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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例草案》委員會 

對資歷架構實行的疑慮 

 

1. 現時本港工人並無集體談判權。雖然局方多番強調資歷架構不具強制性，但

當局如何保證「持證上崗」的情況不會出現，或不具資歷認可的僱員不會被

剝奪晉升的機會？ 

2. 最近建築工人註冊制度引起廣泛關注，工人其中一個憂慮是未能提供六年以

上的資歷證明。同樣，在資歷架構下，現職僱員須在「過往資歷認可」機制

下透過在職觀察或模擬工作間評核，又或提出工作年資證明及工作表現評核

報告，獲得認可。當局應考慮一次過將所有現職僱員納入資歷架構內。 

3. 當局應明確交待將來會否設立與「行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組成相似的「督導

委員會」和投訴機制，監察資歷架構的推行情況，以防有僱工無理解僱資歷

和薪金較高但未獲取資歷認可的員工。 

4. 當局應增加各「行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及將來「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內

勞方成員的比例。 

5. 為確保擴大行業的參與，當局應交待會否為僱主提供更多誘因，如稅務優惠

等，以吸引更多僱主向僱員提供有薪進修假期和學費資助，避免製造變相無

償工時。現時澳洲和紐西蘭均有法例規定僱主須為僱員提供受薪培訓假期。 

6. 同時，由政府亦應為不同級別資歷／進修階段的學員提供津貼、補助和貸款

計劃供僱員申請，如開放持續進修基金的申請資格至各類職業培訓課程。 

7. 當局可有監察評審費用水平的機制，令有關課程的學費和考試費訂定於合理

的水平？ 

8. 雖然當局強調不會以學術能力作為七級評審機制的通用指標，但一些弱勢社

群（如單親人士、特殊學校畢業生）擁有的技術往往較為單一，當局如何確



保資歷架構的評審標準不會對他們構成不利影響？ 

9. 現時本港並無就年齡歧視立法。當局如何確保工友在考取資歷認可後不會因

年齡而不獲僱用，令中年人士也有誘因考取資歷認可？會否考慮在短期內引

入有關的行政措施？ 

10. 現時本港工人並無最高工時的法例保障。當局如何確保工餘進修的可行性？ 

11. 有關覆檢的安排，由評審當局作出覆檢的最終決定會令覆檢機制形同虛設。 

12. 當局應確保每個行業有足夠的評估機構數目，以免輪候時間過長，同時應設

定機制維持評估機構之間一致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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