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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制引計分制引計分制引計分制引「「「「活水活水活水活水」」」」 人財兩得人財兩得人財兩得人財兩得  

(全國政協委員、前民政事務局長、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銀行/公司董事) 藍鴻

震   ( 05-03-2003 ) 

 

較早前本人在本報撰文，建議政府「引活水」救香港經濟，包括吸納投資移民，

以及放寬內地及海外人士來港消費。很高興看到政府最近發表人口政策報告書，

提出吸納投資移民，以及放寬輸入內地專才，有關措施原則上應該有助香港匯聚

資金和人才，對本港整體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值得支持。但報告建議的措施中，

仍有一些細節值得商榷，希望政府落實政策時能作適當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是，

按照本港經濟和社會需要，以及人力供求情況，制訂一套公開、透明而靈活的計

分制度，就申請人不同種類的投資方式和金額、工種、教育及技術水平等條件作

評分。 

 

目前政府建議的投資移民計劃，規定申請人可在房地產或特定金融資產中，投資

最少六百五十萬港元，由吸引資金的角度而言，這政策的原則是正確的。但如果

政府能採用更靈活的計分制，申請人便可以選擇更多樣化的投資，而申請人只需

提交商業計劃書，列明投資方式和金額，以及聘用本地人數目等，然後再作評分。

這不單可吸引更多種類的投資者來港，而且更可以配合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需要。 

 

另外，政府的建議，雖然對整體物業市道有一定幫助，但仍未必能刺激持續疲弱

的二手樓市。在中產階層飽受負資產問題困擾的時候，政府應透過投資移民計

劃，搞活二手樓市。因此，在港購買二手物業的投資移民申請人應該獲得加分，

這樣不單有助中層人士紓困，而且對刺激消費信心也有幫助。 

 

在輸入人才方面，以往香港對內地人才來港的限制的確過於嚴苛，輸入優才計劃

的申請人要持博士學位，輸入專才劃也只限於資訊科技和金融服務的人才申請。

但現在政府建議完全不限行業輸入內地專才，又是否過於寬鬆呢？ 

 

事實上，在近年一片不景氣下，香港部分行業的專業人員已過剩，例如近年物業

市道疲弱，部分從事建築和測量的工程人員，就業情況也不太理想；醫管局最近

亦正考慮不與部分以合約聘請醫生和醫護人員續約。內地部分專業人士亦持有香

港所認可的專業資歷，若一下子完全放寬內地專才來港，可能會進一步影響這些

本地中產專業人士的就業情況。 

 

因此，政府應參考澳洲和加拿大等地區的經驗，制定一套完善的計劃，並交由一

個具代表性的委員會，按照本港人力需求，設計一套計分制度，就不同工種、教

育及技術水平等條件作評分，以決定輸入內地專才的申請人來港優先次序。評分

也須按本港不同時期的情況定期作出調整；提出申請的企業也須經營實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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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有人借用空殼公司輸入內地人。這樣不單可以避免計劃被濫用，影響本地人

就業，而且也可確保輸入的專才配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除了輸入人才和投資移民，香港也應該利用本身的優勢的公共服務，引入更多的

活水刺激經濟。例如香港的公私營醫療技術，在區內享負盛名，例如外科整容和

心臟專科等，我們大可以吸引內地和東南亞地區有經濟能力的人士來港，以不低

於成本的價錢享用各式各樣的醫療服務。又例如香港的教育，在區內仍有相當吸

引力，政府開放本港大、中、小學及國際學校，容許海外及內地的自費生來港，

以市場價格入讀各級學校。 

 

有關病人和學生更可帶同一兩名家屬來港，以便照顧他們的起居。當然，這些家

屬不能享有香港居民的福利，也不能在港工作。這樣不單可吸引更多外來人士來

港消費，而且也可為本地專業人士創造就業，可樂而不為呢？ 

 

(本文已刊載於 2003年 3月 5日之《香港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