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推算報告估算2028年約有18萬人力資源短
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其數字已計算

人工智能（AI）發展和自動化等因素，否則實際短缺人數會更高，
相信日後與數碼化營運相關的新工種，如人工智能專家、數據分析
師及資訊科技專家的需求將會上升。

傳統職位將逐步被取代
孫玉菡表示，未來經濟轉型、科技發展及各行各業業務自動化和

數碼化，將改變市場對工種和技能的需求，從事常規和單調工作的文
書及行政工作等傳統職位可能逐步被自動化取代。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香港人口老化進一步
擴大勞動人口缺口。政府

公布本港最新的人力推算報告，指出本港
勞動力求過於供，預計人力缺口由2023年
的5萬，擴大至2028年18萬人，五年間擴
大約三倍，其中最缺乏的是熟練技術人
員，達6萬至6.5萬人，佔比逾三分之一，
包括機電設施維修技工、建造業工人、司
機等，政府表示會持續適度引入勞工以及
加強本地培訓。

根據政府統計處以2021年年中人口為
基準的推算，本地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將
由2023年的23%增加至2028年的28%，
五年計增加38萬名長者。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孫玉菡表示，現時本港面對最大挑戰是
勞動人口快速老齡化，勞動人口減少，就
業年齡中位數亦會上升。

熟練技術人員欠6.5萬人
2023年人力推算報告顯示，疫情期

間人力供應連跌三年至去年的350萬人，
導致本地勞動市場緊張，短缺約5萬人。
機電維修人員、建造業工人等的熟練技
術人員職業組別，在2023年就業人士中
位數為50歲，其中逾60歲人士佔四分
一，而清潔工等非技術人員組別的中位
數更高達53歲。孫玉菡認為該兩組別的
人力供應令人憂慮，其中熟練技術人員組

別的人力缺口由2023年的一萬，將擴大至
2028年6萬至6.5萬人，佔整體短缺人數逾
三分之一。

孫玉菡指出，熟練技術人員的體力勞
動高，預計該組別人群數量數年後會有斷
崖式下跌，因此期望透過開辦課程吸引年
輕人入行、輸入外勞，以及相關行業工人

能延遲退休年齡等多管齊下填補缺口。他
又表示，明年中推出新訂立的技術工種專
才計劃，三年約有一萬個配額，並要求35
歲以下，正是2028年該組別缺口的六分之
一， 「中間仍有四至五萬人空缺留給本地
人，充分體現本地人優先就業原則。」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香港正步入老齡
化社會，不少行業反

映 「請人難」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廠商會）昨日表示，關注人力短缺
問題持續困擾工商界，建議當局應擴
大輸入外勞、採取更積極的人才引進
政策，以及加強職業專才教育，以填
補人力和技能缺口。

廠商會會長盧金榮昨日表示，
《2023年人力推算報告》推算的十大
人手短缺產業，包括創科、航空樞
紐、國際貿易以及製造業等，反映香
港有迫切需要，採取更進取的輸入勞
工和人才引進政策，以配合社會發展
需要，鞏固競爭力。

完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他建議，特區政府因應創科及製

造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持續增加，盡
快擴大 「人才清單」 ，例如可將 「工
業人才」 分拆成為一個單列的類別，
除了將原先隸屬於 「創新科技」 組別
的智能製造、工業工程及ESG等人才
歸入其中，還可納入工程師、技師、
工匠、中試項目統籌經理、技術經濟
管理，以及知識產權專才等本地亟需
的實用型人才，以豐富本港的人才
庫，助力香港傳統工業升級轉型及新
興製造業的加快發展。

他認為，政府應繼續完善 「補充
勞工優化計劃」 ；除了簡化申請程
序、加快審批速度，亦應在輸入勞工
的工資要求引入更大的彈性。同時，
當局應檢視 「特別計劃」 的成效和本
港其他行業的人力需求情況，加快步
伐將 「特別計劃」 擴大至更多人力短
缺的行業。

人才培育方面，盧金榮提出，本
港應繼續加大對職專教育的投資，特

別是對創科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

人事顧問：延遲退休是大勢所趨
人口老化為本港帶來挑戰。有學者認為，政府已提

出一系列措施，除了培育本地人才，積極招攬外地人
才，為經濟發展作貢獻。有人事顧問坦言，延遲退休年
齡將會是大勢所趨。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兼任教授何濼
生昨日向《大公報》表示，必須繼續透過輸入專才和外
地勞工，為本地勞動市場注入 「生力軍」 ，舉例服務業
可以借助科技，結合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系統，幫助日常
運作，食肆餐廳引入電子點餐系統，安排智能機械人送
餐，紓緩人手不足壓力。

何濼生坦言，65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將於
四年後、即2028年持續增至28%， 「事實上，現時運輸
行業已經出現老齡化問題，情況在可見將來只會越來越
嚴重。」

「公司請人，往往也希望聘請較年輕的，不過隨着
人均壽命延長，可見將來勞動市場的人均年齡，只會越
來越高！」 合眾人事顧問公司總經理蘇偉忠認為，延遲
退休年齡將會是大勢所趨。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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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人口老齡化加劇，嶺南大學政策
研究院及研究生院高級講師蕭珮而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人口老齡化令社
會面對不同層面的挑戰，如勞動人口減
少，醫療用品需求大增及照顧者需求增加
等。她認為社區的支援，除了福利政策推
動外，家庭的照顧者應學習多些技能及知
識，因為未來照顧的工作，不再是依賴傳
統院舍承托整個高齡化的社會。

近年政府積極參考世界衞生組織或國
際組織，推動本港實施措施應對高齡化的
社會，蕭珮而認為長者及年齡友善城市值
得參考，此概念是世衞於2005年開始推
廣，其中包括長者社區參與及長者就業機
遇，如可將人口比例較大的長者轉化成勞
動力，便可活化整個社區。

大公報記者 余風、陳思華
▲有學者表示，本港人口老齡化令社會面對不同層面的挑戰。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樂齡科技能令長者及照顧者提升生活質素。

讓年輕人參與安老服務
2018年政府設立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

金，初時資助合資格的安老及康復服務單位購
置、租借和試用科技產品，至去年的施政報告
提出，相關樂齡科技應涵蓋地區長者的應用層
面，此為居家安老，讓長者更好地投入社區。
她又指，除為長者提供科技，人民關懷亦可透
過科技介入而提倡，家屬及照顧者都可以透過
科技支援長者生活，達至雙贏。

「輸入外勞是在院舍及長者服務層面可即
時得到減壓的措施。」 但蕭珮而同時指出，
相關措施對本地就業市場造成挑戰，她認為
讓年輕人參與安老服務，吸引他們入行並留
在行業內，相信可以幫助本地安老業界的發
展。

「香港面臨老齡化，主要原因是生育率持
續偏低，補充不了勞動市場的勞動力。」 香港
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
表示，以往年代夫婦都會生育多名子女，但近
年出生率不斷下降，沒有辦法逆轉。

他指出相關問題同樣困擾其他經濟發達的
地區，如日本及韓國。

「現時八、九十歲都好普遍。」 周永新指
出社會需要適應的同時，如退休的長者仍有健
康精力應可繼續工作，並鼓勵僱主聘用。此
外，他又指老齡化社會更需要退休有保障，基
層健康醫療服務亦需完善。

另外，周永新又提到大灣區安老，讓香港
長者有選擇之餘，亦可以減輕本港院舍的負
擔。

打造世界銀髮經濟新範本
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南）李世榮倡議，香

港要發展銀髮經濟，首要條件是當局及社會各
個界別都要轉變對長者這個群體的看法，讓長
者尋覓到歸屬感和安全感。在他看來，香港有
「服務水準高」 、 「世界一流的基建水平」 及
「香港品牌在國際具備影響力」 等傳統優勢，

完全有機會在銀髮經濟這個藍海市場突圍而
出。

李世榮說，新生代長者普遍教育程度較

高，具備較高消費能力，對生活環境亦有較高
的期望，加上照顧者樂意為長者購置適宜的產
品，銀髮市場潛力無限。

香港社會服務聯合會去年發布報告顯示，
近四成長者正經歷社交孤立。李世榮表示，這
批長者在有需求時，未能及時得到支持，讓他
們產生不屬於這個社會的孤立感，自然不願意
加入商業市場，抑制了消費慾望。

責任編輯：鄭小萍 劉仁杰 美術編輯：麥兆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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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社會 不應再依賴傳統院舍
學者：照顧者可善用樂齡科技幫助長者

政府推算2028年缺18萬勞動力
機電及建造業工人恐斷崖式減少

應對勞動力短缺
政府公布《2023年人力推算》報告，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2023年人力供應350
萬，欠缺約5萬人，至2028年欠缺將高達18萬

人；65歲或以上人口在2028年佔總人口的28%，對勞動力構成重大挑
戰。

孫玉菡表示，香港仍需要繼續適度引入外來人才和勞工，以填補人
力及技能缺口。

人口老化必然導致勞動力市場人手短缺。人口老化不僅在香港出
現，鄰近地區同時面臨出生率下跌及人口老化問題。

特區政府早前針對提高出生率採取了一些措施，措施是否有效，有
待時間驗證，但遠水不能救近火，必須填補人力以支撐經濟發展。

輸入人才及勞工，前提是平衡各持份者利益，促進本地經濟健康發
展。以安老業為例，人口老化之下，安老服務需求必然大增，香港目前
的安老業人手十分緊缺，需要依靠輸入外勞維持服務。十年、二十年後
香港安老業對勞工需求如何？將有多少缺口？必須未雨綢繆。

透視鏡
蔡樹文

港企提供北上養老方案
新 風 天 域 集 團

HelloToby高級市場行銷
經理崔慧妮表示，看好香港的銀髮經濟發
展，所以專注於提供長者照護和陪護服
務，為長者提供全面的居家服務體系。另
外，公司會為香港長者提供合適的北上養
老方案。

銀髮經濟既長期又穩定
崔慧妮表示，銀髮經濟將是長期且穩

定的市場機會，因此選擇積極投入這一領
域。她介紹，目前集團長者業務中，九成

用戶使用社區券，自費部分則保持穩定，
預計未來隨着銀髮經濟發展，自費部分會
有所提升。

談及市場機遇，崔慧妮指，留意到後
疫情時代，長者對能在家中接受個性化健
康管理服務，如遠程醫療、日常護理、物
理治療和心理健康支援等需求日益增長，
故公司未來會將安老服務和醫療技術結合
發展，冀吸引更多長者體驗公司服務，並
進一步擴大自費服務的滲透率，促進本港
銀髮經濟消費多元化。

大公報記者 陳思華

大
公
報
fb

2028年高需求職業
職業組別

經理、主管
及專業人員

服務從業
人員

熟練技術
人員

非技術人員

高需求職業例子

•創新科技專家、資訊科
技及數碼化人員、數據分
析師、精算師、工程師、
飛機師、醫護專業人員
•機艙服務員、廚師、銷
售人員、侍應、保安員
•屋宇及機電設施維修技
工／技術員、升降機／自
動電梯技工、飛機維修技
術員、機器操作員（先進製
造）、船隻維修技術員、司
機、熟練建造業工人
•酒店房務員、清潔工、
廚房幫工、倉庫營運人員
及搬運工人

2023年及2028年
人力供求差額

人力供應

人力需求

整體人力
供求差額

2023年

350萬人
355萬人

-5萬人

2028年

356萬人
375萬人

-18萬人

經理、主管
及專業人員
服務從業
人員

熟練技術
人員

非技術人員

-1.5萬人

-2.4萬人

-1萬人

-2000人

-2.7萬至
-3.2萬人
-4.3萬至
-4.8萬人
-6萬至
-6.5萬人
-4.4萬至
-4.9萬人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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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提到，北上大灣區安老，不單讓香港長者有選擇之
餘，亦可減輕本港院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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