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背景  
 
 
1.1 香 港 在 多 項 國 際 競 爭 力 評 估 中 排 名 一 直 名 列 前 茅 ，

在 2019 年 不 僅 獲 國 際 管 理 發 展 學 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列為全球第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且更在
同年連續八年獲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選為十大經濟體
之一。香港表現出色，可歸因於其在多項指標中取得高分，其中包括

人力資本質素、經濟表現、政府及體制效率、營商環境、基礎建設

和科技發展。  
 
1.2 香港致力發展成為更知識型及創新主導的經濟體，其競爭力

會因此更取決於能否匯聚優秀人力資本 (亦即所謂人才 )，並藉此
推動經濟增長。人才有助發展創新意念、引進嶄新技術和創作創意

內容，而在知識創造和創新方面，上述三者都是關鍵所在。在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的 2019 年 "世界人才排名 " 1 (World Talent Ranking)中，
香港在 "吸引與留住人才 "一項排名下降 4 位至第 18 名 (圖 1)，該項
指標衡量選定城市吸引外來人才和挽留本地專才的能力。  
  

                                                       
1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自 2014 年起每年編製 "世界人才排名 "，以衡量全球 63 個
選定經濟體吸引和培育人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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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爭奪人才競賽日趨白熱化。對許多已發展經濟體而言，在
創新與知識主導的發展模式下，未來瞬息萬變，但當地人才供應
未必能配合發展的步伐，引入外來人才不失是填補人力資源不足
的速效解決辦法。  
 
在全球爭奪人才競賽中，已發展經濟體不單互相競爭，更要面對
來自近年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的挑戰。對全球高技術人才來說，
中國較以往更具競爭力和吸引力，而內地不少城市已落實各項
優惠政策及獎勵計劃，吸引人才落户。  
 
香港難免要與全球各地競奪人才，但本地多項人才入境計劃成效
未如理想，生活成本高企削弱了香港能以優厚薪酬吸引人才的
競爭力。在港工作的高級專業人士的待遇，以美元計算的年薪
比較，其實並非較在內地及新加坡工作的同業特別吸引。在調整
生活成本後，當中薪酬較內地及新加坡為高的職位也不多。
除薪酬回報外，生活質素亦是人才決定工作和留居地所考慮的
因素，但香港在多項全球宜居程度調查取得的排名不高。  
 
有關全球爭奪人才的議題，屬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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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8 年至 2019 年香港在 "世界人才排名 "中的表現  
 

 

 
 

 
 

 
 

 
 

數據來源：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19b)。  

 
 
1.3 政府表示會繼續投資教育 2，並提升本地勞動力的質素以

增強人才庫。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城市型經濟體，只有大約 750 萬
人口，在人才供應方面未必能夠達到自給自足，有需要引入外來

人才，以滿足本地經濟的人力需求，和提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1.4 事實上，政府已推出多項輸入人才計劃，以吸引更多優秀

人才及專業人士來港工作和定居。然而，爭奪高技術人才豈獨香港

為然，不少已發展經濟體正為此努力，以滿足本身的人力需求。

                                                       
2 請參閱 GovH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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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排名  2018 2019 

基於下列 3 項因素
評估整體排名：  

為培育本土人力資本

所投入的資源  

投資與發展人才  2018 2019 

一個城市吸引外來

人才及避免本地人才

庫流失專才的能力  

吸引與留住人才  2018 2019 

一個城市人才所具備

的技能 /能力質素  

人才準備度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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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數年，全球爭奪人才競賽預期會更趨白熱化，在這趨勢下的

中國更會積極應對。現時內地城市正迅速發展，並一直推行各項優惠

政策及獎勵計劃，以吸引本地和外來人才。本研究簡報研究全球各地

爭奪人才的情況；以及闡述香港在吸引外來人才方面的競爭力，討論

將聚焦於影響人才來港工作和居留意欲的決定因素。  
 
 
2. 全球爭奪人才  
 
 
2.1 人才全球流動並非新出現的現象，有能之士往往為覓得理想

的事業發展機會，不惜前住其他地方尋找機遇。今時今日，經濟活動

日趨全球化，加上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出現了不少不受地域限制的

工種，人才流動因此更趨頻繁。  
 
2.2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求才若渴，對人才的需求從未如此

迫切，此情況尤以不少已發展經濟體為甚，單靠從本地人口供應和

教育機構培育的人才數目，實難以配合當地的經濟增長。由於出生率

下降和人口老化，具有新思維和創見的年輕人才供應不足，亦為發展

經濟體帶來隱憂。引入外來人才不失是填補人力資源不足的速效

解決辦法，較廣為採納的策略是  (a) 吸引外來學生入讀本地大學，
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以及  (b) 透過各類輸入人才計劃
吸引高技術人才前來工作和居留。  
 
 
吸引外地學生  
 
2.3 為吸引外地學生，許多已發展經濟體制訂全國性策略，務求

發展成為對國際學生極具吸引力的留學目的地。舉例而言，澳洲

於 2016 年公布首份的全國性策略《國際教育全國策略 2025》
(National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5)，為發展成為領導全球
教育、培訓和研究的國家訂下框架，規劃未來 10 年間優先處理的
事項。同樣地，加拿大亦制訂《國際教育策略》(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將當地教育機構提升為優質學府，目標是招收的國際學生
人數在 2022 年前增加一倍。新加坡則推出學費資助計劃 (Tuition Grant 
scheme)，資助就讀當地全日制專上教育院校的外地學生。合資格的
留學生最高可獲減免約 80%的學費，但他們須要承諾畢業後在一家
於新加坡註冊的公司工作 3 年。  
  



4 

2.4 已發展經濟體亦致力吸引外地學生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

慣常的做法是容許他們畢業後留下工作，並在入職數年後給予永久

居民身份。圖 2 載列選定已發展經濟體所推出的畢業後工作簽證
計劃 (post-study work visa scheme)，該等計劃方便外地留學生畢業後
留在當地工作，而當中以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所推出的最為進取，

簽發的畢業後工作簽證有效期可高達 3 至 4 年，期間外地學生可在
當地尋找工作，而入職時所取得的工作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申請在

當地永久居留的資格。  
 
 
圖 2   選定已發展經濟體的畢業後工作簽證計劃  
 
 
 
 
 
 
 
 
 
 
 
 
 
 
 
 
 
 
 
 
 
 
 
 
 
 
 
 
 
 
 
 

數據來源：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2018)及各國政府網站。   

美國  
•  畢學生留美工作主要途徑是申請

"F-1 選擇性實習訓練 "簽證。  
•  簽證有效期為 12 個月，而認可

STEM科目的畢業生可申請將簽證
延期最多 24 個月。  

德國  
• 來自歐盟國家的學生在
畢 業 後 可 在 不 設 限 的

情況下在德國工作。  
• 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學生在
畢業後可延長居留許可證

有效期最多 18 個月，以便
尋找與其就讀學科相關的

工作。  

英國  
•  第 4 級學生簽證持有人在當地大學
畢業後，可逗留最多 2 年尋找工作。
在 找 到 工 作 後 ， 他 們 可 轉 而 申 請

有效期高達 5 年的第 2 級工作簽證。  

加拿大  
•  畢業生可根據修讀課程的
長短，獲發 8 個月至 3 年
的畢業後工作簽證。  

•  經畢業後工作簽證計劃下
所取得的工作經驗，有助

申請在加拿大永久居留的

資格。  

澳洲  
•  畢業生可申請臨時畢業生簽證在澳洲
工 作 、 旅 遊 或 學 習 ， 簽 證 有 效 期 為

18個月至 4年不等，按申請人資歷水平
而定。  

•  臨 時 畢 業 生 簽 證 有 助 申 請 一 般 技 術
移民，在計算資格時簽證持有人可獲

加分。  

新西蘭  
•  畢業生可申請畢業後工作
簽證在當地尋找工作。  

•  簽證有效期為 1 年、2 年或
3 年，年限視乎畢業生所獲
取的學歷及在當地何處修

畢課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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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來人才  
 
2.5 已發展經濟體亦放寬了外地人才入境及 /或永久居留的

限制。就放寬外地人才入境的限制而言，加拿大於 2017 年 6 月更新
"環球技能策略 "(Global Skills Strategy)，方便海外高技術人才在短至
2 星期內取得特快工作簽證 (圖 3)。此外，澳洲於 2018 年 7 月推出
"全球人才計劃 "(Global Talent Scheme)試驗計劃，若企業需要招聘海外
人才，而該等人才所具備的技術在澳洲需求甚殷，則有關企業的招聘

申請可在短時間內 (16 至 21 天 )獲得批准。2019 年 8 月， "全球人才
計劃 "由試驗性質轉為恆常計劃，並改名為 "全球人才僱主擔保簽證
計劃 "(Global Talent Employer Sponsored programme)。  
 
 
圖 3   選定已發展經濟體的輸入人才計劃  
 
 
 
 
 
 
 
 
 
 
 
 
 
 
 
 
 
 
 
 
 
 
 
 
 

註：  (*)  處理簽證申請的標準時間。  
數據來源：各國政府網站。   

• 澳 洲 的 "全 球 人 才 僱 主 擔 保 簽 證 計 劃 "方 便 成 熟 企 業 (established 
businesses)，以及以 STEM 和科技為本的初創企業，在全球各地招聘

高技術人才。  
• 計劃下簽發的工作證有效期為 4 年，持證第 3 年可申請永久居留權。 

• 加拿大的 "環球技能策略 "訂定標準，在 2 星期內簽發高技術外籍人
才的工作許可證和臨時居留簽證。  

• 外籍專業人士可申請 "個人化就業准證 "，獲發簽證者可在新加坡
居留工作 3 年。  

• 簽證持有人可在居留期間申請永久居留權。  

(16 至 21天*) 

(2 星期*) 

(8 星期*) 

• 日本在 2012 年推出 "高技術外國專業簽證 "計劃，採用積分制評定申
請人資格，高技術人才在計劃下較以往容易在日本工作及居留。  

• "高技術外國專業簽證 "的持有人只須在日本住滿 3 年或更短的時間
便可申請入籍，較其他簽證持有人一般所須的 10 年時限為短。  

• 歐盟藍卡是在歐盟成員國給予高技術、非歐盟成員國公民簽發的工

作簽證，讓他們在歐盟任何一個成員國內工作及居留。  
• 在德國，歐盟藍卡的有效期為 4 年，持證 33 個月後可申請永久居留。 

• 已修畢學位課程的學生或至少完成 12 個月學習的博士生，在覓得合
資格工作後，可申請第 2 級工作簽證。  

• 第 2 級工作簽證的持有人可在英國工作及居留長達 5 年，其後他們可
申請永久居留權。  

(10 天*) 

(數日或  
數星期*) 

(8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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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至於吸引外來人才永久居留方面，澳洲、新加坡、英國及德國

均容許外來人才在當地居留 3 至 5 年後申請永久居留權。日本最近
縮短申請永久居留權所需的居留規定，如有關外來人才在計分簽證

制度下取得超過 70-79 分，居留規定會由以往的 5 年縮短至 3 年；
如取得 80 分或以上的人才，年限更可減至 1 年。  
 
2.7 在全球爭奪人才競賽中，已發展經濟體不單互相競爭，更要

面對來自近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國

的競爭。對全球高技術人才來說，中國較以往更具競爭力和吸引力，

內地巨大的發展機遇吸引了不少人才前來落戶。  
 
 
3. 全球爭奪人才競賽下的中國  
 
 
3.1 中國以往一直是人才輸出國，主要為已發展經濟體提供

人才，但這情況在 2000 年代末期明顯逆轉，得力於國家推行積極
措施大規模從外招攬人才，尤其是著力鼓勵在海外學成的內地學生

回國發展，而這變化正恰好反映國家進行的結構性改革。近年內地

人口增長放緩，人口老化持續，不能再沿用多年來行之有效的發展

模式，即依靠 "人口紅利 " 3 來推動經濟急速增長。反之，國家亟需
提升產業結構，轉型為服務導向和知識為本的經濟體，而經濟轉型

需要大量曾接受良好教育的技術人才來推動方可成功。  
 
3.2 內地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及深圳一直是人才的首選落戶

城市，當地提供大量工作及教育機會，且坐擁充滿大都會氣息的市區

環境。很多二線城市近年發展迅速，也急起直追積極招攬人才，藉此

帶動當地的經濟增長，以及趕上一線城市的發展步伐。近年隨着

大灣區計劃的開展，灣區內的城市視人力資源為日後成功及發展的

關鍵所在，也紛紛加入競爭爭奪人才。  
  

                                                       
3 人口紅利指總人口中適齡工作人口比重上升所產生的經濟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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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由於內地二線 /大灣區城市加入爭奪人才，一線城市在面對

競爭壓力下也相繼推出計劃吸引人才。圖 4 載列特定內地城市
所推行的人才吸引計劃，該等計劃差異不大，均容許人才申請當地

戶籍 4，並為他們提供住房福利及/或現金獎勵，差異之處只在於推行

力度大小而已。舉例而言，即使是只具有專業或技術職稱的人士，

一些城市也給予他們申請落戶的資格，另有一些城市為頂尖人才

提供金額高達 1,000 萬元人民幣 (1,100 萬港元 )的購房補貼。  
 
 
中國對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3.4 對全球高技術人才來說，來華工作較以往更具吸引力 5，一者

是由於內地城市提供種種優厚的待遇吸引外來人才，再者是內地

經濟發展蓬勃，在製造業及服務業創造大量高層職位，而當中許多

職位的待遇，不但在薪酬方面可與已發展經濟體的同類職位媲美，

提供晉升機會亦較佳。因此，在 2018 年，每 10 名負笈海外的內地
留學生當中，約有 8 名會回國發展 6；而在 2000 年代初期，每 10 人
則僅有 1.5 人回國。  
 
3.5 現時願意到海外工作的中國人數目亦見減少，根據一家管理

顧問公司在 2018 年進行的調查 7，顯示出 2018 年僅有 33%的中國
公民願意出國工作，而在 2014 年這一數字還是 61%；而當中 30 歲
以下的中國公民，只有 34%願意往國外工作，遠低於全球 62%的
平均數。此外，只有 51%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碩士、博士學位或同等
學歷的中國公民願意出國工作，全球平均比例則為 61%。  
 
 

                                                       
4 戶籍又稱戶口， "戶籍 /戶口制度 "是指政府對人口進行登記的制度，中國公民
在其本人戶籍 /戶口所在地可享有永久居留權及相關社會福利待遇，例如
教育、醫療、公共醫療保險及政府福利金等福利。  

5 對世界各地願意出國工作的求職者來說，中國的吸引力在 2018 年全球排名
20 位，較 2014 年的第 20 位提升 9 位。請參閱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18)。  

6 根據中國教育部提供的最新數字。  
7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 2018 年曾就勞工趨勢變化和工作意願，向 197 個國家
的 366 000 名人士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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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國的人才吸引計劃  
 

 

戶口 (1) 

住房福利   
現金獎勵   購房資助/補貼     租房補貼、免租房或  

其他福利  

選定一線城市  

北京   • 購買共有產權住房 (2)   • 公租房或租房補貼  • 高達 100 萬元人民幣人才獎勵  

上海  
(人才高峰工程 ) 

 • 購房資助   • 人才公寓或租房補貼  
– 

其他內地城市  

南京   • 購買共有產權住房 (2)或高達

3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免租人才公寓、租房補貼或先租後

買樓住房  (3) 
• 頂尖人才：  

- 高達 1 000 萬元人民幣進行重大創新項目  

西安   • 購房補貼定為房價的 50%，  
上限為 100 萬元人民幣  

 • 租房補貼：每月 6,500 元人民幣，
為期最長 5 年  

• 頂尖人才：  
- 高達 500 萬元人民幣項目資助  

天津  
(海河英才行動計劃 ) 

 
– 

• 人才公寓 (租金不超過市場租金的
70%)或租房補貼  

• 頂尖人才：  
- 1,000 萬元人民幣研究資金；及  

200 萬元人民幣生活津貼  

武漢   • 大學畢業生可以低於市價 20%購買安居房，或以低於市價 20%租賃租住房  • 本科畢業生最低年薪為 4 萬元人民幣  
• 碩士畢業生最低年薪為 6 萬元人民幣  
• 博士畢業生最低年薪為 8 萬元人民幣  

杭州   • 高達 8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   • 創新及企業團隊：  
- 高達 500 萬元人民幣資助  

長沙   • 可分別按 100 平方米、150 平方
米、200 平方米標準申請全額購房
補貼  

 • 留學歸國人員獲發
6,000-50,000 元人民幣租房
補貼，為期 2 年  

• 國際人才：200 萬元人民幣資助  
- 本地人才：100 萬至 150 萬元人民幣資助  

成都   • 畢業生租住人才公寓滿 5 年，可以不高於入住時市場價格購買該公寓  • 創新及企業團隊：  
- 高達 1 億元人民幣資金  

註：  (1 )   只適用於合資格人才；  即使學士學位持有人亦適用；  即使只持有專業 /技術職稱人士亦適用。  
 (2 )  合資格人才可與政府共同購買住房，雙方各擁有該物業產權的固定百分比。有關人才在當地工作滿若干年後，可免費獲得原屬政府的份額。  
 (3 )  合資格人才入住出租單位 5 年後可以優惠價格購買該單位。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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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國的吸引人才計劃 (續 ) 
 

 

戶口 (4) 

住房福利   
現金獎勵   購房資助/補貼     租房補貼、免租房或  

其他福利  

大灣區城市  

深圳  
(孔雀計劃 )  

 •  高達 6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200 平方米免租房，為期 10 年  •  頂尖外來人才：  
-  高達 300 萬元人民幣人才獎勵  

廣州  
(紅棉計劃 )  

 •  高達 1,0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200 平方米免租房，為期 10 年  •  海外人才：  
-  創新企業項目可獲高達 200 萬元
人民幣創業資金  

東莞   •  高達 25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租住房補貼高達每月
5,000 元人民幣，為期 3 年  

•  合資格科技創新團隊：  
-  高達 2,000 萬元人民幣資助  

珠海  
(珠海英才計劃 )  

 •  頂尖人才：  
-  600 萬元人民幣購房補貼  

•  較低級別人才：  
-  購買共有產權住房 ( 5 )  

 •  為頂尖人才提供 200 平方米
免租房  

•  頂尖人才：  
-  高達 200 萬元人民幣人才獎勵  

佛山   •  高達 200 萬至 400 萬元人民幣的購
房補貼  

 •  中級人才可獲每月 750 元人民幣
租房津貼，為期 3 年  

•  合資格科技創新團隊：  
•  200 萬至 2,000 萬元人民幣資助  

惠州  
(天鵝計劃 )  

 •  最多 5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為頂尖人才獲提供 200 平方米
免租房 ( 6 )  

•  領軍人才：  
- 最多 100 萬元人民幣專項工作經費資助  

中山   •  高達 200 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為頂尖人才獲提供 200 平方米
免租房 ( 6 )  

•  主要創新創業團隊：  
-  省級：最多 1,000 萬元人民幣  
-  國家級：最多 2,000 萬元人民幣  
-  國際級：最多 3,000 萬元人民幣  

江門   •  博士畢業生：  
•  高達 400,000 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為頂尖人才獲提供 150 平方米
免租房 ( 6 )  

•  頂尖外來人才：  
-  1,000 萬人民幣專項工作經費補貼  

肇慶   •  10萬至 100萬元人民幣的購房補貼   •  150 至 200 平方米免租房  •  創新團隊：  
- 高達 1,000 萬元人民幣創業資金  

註：  (4 )   只適用於合資格人才；  即使只持有專業 /技術資格職稱的人士亦適用。  
 (5 )  合資格人才可按 50:50 的比例，與政府共同購買住房。有關人才在珠海工作滿 10 年後，可免費獲得政府的 50%業權。  
 (6 )  頂尖人才在當地工作滿 5 年後將給予辦理贈與所租住房的房屋產權。  
資料來源：當地政府報告及 The Economist (2018)。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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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爭奪人才競賽下的香港  
 
 
4.1 香港發展成為更知識型及創新主導的經濟體，需要大量具備

相關技能且富有創意的人才。但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城市型經濟體，

只有大約 750 萬人口，單靠有限的人口資源，未必能夠滿足社會對
高質素人才的需求。加上人口老化和低出生率的問題，香港更亟需

透過吸納外來人才來補充人才資源庫，藉此維持長遠的國際

競爭力。在上述情況下，香港別無他選，只有加入全球人才競爭

行列。  
 
4.2 為吸引外來的高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及定居，政府為此推行

多項人才入境計劃，有關計劃簡述在下圖 5：  
 
 
圖 5   香港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的主要特點  
 

人才入境計劃  申請資格  

一般就業政策 (4 星期 ( 1 ) )  

對象：非內地人才和專業人士  
  具 備 香 港 所 需 而 又 缺 乏 的 特 別
技能、知識或經驗；來港前申請人

必須已獲聘。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4 星期 ( 1 ) )  

對象：內地人才和專業人士  

  與一般就業政策相同。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6 個月 ( 2 ) )  

對象：海外及內地高技術人才或優才
每年配額： 1 000 個  

  達到最低及格分數；分數根據申請
人的學歷 /專業資格、工作經驗、
年齡及家庭背景、曾否獲得傑出成

就等方面計算；申請人無須事先

獲聘。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2 星期 ( 1 ) )  

對象：海外及內地科技人才  

  聘用公司 /機構必須向創新科技署
申請配額以輸入科技人才。  

 
註：  (1 )  處理簽證申請的標準時間。  
 (2 )  入境事務處為合資格人才每季度進行甄選程序，成功的申請人會獲邀在

3 個月內親身前來香港出席會面。因此，審批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申請或須
多於 6 個月。  

資料來源： Immigration Departmen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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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多項人才入境計劃中，不設配額的 "一般就業政策 "在設計上
方便引進大批的外籍人士來港工作，但他們留港與否則另作別論。

在過去 10 年間，根據 "一般就業政策 "提出並獲批准的申請，由
2010 年的 26 881 宗增至 2019 年的 41 289 宗 (圖 6)，但同期來自
美國、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等地的外籍人士居港數目，則由 2010 年
年底的 72 784人減少至 2019年年底的 50 394人。審計處提供的統計
數字，亦可用作反映外籍人士留港意欲不高的另一指標，截至

2015 年 12 月，根據 "一般就業政策 "來港居住人士有 71 986 人，當中
只有 1 525 人 (2%)留港 7 年或以上 8。  
 
圖 6   獲 批 淮 的 簽 證 申 請 宗 數 及 各 項 人 才 入 境 計 劃 下 取 得

居留權的人數  
 

 
 
 
 
 
 
 
 
 
 
 
 
 
 
 
 
 
 
 
 
 
 

 
註：  (*)  3 項人才入境計劃的總和。  
資料來源： Immigration Department。  

 
  
                                                       
8 根 據 在 2016 年 發 表 的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六 號 報 告 書 的 數 據 。 請 參 閱

Audit Commission (2016). 

 239 

 593 

 286 
 332 

 208 

 411 

 555 

 874 

 6  11  50  186  194  148  157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8 2019

1 350 

4 029 

6 075 6 514 

8 088 8 017 
9 229 

12 381 
13 768 

14 053 

 130  406  647  905  828 1 075 
1 16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8 2019

15 774 

21 119 

26 384 
20 988 

30 557 28 380 

34 403 

39 952 
41 592 41 289 

1 531 2 648 3 831 4 494 4 296 
5 366 5 377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8 2019

17 124 

25 148 

32 698 
28 095 

38 931 36 729 

43 840 

52 744 
55 915 56 216 

1 667 3 065 4 528 5 585 5 318 6 589 6 695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8 2019

簽證獲批淮宗數  

取得居留權人數  

合計 *  一般就業政策  
(就業及投資類別 )  

輪入內地人才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簽證獲批淮宗數  

取得居留權人數  

簽證獲批淮宗數  

取得居留權人數  

簽證獲批淮宗數  

取得居留權人數  



12 

4.4 在 2003 年推出的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亦不設配額，旨在
吸引來自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業人才來港工作。但根據該計劃來港

工作而願意留港居住的人數不高，這從他們取得香港居留權的人數

反映出來 9。入境事務處於 2003 年至 2012 年間共批准了 57 126 宗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的申請，其中只有 7 033 名根據該計劃來港的
人士在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取得居留權 (圖 6)，由此估算根據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的人才中，只有 12%在居港滿 7 年且最終
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4.5 政府在 2006 年 7 月推出設有配額的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
旨在每年吸引 1 000 名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與 "一般就業
政策 "及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不同，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是一項不以
就業為本的簽證計劃，而是根據計分制評核申請。雖然政府在設計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時，以主動積極的方式引進人才，但透過該
計劃來港定居的人士數目不多。當局每年批准的申請僅數百宗，

低於每年 1 000 個配額的水平。  
 
4.6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是最新近推出的人才入境計劃。政府
在 2018年 5月宣布以先導形式推行該計劃，為期 3年，旨在透過快速
處理安排，供合資格公司申請輸入非本地科技人才到香港從事研發

工作。10 計劃首個運作年度最多輸入 1 000 人，截至 2019 年 9 月底，
創新科技署只接獲 291 宗配額申請，並批出 86 個相關的工作簽證。
2010 年 1 月，政府優化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將適用於計劃的科技
範疇由 7 個增至 13 個。  
 
 
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及工作  
 
4.7 為配合引進外來人才的政策，政府積極吸引更多非本地學生

來港就讀，並鼓勵他們畢業後留港工作。政府為此推行多項便利

措施，以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最主要的措施有三： (a) 一是
針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院校的收生政策，提高校內
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取錄非本地學生的限額 11；

                                                       
9 根據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來港的人士，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 7 年後可申請
香港居留權。  

10 新計劃簡化了申請程序，將審批時間由 4 星期縮短至 2 星期。  
11 在 2005-2006 年，錄取非本地生的限額由課程的核准學額指標的 4%增至 10%，
並於 2008 年進一步增加至 20%，及後相關限額至今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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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者是撤銷教資會資助院校錄取非本地生入讀研究院研究課程
的限額；以及  (c) 在 2008 年推出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
安排 "，容許非本地學生在香港修讀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課程，獲得
學士學位或更高資歷以後，可留港 12 個月以便申請工作。  
 
4.8 學生多元化對香港發展成區域教育樞紐至關重要，但

非本地學生當中，以內地學生居多。在 2018-2019 年度，有 11 703 名
非本地學生入讀教資會資助的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院修課課

程，而當中內地學生佔大多數，比例高達 60%，但與 10 年前的 90%
相比，額份已有所下降。  
 
4.9 入 讀 研 究 院 研 究 課 程 的 學 生 ， 亦 以 內 地 學 生 為 主 ，

佔 2018-2019 年度非本地學生總人數的 83.3%。同樣地， "非本地
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為外來學生留港尋找工作提供方便，
根據該計劃在 2019 年留港有 10 799 人，其中 90%來自內地，人數
高達 9 757 人，是 2008 年政府最初推行該計劃時的 3 倍有多。  
 
4.10 基於文化背景相近的關係，內地學生對香港而言是極具

吸引力和可依靠的潛在人才資源。然而，新生代的內地留學生與

以往一代相比，他們未必視香港為最理想居留地或事業發展的最佳

選擇。近年，越來越多內地學生畢業後選擇離港 12，估計是返回

內地尋求更理想的事業發展機會，特別在創業和創新方面，對有意

在畢業後創業的內地學生來說，內地城市 (例如鄰近的深圳 )較香港
更具吸引力 13。  
 
  

                                                       
12 此趨勢可從入境事務處的數據反映出來， 2019 年入境事務處向內地學生發出
的來港就讀簽證數目達 30 707 宗，較 2015 年的 18 528 宗增加 65.7%。同期間，
根據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留港的內地生人數僅微升 2.3%，
從 9 541 人增至 9 757 人。  

13 根據 Au (2016)，不少內地城市為初創企業及企業家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財政
支援。此外，內地城市的創業成本一般較低，新創企業且獲得大量融資機會。

在科技方面，內地設計和製造科技產品 /工業用品的工程師及製造商的人數也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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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吸引外來人才的競爭力  
 
 
5.1 政府的多項人才入境計劃成效未如理想，難免令人憂慮香港

吸引外來人才的競爭力能否與其他地方抗衡，尤其是全球爭奪人才

競賽在可見的將來應未見緩和，相反更漸趨白熱化。多間機構曾就

全球外派僱員生活的多項重要範疇進行調查，在受調查的主要

城市中，香港在多方面名列前茅，例如人身安全、活力十足的大都會

文化、法治、資訊自由、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上述因素雖有助香港

締造有利環境吸引全球人才，但在招攬和挽留高技術人才方面，香港

仍然困難重重。  
 
 
生活成本  
 
5.2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認為，居住成本高昂是影響香港吸引、

挽留人才競爭力的一大因素。在 2019 年，香港是全球置業最困難的
城市，亦是全球外派僱員住房租金最昂貴的城市。 14 居住成本
高昂，帶動了本地生活成本上升，香港與新加坡及大阪並列為

2019 年全球生活成本最昂貴的城市 15。  
 
5.3 生 活 成 本 高 企 削 弱 了 香 港 能 以 優 厚 薪 酬 吸 引 人 才 的

競爭力。根據一家國際招聘機構的調查統計 16，在香港工作的高級

專業人士的待遇，以美元計算的 2018 年年薪比較，其實並非較在
內地及新加坡工作的同業特別吸引。在調整生活成本後 17，職位薪酬

較內地及新加坡為高的不多 (圖 7)。  
 
 
  

                                                       
14 請參閱 Demographia (2020)及 ECA International (2020)。  
15 請參閱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0)。  
16 請參閱 HAYS (2019)。  
17 計算生活成本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採用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換算指數，將以
美 元 為 計 算 單 位 的 薪 酬 ， 換 算 成 購 買 力 平 價 等 值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equivalents)。購買力平價是一個兌換率，是指以基準經濟體一個貨幣單位可以
購買當地的貨品和服務，相當於另一個經濟體購買同等貨品和服務所需的

該經濟體貨幣單位的數量。在 2018 年，香港的購買力平價換算指數為 0.754，
較內地 (0.536)及新加坡 (0.636)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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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高級專業人士的年薪 * (按美元及購買力平價計算 ) 
 

   香港  中國  新加坡  
     

銀行及金融服務      
     

香港競爭力稍遜的職位  
財務董事 /首席財務官  美元  $325,000 $242,000 $296,000 

 購買力平價  $431,000 $451,000 $466,000 
財務總監  美元  $176,000 $159,000 $193,000 

 購買力平價  $233,000 $296,000 $303,000 
副總裁 (合規事務 )  美元  $149,000 $136,000 $130,000 

 購買力平價  $198,000 $254,000 $204,000 
稅務總監 /稅務主管  美元  $230,000 $211,000 $278,000 

 購買力平價  $305,000 $394,000 $437,000 
審計事務主管 /審計事務總監  美元  $268,000 $196,000 $241,000 

 購買力平價  $355,000 $366,000 $379,000 
高級財資經理  美元  $166,000 $128,000 $178,000 

 購買力平價  $220,000 $239,000 $280,000 
     

科技      
     

香港競爭力稍遜的職位  

雲端工程師 (數碼科技 )  美元  $115,000 $91,000 $100,000 

 購買力平價  $153,000 $170,000 $157,000 

總資訊主任 (金融科技 )  美元  $300,000 $279,000 $352,000 

 購買力平價  $398,000 $521,000 $553,000 

行政總監 (金融科技 )  美元  $236,000 $174,000 $241,000 

 購買力平價  $313,000 $325,000 $379,000 

專業服務經理 (數碼科技 )  美元  $179,000 $136,000 $152,000 

 購買力平價  $237,000 $254,000 $239,000 

項目 /計劃總監  美元  $147,000 $132,000 $174,000 

 購買力平價  $195,000 $246,000 $274,000 

香港競爭力佔優的職位  

深度學習項目總監  美元  $306,000 $98,000 $104,000 

 購買力平價  $406,000 $183,000 $163,000 

網絡安全顧問  美元  $119,000 $64,000 $78,000 

 購買力平價  $157,000 $120,000 $122,000 
     

生命科學      
     

香港競爭力稍遜的職位  

臨床研究總監  美元  $141,000 $144,000 $130,000 

 購買力平價  $186,000 $268,000 $204,000 

市場總監  美元  $140,000 $196,000 $156,000 

 購買力平價  $186,000 $366,000 $245,000 
 

註：  (*)  按銀行 /金融服務業、科技業及生命科學業的高薪職位的薪酬中位數計算。  
數據來源： HAYS (2019)。   



16 

宜居程度  
 
5.4 除薪酬回報外，生活質素亦是人才決定工作和留居地所考慮

的因素。在多項全球宜居程度調查中，香港取得的排名不高，

在 2019 年經濟學人智庫的 "全球宜居城市指數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及美世的 "生活質素調查 "(Mercer's Quality of Living Survey)分別排名   
第 38位及 71位。在 2019-2020年 ECA International的 "最宜居城市調查 " 
(Most Liveable City Survey)中，香港更位列第 93 位。  
 
5.5 環境質素是影響香港在多項全球宜居城市程度調查排名的

一項主要因素。根據達理指數 18，2019 年全年只有 169 日 "清新日 "，
當天香港空氣中的 5 種主要污染物 (微細懸浮粒子 (PM2.5)和可吸入
懸浮粒子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臭氧 )的濃度，均符合世界
衞生組織的空氣質素指引。  
 
5.6 就城市宜居程度調查的其他範疇，例如生活質素及外派僱員

配偶 /子女的支援，香港的排名亦不高，但該等範疇對提升本港吸引
外來人才方面的競爭力尤為重要。根據滙豐銀行 2019 年外派員工
狀況調查結果，香港在 "生活 "一項排名 20，至於 "發展機會 "和 "子女
生活 "這兩項則分別排第 10 位及 15 位，落後於新加坡等其他多個
已發展經濟體 (圖 8)。滙豐銀行進行的這項綜合調查，訪問了
全球 163 個國家 /地區的 18 059 名外派員工，就以下三大主要範疇
了解他們在海外生活的感受： "生活 "(例如身心健康 )、 "發展機會 " 
(例如收入和就業前學 )及 "子女生活 "(例如學習和學校環境 )。  
  

                                                       
18 香港大學研發的達理指數是採用世界衞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擬備的空氣污染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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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滙豐銀行 2019 年外派員工狀況調查：香港與新加坡的比較  
 

 
生活  (排名 ) 發展機會  (排名 )  子女生活  (排名 )  

 

 

 

 

 

 
 
 

數據來源： HSBC (2019)。  

 
 
6. 觀察所得  
 
 
6.1 根據上文分析，可歸納出下列觀察所得︰  
 

(a) 世界各地正致力於發展成為更知識型及創新主導的   
經濟體，需要大量具備相關技能且富有創意的人才配合

方能成事，全球爭奪人才競賽難免更趨白熱化；  
 
(b) 已發展經濟體推出畢業後工作簽證計劃，方便外來學生
畢 業 後 留 在 當 地 工 作 ， 並 在 入 職 數 年 後 申 請 永 久

居留權。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所推出的相關計劃

最為進取，簽發的工作簽證有效期可高達 3 至 4 年，
期間外來學生可在當地尋找工作機會。與之相比，

香港推出了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計劃，
但只容許非本地學生在畢業後留港最多 12 個月以便
申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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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已發展經濟體亦放寬了外地人才入境及 /或永久居留的
限制。舉例而言，在澳洲及加拿大，簽發快速工作簽證

可分別在短至兩周內及 16-21 天內辦妥。雖然香港審批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的申請只需要兩周時間，但處理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申請卻可能需時超過 6 個月。
與此同時，澳洲、新加坡、英國及德國容許外地人才在

當地居留工作 3 至 5 年不等後申請永久居留權，日本
甚至將符合資格的人才申請永久居留權所需的年限縮短

至 1 年。在香港，外來人才居港滿 7 年後才可申請永久
居留權；  

 
(d) 近年內地城市紛紛加入爭奪人才競賽，以求帶動當地
經濟增長，並配合國家推動以創新為主導的高質素經濟

發展。內地城市推行的人才吸引計劃差異不大，均容許

人才申請當地戶籍，並為他們提供住房福利及 /或現金
獎勵，差異之處只在於推行力度大小而已。舉例而言，

即使是只具有專業或技術職稱的人士，一些城市也給予

他們申請落戶的資格，另一些城市會為頂尖人才提供

金額高達 1,000 萬元人民幣 (1,100 萬港元 )的購房補貼；  
 
(e) 中國提供種種優厚的待遇吸引全球人才，對高技術人才
來說，來華工作較以往更具吸引力。在 2018 年，每 10 名
負笈海外的內地留學生當中，約有 8 名會回國發展；而
在 2000 年代初期，每 10 人則僅有 1.5 人回國；  

 
(f) 面對全球爭奪人才競賽，香港所推行的人才入境計劃
成效卻未如理想。舉例而言，在過去 10 年間，根據 "一般
就業政策 "提出並獲批准的申請宗數大幅增加，但同期
居港的外籍人士人數卻不升反跌。而根據 "輸入內地
人才計劃 "來港工作並取得居留權的人數，亦反映外來
人才願意留港意欲不高，根據該計劃來港的外來人才，

估計只有 12%在居港滿 7 年後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
居民。此外，透過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來港定居的人士
亦為數不多，當局每年批准的申請僅數百宗，低於

每年 1 000 個配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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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香港正致力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藉此吸引全球各地
人才來港發展。學生多元化對香港能否成事至關重要，

但在非本地學生當中，卻以內地學生居多。雖然內地學生

對香港來說是潛在的人才資源，但他們未必視畢業後

留居發展為最佳的出路。上述情況可從入境事務處向

內地學生發出的來港就讀簽證數目反映出來，在 2015 年
至 2019 年間簽證數目增加 65.7%，但同期根據 "非本地
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留港的內地生人數，卻只
微升了 2.3%；及  

 
(h) 由於人才入境計劃成效未如理想，令人憂慮香港在招攬
人才方面的能力。生活成本高昂削弱了香港能以優厚

薪酬吸引人才的競爭力，在計及生活成本的因素後，本地

職位薪酬與內地及新加坡相若職位同樣優厚的數目

不多。除了薪酬回報之外，生活質素亦是人才決定工作

和留居地所考慮的因素，但香港在多項全球宜居程度

調查所取得的排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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