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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議放寬輸入內地專才計劃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政黨和公眾似乎開始

接受香港實在有需要輸入一些供不應求的專業人才。不過部分意見仍對這計劃有

相當保留，部分人更擔心該計劃會衝擊本地中產專業人士和大學畢業生。無可否

認，這計劃部分細節確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綜觀一般輿論都只糾纏在應否設立輸

入人數的上限，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缺乏長遠而全面的人力資源政

策和有關統籌部門。 

 

事實上，從政府把計劃交予以入境保安為工作目標的保安部門負責，可以看出新

計劃的背後理念並沒有改變：即對內地人才仍然採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針。所

不同的是這次降低了專才的條件以引入和「利用」更多內地專才罷了。因此，政

府應該將輸入人才的工作移交人力部門負責，並以更開放進取的心態吸各地的人

才。 

 

堵截防範從來不是先進國家吸納人才的作法。美國矽谷對人才的徹底開放正是其

成功的重要因素。況且這些人才，尤其是新經濟範疇內的資訊科技專才，都是奇

貨可居的，因為他們可以為當地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然而港府這次推出新措施

的同時，卻不斷強調計劃只是中短期措施，專才不能？眷來港，輸入人才的行業

只亦限於資訊科技和財經等，都表現出政府對輸入內地專才仍存在畏首畏尾、欲

迎還拒的心態，而這正正是以往的「輸入專才」和「輸入優才」計劃徒勞無功的

原因。更重要的是港府缺乏長遠的眼光和政策去吸引內地和海外專才。要扭轉這

個局面，必須先在行政架構上下工夫。 

 

概觀不少先進國家，吸引外來人才的工作都是由人力部門，或以人力部門為首的

跨部門構負責。因此，香港亦可參考這些國家的經驗，在教育統籌局轄下成立一

個由商界、學者、專業團體、勞工界和相關部門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專責評估本

地各行業的人力需求，以及制訂長遠政策，吸引內地及海外的人才來港，到海外

推介在港工作的好處。委員會亦可在各政府部門的配合下，制訂各種配套措施，

例如代辦簽證，協助抵港人才安排子女入學，為僱主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協助

申請輸入人才)等，具體政策的執行工作則可交由教統局副局長領導的專職部門

負責。有了這樣的獨立決策和行政體系，才能迅速適應新經濟下全球性的人才爭

奪形勢。 

 

這個安排的好處在於委員會能集中處理本港所有輸入人才的事務，不受其它政策

局制肘。也由於其工作哲學不在於入境保安，而在於盡量吸納人才來港，其政策

措施會比保安部門更積極進取。同時，委員會受轄於教統局，也能更了解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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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就業、人力供求情況，措施亦得以更快落實、更適當地與本地的人力情況、

經濟發展情況相調和。委員會亦應以其獨立性，利用各種手段配合與推動人才的

輸入工作，例如積極利用專業人才臨時入境簽證的安排來配合本港的人才需求；

設立特別簽證給短期留港(兩至三個月)的人才。 

 

當然，委員會亦應定時對輸入人才計劃進行檢討，使之能更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

求變化。一旦發現計劃被濫用，又或是影響到本地人就業，便應立即設法堵塞漏

洞。 

 

人才一直被認為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經濟環境下，吸納人才、營造人才

集聚的環境都是本港的出路。目前人力資源工作政出多門，阻礙了整體人才吸納

的規劃和眼光。讓這項工作提上更高層次和專門化，是香港面對全球人力競爭的

重要裝備。 

 

(本文已刊載於 2001年 4月 27日之《香港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