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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在香港設立統一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在香港設立統一的資訊及通

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的建議。  

 

 

背景  

 

2.   資訊及通訊科技為經濟、工商界和個人注入了無限發

展潛力。與此同時，工商界和社會大眾越來越依賴穩健和安

全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和服務。我們需要一支優秀幹

練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隊伍，以確保我們能夠充分發揮資

訊及通訊科技的潛力，造福社會。因此，我們必須把香港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行業發展成為一個獲認可和重視的專業，並

須維持和不斷提高其專業地位。  

 

3.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政府在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

詢委員會轄下成立了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發展及認可專責

小組 (下稱「專責小組」 )，負責參考國際做法及其他經濟體

系所採用的架構，研究為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設立

統一的專業認可架構。專責小組由香港大學錢大康教授領

導，成員則分別來自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團體、業界、學術

界及政府。專責小組的願景和使命載於下文，成員名單則載

於附件，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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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4.  在香港建立一支以高水平能力及專業精神見稱，且獲

國際認可的高資歷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隊伍。  

 

使命  

 

5.  按國際做法，在香港建立一個統一的資訊及通訊科技

專業認可架構，而該架構必須能夠持續發展和獲高等教育

界、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業界、社會及政府廣泛接納。  

 

 

本地和國際的現行做法  

 

6.  專責小組已探討了本地及國際所採用的主要資訊及

通訊科技資歷及應用技能架構，當中包括教育局所管理的資

歷架構，適用於多個行業界別，以促進學術、職業及持續教

育的互通；以及信息時代技能框架基金會所設立的信息時代

技能框架，現時被超過 100 個國家／經濟體系普遍採用。  

 

7.   此外，專責小組亦研究了本地和國際所採用的專業資

格計劃，包括澳洲的 Certified Professional、加拿大的 IT 

Certified Professional、英國的 Chartered IT Professional、中

國內地的計算機技術與軟件專業技術資格 (水平 )考試、香港

的資訊科技專業認證計劃和註冊專業工程師資格，以及由香

港電腦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英國電腦學會和工程及科技

學會頒授的專業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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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8.  專責小組考慮過本地和國際的現行做法及經過詳細的

討論後，制訂了一套擬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下

稱「擬議架構」)，並就「擬議架構」的目標、主要原則、運

作安排、認可準則、可持續性和預期效益各方面達成共識，

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擬議架構」－目標  

 

9.  「擬議架構」旨在︰  

 (a) 提升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的形象；  

 (b) 加強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資源和專業服務的質素；  

 (c) 吸引更多年輕人和人才加入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  

 (d) 促進專業和個人事業發展；以及  

 (e) 鞏固香港作為一個領先知識型社會的地位。  

 

「擬議架構」－主要原則  

 

10.  「擬議架構」按以下主要原則制訂：  

 

 (a) 以自願性質為基礎  –  設立一套自願性質的架構，目

的是推動而非強制有關各方採用，這非但不會阻礙有

志者投身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或從業員晉升，反而可

有助為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制訂標準，從而提升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的形象。這套架構可確

保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供應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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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對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資格計劃 (而非個別專業人員 )

給予認可  –  倘我們對已達到一定專業標準水平的

專業資格計劃給予認可，就可避免因推出另一新資格

計劃而出現工作重複的情況。這多元途徑的方案一舉

多得，不僅有助確保統一不同資格計劃的評審標準，

亦可讓從業員按自己的事業路向和發展需要，選擇最

適合的專業資格計劃，以獲取認可。該架構最初會集

中就「專業人員級別」的資格計劃給予認可，稍後階

段才考慮就「技術人員級別」給予認可。  

 

 (c)  使本地與國際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資歷及應用技能架

構保持一致  –  參考現時一些完善的資歷及應用技

能架構 (例如信息時代技能框架及資歷架構 )，可令「擬

議架構」更易獲得本地及國際認可。  

 

「擬議架構」－運作安排  

 

11.  當局會根據《公司條例》成立一個非牟利、非法定的

擔保有限公司作為頒授機構，負責「擬議架構」的管理、運

作及持續發展。該機構須具備以下組織結構︰  

 

 (a) 理事會︰制訂整體方針及執行品質控制，並負責有關

專業認可的管治、規劃、發展及管理事宜；  

 

 (b) 評審委員會︰就認可標準及評審準則提出建議，供理

事會審批，並負責評審申請；  

 

 (c) 上訴委員會︰處理上訴個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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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秘書處︰執行行政支援職務。  

 

 

 

 

 

 

 

 

 

 

 

 

 

 

「擬議架構」－認可準則  

 

12.  當局對某專業資格計劃給予認可時，會考慮以下各

項︰  

 (a) 授予的資格是否符合一個合適的專業標準，例如該資

格是基於學歷、考試和工作經驗的綜合評估，及／或

其他形式的能力評估而頒授；有關能力的要求是否定

於合適的水平；   

 (b) 有否訂立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和強制執行的職業道

德操守規範，以確保個別人士的質素得以維持；  

 (c) 是否備有所需的程序和專業知識去評估個别人士的

資格；以及  

 (d) 頒授的專業機構是否具備所需的組織能力 (如管治、評

審程序和評審人員的質素 )和成熟程度，管理該專業資

格計劃。  

 

理事會 

 

學術界、專業人士(由設有獲認可計劃的專業機構提名)、 

業界、最終用戶組織、政府、業外人士 

秘書處 

評審委員會 

 

學術界、專業人士 

上訴委員會 

 

學術界、專業人士、 

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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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架構」－可持續性  

 

13.  政府會考慮提供撥款供初期設立架構之用，包括支付

成立頒授機構的法律費用、建立網站和宣傳推廣等方面的開

支。在架構可穩定運作並獲相當數量的組織採納前，政府亦

會考慮提供撥款支付該架構首三年的營運開支。  

 

14.  我們預期該架構運作三年後，設有獲認可專業資格計

劃的專業機構可吸引相當數量的專業人員參加其計劃，故應

能分擔頒授機構的營運開支，包括員工費用、辦公室租金及

其他辦公室開支，估計每年約為 200 萬元。  

 

15.  當該架構順利推行及運作穩定後，市場日後可能會要

求某些關鍵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工作只可由認可專業人員執

行。當局屆時便須就成立法定機構處理有關事宜作進一步研

究及諮詢。  

 

「擬議架構」－預期效益  

 

16.  「擬議架構」預計會帶來以下效益︰  

 

從業員  

(a) 提供一致和一貫的準則，以確保資訊及通訊科技從

業員具備能力和達到專業水平；  

(b) 免除相似和重疊的專業資格所帶來的混淆；  

(c) 為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定出更明確的事業和專業

發展路向；   

(d) 讓從業員向僱主或準僱主證明自己的價值，從而增

加就業選擇及晉升機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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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因認可計劃符合國際標準，從業員的能力和專業資

格在國際上便可獲得認受。  

 

僱主  

(f) 讓僱主可容易識別和聘用有能力和合資格的資訊及

通訊科技從業員及服務供應商；以及  

(g) 提高生產力及產品的質素，促進業務成功，為機構

的投資帶來保障。  

 

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  

(h) 提升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和整個行業的專業資格

和形象。  

 

社會  

(i) 讓公眾對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及服務供應商的角

色和職責有更明確的期望和理解；以及  

(j) 增加社會對資訊及通訊科技業在管理及推行資訊科

技服務和系統的信心。  

 

 

諮詢  

 

17.  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的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

略諮詢委員會會議上匯報了「擬議架構」，並獲該會委員支

持落實該架構。  

 

18.  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和三月，我們為相關的持份團體，

包括僱主 (商會和中小企相關行業協會 )、從業員、學術界和

專業團體，舉行了八場諮詢交流會，共有數百名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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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總體而言，出席諮詢交流會的人士反應正面積極。他

們普遍歡迎推出「擬議架構」，並認為該架構能有助香港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社羣茁壯成長。他們同意「擬議架構」建基

於現有的專業資格計劃之上，既可發揮成本效益，也不會擾

亂市場運作。此外，出席者普遍同意「擬議架構」應以自願

性質為基礎，並同意該架構可為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員提

供一個清晰的發展路向。從僱主的角度，該架構提供了一套

客觀準則，讓他們評估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員的能力和專業

水平，有助確保其屬下僱員的質素 (包括技能和專業操守 )一

致。就「擬議架構」或會令招聘合資格資訊及通訊科技從業

員的成本增加的問題，鑑於該架構的認可對象為「專業人員

級別」 (例如項目經理和系統架構師 )，因此企業聘用合資格

的專業人員，不但可提升產品質素，還可提高生產力，從而

令整體成本下降。最後，由於「擬議架構」可提高香港資訊

及通訊科技人員的專業地位，並為他們提供清晰的發展路

向，故我們預期該架構可有助吸引更多年輕人才選修資訊及

通訊科技相關的學科和投身這個行業。  

 

 

未來路向  

 

20.  我們計劃在二零一四年五至六月進行為期兩個月的

公眾諮詢。視乎公眾諮詢的結果及所須作出的進一步修訂，

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前推出該架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零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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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發展及認可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召集人： 

 

 錢大康教授，B.B.S.，J.P. 

 

非官守委員： 

 

 鄭小康先生 

 張楚平先生 

 劉嘉敏工程師，J.P. 

 李惠光工程師，J.P. 

 李煥明博士 

 梁廣錫教授工程師 

 李威廉工程師 

 莫乃光議員 

 伍澤文博士工程師 

 彭志達工程師 

 施禮華博士工程師 

 

官守委員：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顧問服務及營運)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項目及資源管理) 

 

秘書：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高級系統經理(人力資源及專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