請人佔5分，

而我作為受養人佔2分，續簽時統一考慮
兩者積分總和。」
盧女士與丈夫正籌備在港創業，業務對

象主要是高才通申請人在港開辦的企業。
她坦言，由於跟本地企業關聯較少，限制
了業務發展空間，期望特區政府作為一個
信息中轉站，可為不熟悉香港市場或海外
市場的初創企業提供幫助，「我們希望可
以跟業界、高校開展合作，也希望了解一
下來自中東或者歐美的信息，幫助我們出
海。」
科技產業的產出和回報並非一朝一夕，

要一名來港創業的科技人才在短短兩三
年，續簽時已有產出未必符合現實，她建
議特區政府給予科技產業更多的耐心，以
及酌情處理相關人才的簽證/註安排，「針
對科技類人才的簽註，可以在前期暫時先
不看盈利情況，而在續簽時考量其是否做
出有突破性的產品。」

合約制高才應設一年逗留期限
與盧小姐不同，陳先生受困於過短的續

簽逗留期限，令他未能作長遠人生規劃。

他建議特區政府對合約制的受僱高才通人
士提供至少一年的逗留期限，並希望政府
綜合多方因素，以評估是否續簽，「比如
來港時間，在港的工作是否穩定，以及家
人是否同時來港等等，切莫辜負有心來港
的人。」
求職是來港人才最大難題，尤其是環境

技術頂尖人才李先生，香港環保產業仍處
於初中階階段，就業市場未有太多高端的
環保領域職位，但作為政策制定者的特區
政府正正需要高瞻遠足，走在行業發展
前，需要吸納高階的人才，但環保署的相
關職位一般只聘用香港永久性居民，李先
生坦言：「如果香港與內地都有相關專業
人士，招香港本地永居並不奇怪，但是如
果香港這方面比較弱，再限制永居的話，
事情就有點不好辦。」
他認為在香港相對短板的產業上，特區

政府應適當放寬限制，「不是說所有人都
是公務員，你可以設置一些非公務員的職
位，讓我們這些有技能的人去做一做，既
沒有影響公務員隊伍的鐵飯碗，又能把有
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引進來，為香港做一

點貢獻。」

倡參考內地或歐美做法留才
他補充，香港可效仿內地或歐美做法留
住人才，「內地有不少政府機關下屬的行
業協會，比如可再生能源協會、環保產業
協會等等，這些組織受政府資助，可以讓
專家在裏面工作；這種情況在歐美則是由
NGO負責。」他又希望特區政府做好市場
調研，不應貿然拋出人才清單，導致人才
真正來港後，卻無法一展所長。

盼以家庭作單位衡量續簽分數 提供初創協助

●盧女士作為高才通申請者的受養人，順利在香港就業，惟丈夫卻遲遲未有着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陳先生獲合約制工作，在續簽制度下，他留港時
間要與僱傭合約期限看齊，變相只延期幾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