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探討專才報道獲廣泛回響 優才教授獲八方支援

增設新機制 主動邀頂尖人才赴港
「第四屆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昨日舉辦，論壇上，舉行了海南自貿港—大灣區

人才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和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協同發展生態聯盟香港聯絡處揭牌儀式

等，標誌着香港特區與海南、廣州市南沙區在人才領域的合作邁出新的一步。政務司司

長陳國基發表視像致辭，他表示，面對世界各地的人才爭奪戰，特區政府除了繼續加強

本地培訓，亦銳意招攬世界的人才。特區政府會陸續落實施政報告中的各項輸入人才機

制新措施，包括增設新機制，主動接觸和邀請頂尖人才來港發展，為香港建立優質人才

庫，把握未來的發展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凌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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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引入人才，但部分優
才來港後欠缺支援。香港文匯報本周三（12日）的專才透視系列專題
報道，專訪了固體廢物內地處理專家李教授，他去年初循優才計劃下
人才清單中的「環境技術服務類人才」成功申請來港，惟一直沒能找
到合適工作。報道引起極大回響，接連有機構聯絡想為其提供職位，
香港清華校友會亦想聯絡他給予幫助。李先生感激文匯報的報道引起
如此大回響，「最重要是引起社會對此計劃盲點的關注。」

「最重要是引起社會關注計劃盲點」
今年46歲的李教授正值年富力強，是清華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在固
體廢物處理方面成績卓越，是國家重點實驗室成員，內地環境技術領
域的學術帶頭人，任職內地某大學教授。他去年初申請優才計劃時毫
無阻滯，迅速獲准落戶香港。
來港後，李教授求職處處碰壁。他最初瞄準八所資助大學的副教授

或助理教授職位，相信以其專業資格可謂綽綽有餘，然而應徵信卻石
沉大海。
李教授現在租住西環一座單棟大廈約500平方呎的單位，兒子亦隨他來

港，入讀附近一所直資中學中三，「房租每個月要1.8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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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教授慨嘆在港生活的高昂成本，已一再降低求職要求，講師、行政

職位、地產公司職員甚至連補習班老師也去應聘。未知是否其學歷過
高，應聘這些職位也未能成功，「無論我怎麼努力，就是找不到工
作。」
他認為香港列出的輸入人才清單可能存在與人才市場需求脫鈎的盲

點，「或許清單內專才確是香港未來需要的，但當下未必有其用武之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主
持教育、科技和人才委
員會首次會議。委員會
將採取三大策略方向，
增強政策系統性、整體
性及協同性，統籌跨局
推進教育、科技、人才
一體化融合發展的工
作。
委員會所採取的三大策略方向，一是吸納優秀創科人才，引領科創
產業改革定位和布局，借助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成
為聯通內地與國際的世界級科技創新樞紐；二是建立國際教育樞紐，
打造和推廣「留學香港」品牌，為八大中心和科技創新提供人才支
撐；三是就香港產業戰略定位所帶來的轉變優化人才計劃和人才服
務，引進有助國家發展的科研及領軍人才，並重點解決人才子女在港
教育配套問題。

優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委員會同意在未來一年集中跟進和落實一系列工作，務求於短期
內完善相關制度銜接，例如優化「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容許一定數量年輕而具備相關專業技術技能及經驗的非學位
專才申請來港，投身人力極短缺的技術工種；在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增設機制，主動邀請頂尖人才來港發展；檢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切合本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把握河套香港園區明年將進入營運階段
的契機，以及借助各項有助構建創科上、中、下游生態圈的措施，
充分發揮「以產聚才」的作用；檢視現行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
就業安排，以及經人才入境計劃抵港的受養人子女之教育事宜。
出席昨日會議的成員還包括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局長孫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及該三個決策局的常任秘
書長或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特區政府計
劃明年修例，規定所有的士需要在車廂內
安裝攝錄系統，以及規定須提供電子支付
方式。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
論有關事宜，新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
寶昨日在會議上指出，社會和業界對有關
規定反應正面，強調攝錄的片段會加密處
理，而攝錄內容會在30天後清除，以保障
乘客和司機私隱。有議員關注到有「黑
的」司機或會遮蔽鏡頭甚至故意死機，她
表示，不排除會安排運輸署進行突擊檢
查。
的士業議會昨日安排兩輛裝有車廂攝錄
系統的士讓議員開會前參觀和了解攝錄系
統運作，車廂共安裝3個攝錄鏡頭，以拍

攝車廂內外及司機位置。根據特區政府計
劃，所有的士均要在2026年前安裝有關系
統，並配備行車紀錄儀和全球衛星導航系
統。陳美寶會上表示，鄰近的深圳、澳門
等地早已開始推行攝錄系統，香港特區政
府會參考當地經驗，並和專家跟進。

不認同要由政府補貼安裝
有關的攝錄系統估計花費 3,500 元至
5,300元，不少議員問到政府會否向業界
提供補貼。議員陳學鋒表示，市場上約
有1.8萬輛的士，若每輛提供1,000元資助
金額，僅需1,800萬元，「快快地處理，
對乘客或司機也好，都有保障。」議員
劉國勳建議政府可統籌並強制的士安裝

攝錄系統，及協助的士安
裝，每月收回成本和月
費，認為具成本效益，且
機件成本可能更便宜。
陳美寶回應表示，安裝

攝錄系統乃是的士車主和
司機的責任，原則上是要
由他們自行承擔，而非要
由政府補貼，「就我與多
位議員和的士業界多年的
交往所知，其實用統一強
制、一體化去實行未必會
快。」
車廂攝錄系統收集的影

音和數據將會加密，有需

要時上傳至特區政府運輸署的中央平台，
有議員關注到私隱等問題。陳美寶表示，
在新規定下，車廂內的片段會被加密處
理，且會於30天後清除，相比現時的士司
機自行在車廂內設置攝錄鏡頭，市民和司
機的私隱更獲保障。
議員李世榮擔心有「黑的」司機會干
擾鏡頭，包括遮掩鏡頭或者惡意令鏡頭
模糊，問及有否制定機制確保攝錄系統
萬無一失，不會被惡意破壞。
陳美寶表示，現時的士均需要定期到驗

車中心檢驗，新政策實施後，會同時檢驗
攝錄系統和其他設備，亦不排除運輸署會
有突擊檢查。
陳美寶會上回應議員有關的士記分制的

提問時表示，記分制由今年 9月實施以
來，暫有26名的士司機分別被記3分至10
分不等，有關情況符合預期。目前準備的
攝錄系統建議，可以和記分制相輔相成。

擬修例容許遙控泊車功能等
另外，政府昨日刊憲修訂規例，規定電

動車安裝聲響警報系統、容許遙控泊車功
能，更新對車輛的照明燈、反光體和單層
巴士最大全高度的要求等。
運輸及物流局表示，修例旨在緊貼汽車

業發展，優化車輛設計和構造的標準，締
造更安全便利的道路環境。修訂規例將於
下周三提交立法會，採取先訂立後審議的
方式立法。

教
育
科
技
和
人
才
委
員
會
首
開
會
三
大
策
略
方
向
統
籌
工
作

議員憂的士鏡頭被惡意遮掩 陳美寶：不排除突擊檢查

由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組委會主辦的「第
四屆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以「人才

引領，創新驅動，賦能新質生產力」為主題並舉
行圓桌論壇，深入探討了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發揮海南自貿港開放優勢和粵港澳大
灣區人才協作聯動，賦能國家高質量發展等核心
議題。陳國基發表視像致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特區政府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
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李文
彬，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峯，廣州市委常
委、南沙區委書記劉煒，海南省人力資源開發局
黨組成員、副局長洪日南，香港優才及專才諮詢
委員會主席周松崗，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
長張曼莉，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等
擔任主禮嘉賓。

各項人才計劃逾26萬宗獲批
陳國基視像致辭表示，特區政府於2022年底

推出一系列措施招攬人才，成效顯著，截至今年
11月底，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收到近42萬宗申
請，批出超過26萬宗，已有17.5萬名人才攜同
家屬來港。
陳國基表示，人才辦積極推廣香港作為國際人
才樞紐及國家人才門戶的雙重角色，特區政府會
陸續落實施政報告中的各項輸入人才機制新措
施，包括主動接觸和邀請頂尖人才來港發展。

孫玉菡：已有超過17萬人才到港
孫玉菡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於兩年前推出一
系列積極的搶人才措施，兩年後，不論是申請的
數目、批准的數目、人才到港的數目，均遠超當
時他們的預期。目前，已經有超過17萬人才來

到香港，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及配偶，約共35
萬人，對大灣區的發展非常重要。
他引用剛於上月發布的關於2028年人力資源
的預測的數據，表示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和勞動
力不足問題。目前勞工短缺5萬，預期到2028年
短缺是18萬，一定要補充人才的短缺，通過一
系列積極的「搶人才」計劃，相信可以為香港創
造更多的活力。
孫玉菡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人口在35

歲至 44歲青壯中年這段年齡群淨增長了兩萬
多，相信是通過各類吸引人才的措施來港。隨着
時間推移，特區希望繼續推廣的一系列人才的措
施，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來到香港，一齊為香港
打拚，同時為國家的發展貢獻他們的力量。
廣州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劉煒致辭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進入加速融合發展的新階段。南沙
正高舉開放大旗，以開放促進改革促進創新，大
力推動海港、空港、數港、金融港、人才港「五
港聯動」，推動物流、人流、資料流、資金流自
由高效流動，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人才
港」是其中的重要支撐，將為香港和大灣區帶來
新的發展機會和空間。
海南省人力資源開發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洪日
南表示，香港人才政策開放包容、發展成就令人
矚目。瓊港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商緣相連，具
有廣泛的合作基礎。
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組委會主席駱勇表示，
香港特區與海南及南沙區合作的落地充分展現了
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相信
有助於海南自貿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一步
促進各方人才的跨界交流合作，積極踐行國家人
才戰略，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
持。

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昨舉辦 陳國基視像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凌瀚）在「第四屆香港國際人
才高峰論壇」的「發揮海南自貿港開放優勢，推動中
國特色創新發展」圓桌論壇上，多位與會者表示，區
域內城市要各自發揮優勢吸納人才，協同做好人才增
量，並積極做好資源共用與人才流動，共同擴大人才
資源的總量與活力。
香港理工大學內地發展總監陸海天表示，吸引並發

揮高端人才的作用，關鍵在於理解他們尋求個人發展
機遇的初衷，強調應關注如何將人才期望與地方發展
環境相結合，確保人才獲得感。同時，「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理念尤為重要，尤其在人才生態尚未完
全建立時，應利用高端人才的虹吸效應，助力基礎設
施建設。
他以香港理工大學為例，表示通過在不同城市設立

產業創新研究院，無需教授長期駐守，即可借助當地
已建立的研究室、實驗室等基礎設施，實現資源共用
與人才流動，有效促進地方發展。
海口經濟學院東方外貿外語學院執行院長錢耀軍表

示，海南自貿港雖坐擁豐富自然資源與獨特產業優
勢，但在經濟總量、產業體系及科技創新能力等方
面，與大灣區相比仍存差距。因此，海南在高質量發
展道路上，亟需與大灣區加強交流合作，有效對接兩
地市場主體，增進聯動機會。同時，應強化頂層設
計，建立兩地長效聯動機制，並加快推進瓊州海峽港
航一體化建設，打通海南與大灣區的「黃金水道」。
對「共建大灣區人才高地，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

這一議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創會會長尚海龍
表示，在大灣區的發展藍圖中，人才的雙向流通被視
作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關鍵要素。這一過程並非簡單
的「搶」與「留」的零和遊戲，而是需要各方在增量
上努力，共同擴大人才資源的總量與活力。

倡互置「飛地」促進區域間合作
他建議通過互相設置「飛地」模式，來促進各區域
間的深度合作與協同發展，通過這種方式，各方可以
共用資源、優勢互補，實現人才、技術、資金等生產
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優化配置。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會長高俊輝表示，澳門特區是

「微型經濟體」，不適合像香港特區那樣開放引進大
量人才，配套方面未可以接納這麼多人才。但是，澳
門擁有獨特的葡語文化背景和優勢，應該充分利用這
一優勢，發揮橋樑作用，將海外特別是葡語國家的人
才資源引進到粵港澳大灣區來，起到「橋樑」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航空交流協會主席簡浩賢表示，從澳
門的視角出發，要積極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
設，構建一個多元化、專業化的人才儲備池。這個人
才儲備池應特別聚焦於合作區的開發建設和運營管理
領域，同時涵蓋發展規劃、戰略策略、公共政策等緊
密相關的專業方向。通過吸引和培養這些關鍵領域的
人才，澳門可以更有效地參與合作區的建設，推動其
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大灣區發展的重要
引擎。

學者：協調資源人員流動 協同做好人才增量

●議員昨日獲安排參觀的士車廂內的攝錄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陳國基昨日主持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
會首次會議。

●

報
道
刊
載
後
，
李
先
生
迅
速

獲
各
方
提
供
協
助
。

●「第四屆香港國際人才高峰論壇」昨日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