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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事務委員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8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日會議文件

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就事務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的初步建

議提出意見。

進行訪問的建議進行訪問的建議進行訪問的建議進行訪問的建議

建議範圍

2. 在 2003年 11月 20日會議上，李鳳英議員代表陳婉嫻議員建議
委員考慮事務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便更深入瞭解海外國家在

培訓勞動人口及評審資歷方面的經驗。事務委員會主席會後曾與事務

委員會部分委員討論此事，並建議事務委員會訪問大韓民國 (下稱 “韓
國 ”)，研究下列事宜：

(a) 該國為創造就業機會而制訂的政策和措施；

(b) 該國為配合其就業政策／措施而推行的培訓及人力發展

策略和計劃；及

(c) 韓國政府在培訓／再培訓勞動人口方面的參與及提供的

撥款。

3.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已擬備一份資料摘

要，提供有關韓國在創造就業機會及進行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的背

景資料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供委員參考。

4. 訪問活動將包括與相關的政府官員、培訓及人力發展當局人

員會晤，以及實地參觀培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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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訪問期

5. 現建議是次訪問於 2004年 4月進行，為期約 4天。

訪問團人數及組合

6. 根據一般指引，屬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可優先參加所屬事務委

員會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訪問團人數不應太多，以免造成後勤輔助

安排方面的困難。不屬該個事務委員會的議員可在取得該事務委員會

同意後，參加該事務委員會的港外職務訪問。

撥款安排

7.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在 2001年 2月 20日通過，每位議員 (主
席除外 )均獲安排設立一個數額為 61,000元的海外職務訪問帳目，以供
他們參加由立法會轄下委員會 (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除外 )舉辦的港外
職務訪問。該帳目的款額供議員在 4年任期內使用。任期內的開支若超
過 61,000元，會由議員自行支付。

日後路向日後路向日後路向日後路向

8. 如委員原則上同意事務委員會進行上述職務訪問，秘書處會

展開籌備工作，並會就擬議訪問的細節進一步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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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南韓開創職位及職業培訓／再培訓的措施南韓開創職位及職業培訓／再培訓的措施南韓開創職位及職業培訓／再培訓的措施南韓開創職位及職業培訓／再培訓的措施

表表表表 1   國家背景資料國家背景資料國家背景資料國家背景資料

人口 !  2002年的人口為 4 764萬人 (男性： 2 396萬人，女性：
2 368萬人 )。

!  人口增長率： 0.6%(2002年 )。
!  年齡結構 (2002年 )：

15歲以下： 20.6%
15至 64歲： 71.5%
65歲及以上： 7.9%。

!  總生育率 (每名女性的生育人數 )： 1.17人 (2002年 )。
自然地理 !  土地面積： 99 585平方公里。

!  大陸性氣候，冬季寒冷而乾燥，夏季則炎熱而潮濕。

!  該國有 9個省份和 6個省級城市     —    漢城、釜山、仁川、

大邱、光州及大田。

經濟結構 !  製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率不斷上升的情況一直

維持至 80年代末期。在 1988年，製造業佔國內生產總
值差不多三分之一，而在 1973年，則只佔四分之一。
自 1988年起，製造業雖在國內生產總值所佔比率穩定
地維持在 30%左右，但服務業已超越製造業。在 2002
年，服務業所佔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為 51%。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增長

!  南韓經濟在 70年代開始起飛。當時，政府展開全面的
經濟和金融改革，以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南韓

在 80年代與 90年代初繼續保持可觀的經濟表現。該國
在 1996年加入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

!  南韓不能倖免於 1997年橫掃亞洲大部份地區的亞洲金
融風暴。南韓經濟在 1998年倒退了 6.7%；其後迅速反
彈，並在 1999年錄得 10.9%的增長，2000年亦錄得 9.3%
的 增 長 。 其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增 長 率 在 2001年 放 緩 至
3.1%，但在 2002年因對外貿易表現強勁上升至 6.3%。

工業政策 !  “2010年工業展望 ”(“2010 Industrial  Vision”)是一項策
略性計劃，旨在使南韓在下列行業成為全球主要營運

者之一：(i)半導體和船務，(i i)汽車和石油化工業，(i i i)
數碼電子工業， (iv)鋼材、機械、零件及物料工業以及
(v)電子商貿、分銷及物流業。

按 人 口 平 均 計

算 的 國 內 生 產

總值

!  9,903美元 (200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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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 !  南韓貨幣為南韓圜。截至 2003年 12月 8日，匯率為 1美
元 =1,184南韓圜，而 1港元 =152.7南韓圜。

表表表表 2   勞動人口的特徵勞動人口的特徵勞動人口的特徵勞動人口的特徵

勞動人口 !  2002年的勞動人口為 2 288萬人 (就業人數： 2 217萬
人，失業人數： 708 000人 )。

勞動人口參與

率

!  2002年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61.9%(男性：74.8%，
女性： 49.7%)

以廣泛經濟活

動劃分的勞動

人口分布

!  服務業：63%，製造業：20%，建造業：7%，農業：
10%(2001年 )。

失業率 !  亞洲金融風暴使南韓失業率由 1997年的 2.6%上升至
1998年的 6.8%。隨後數年，經濟環境有所改善，失業
率下降至 2002年的 3.1%。在 2003年 10月，失業率則為
3.3%。

!  15至 24歲青少年的失業率處於高水平： 10.2%(2000
年 )， 9.7%(2001年 )及 8.1%(2002年 )。

!  以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 (2002年 )：

－ 小學或以下程度： 1.5%

－ 中學程度： 2.8%

－ 高中程度： 3.5%

－ 專上學院、大學或以上程度： 3.5%.

失業人數 !  2002年的失業人數為 708 000人 (男性：467 000人，女
性： 241 000人 )。

勞動人口收入 !  勞動人口平均每月收入 (2002年 )：

－ 整體收入： 200萬南韓圜 (港幣 13,335元 )

－ 製造業： 191萬南韓圜 (港幣 12,489元 )

－ 金融及保險業： 300萬南韓圜 (港幣 19,823元 )

－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198
萬南韓圜 (港幣 12,95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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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

宏觀經濟措施 !  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流入，特別是可以提供大量

就業機會的投資項目。所採取措施包括簡化投資規例

及向外國投資者提供稅務優惠。

!  持續致力於企業及金融業的結構性改革，此舉旨在提

升南韓經濟的競爭力，藉此改善經濟前景，從而加強

對勞工的需求。

協助新創辦的

公司

!  提供有關創業與管理技巧的課程／培訓。

!  增加 “創業培育中心 ”的數目。設立此等中心的目的，
是讓新創辦的公司可匯聚一起、租賃辦公地方與共用

商業設備及儀器。成立這些培育中心及其運作所需費

用均由政府補貼。

!  透過成立小型商戶支援中心提供實地支援，為小型商

戶及婦女新創辦的公司提供援助。由於新創辦的公司

缺乏足夠的抵押品向銀行借貸，政府會為這些公司提

供信貸擔保。

推廣 創業 基金

公司

!  推動 “天 使 基 金 ”(“Angel Funds”)流 向 創業 基 金 公
司，由此等公司向新創辦的公司提供創業投資所需的

資金。

!  “天使基金 ”匯集私人投資者的資金，投資於創業基金
公司。政府按 “天使基金 ”投資於創業基金公司的金額
及從此等公司所獲得的投資回報，為 “天使基金 ”提供
稅務優惠。

!  政府所推行的另一項積極措施，是由科技部轄下的科

技競爭力評估中心客觀評估創業基金公司的科技水

平。

支援中小型企

業 (下稱 “中小
企 ”)

!  政府向中小企提供商務及稅務優惠，例如為新成立的

中小企提供由政府擔保的貸款和稅項豁免／寬減。



立法會秘書處  IN06/03-04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4  頁

表表表表 3   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 (續續續續 )

公共工程計劃 !  政府透過投資在公共工程計劃，提供短期工作職位。

!  公共工程計劃大致上可劃分為 4個類別：

(i) 基礎設施工程計劃，例如公共設施的建造；

(ii) 公共服務計劃，例如開辦課餘補習班教導來自
低收入家庭的兒童；

(ii i) 維修保養計劃，例如在國家公園收集垃圾和保
養草地；及

(iv) 資訊科技計劃。

!  低收入人士及長期失業人士會優先獲得分配參與公

共工程計劃工作。

為失業青少年

開創職位的計

劃

!  政府推行在職經驗計劃，為大約 44 000名青少年提供
工作機會。

!  在該計劃下，聘用失業青少年並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

的僱主，每月可獲得 500,000南韓圜 (港幣 3,274元 )的
津貼，僱主最多可獲 3個月的津貼。倘若青少年其後
獲聘為固定員工，僱主可多獲 3個月的津貼。

!  凡參與上述計劃的失業青少年，每月可獲 300,000南
韓圜 (港幣 1,965元 )的津貼，最多可獲 6個月的津貼。

!  勞動部在 2003年 9月宣布推行一項 5,400億南韓圜 (港
幣 35億元 )的計劃，藉以把青少年失業率在 4年內減至
5%。該計劃將於 2004年展開。計劃中的措施包括增
加對聘用青年實習生公司的津貼，並增加合資格領取

實習生支援基金的公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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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政府開創職位的措施 (續續續續 )

為低 就業 能力

人士 開創 職位

的計劃

"  政府向僱用年老工人、長期失業人士及婦女的僱主發
放薪金津貼。

"  政府已為長期失業人士提供多項創業支援計劃。

"  政府計劃每年在環境、福利及文化等方面創造 50 000
至 100 000個公共服務職位，藉此增加婦女及年老工
人的就業機會。

積極 推廣 海外

就業

"  政府設有一個網站 (網址為：www.worldjob.or.kr)供國民
瀏覽有關海外就業的資料。該網站設有一個數據庫，

載有約 30 000名有意到海外工作的韓國求職者的資
料。海外公司可在該網站登記，並在數據庫尋找適合

擔任其工作的人選。

"  政府並透過為韓國求職者提供多項海外實習計劃及
語言培訓課程，致力推動海外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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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為個別行業開創職位的措施為個別行業開創職位的措施為個別行業開創職位的措施為個別行業開創職位的措施

優先行業 "  政府致力協助推動發展業務前景理想及在開創職位
方面具備高潛質的行業。以知識為本的行業 (包括文
化事業及資訊科技業 )屬於這些優先行業之一。

資訊科技業 "  政府積極在中央及省的層面推動南韓的資訊科技
業。舉例而言，政府作出龐大投資，設立資訊科技基

礎設施，例如提供高速通訊設備及網絡等。

"  政府鼓勵在學校、專上學院及大學提供與資訊科技有
關的培訓，並為失業青少年及成人提供資訊科技培

訓。

"  政府積極為具有創意及卓越經營概念的新成立的科
技公司提供支援。

文化事業 "  在南韓，文化事業包括電影、電視、錄像、出版、音
樂、廣播、動畫及遊戲軟件等行業。

"  政府提供財政支援及其他援助，以支援文化事業的發
展。

"  舉例而言，政府將於 2004年設立一個 5,000億南韓圜
(港幣 33億元 )的文化事業推廣基金，藉此推動文化事
業的發展。有關款項會用作購置遊戲設計機器、製作

電影及動畫，以及改善印刷設備。

"  政府已為文化事業成立一個創業培育中心。

旅遊業 "  政府計劃在南部沿海一帶發展旅遊區，藉此創造就業
機會，例如在富有特色的景點充當導遊等職位。

環保工業 "  政府提供稅務優惠及低息貸款等各項優惠，藉此促進
環保工業的發展。

"  政府為發展環保工業，已成立一個 240億南韓圜 (港幣
1億 5,700萬元 )的環保工業創業基金及創業培育中
心。

"  政府於 2001年推行了一個名為 “Ecotechnopia 21”的
計劃，發展下一代的環保科技。該計劃於 2001至 2010
年期間會獲政府資助大約 1兆億南韓圜 (港幣 65億
元 )，以進行各項研究和開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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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

發展職業技能 "  職業學院及理工學院等公共培訓機構致力提供培
訓，以協助國民從事資訊科技、電視、電影及遊戲軟

件業等高增值及以知識為本的行業。

"  政府亦為從事其他就業前景理想的優先行業的工人
提供培訓課程。

"  政府透過各項措施推廣終身職業培訓，包括擴大網上
培訓 (如互聯網培訓 )及提供貸款／補貼以資助培訓
開支。

僱員培訓 "  政府資助僱主為培訓僱員而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開
支。培訓包括由認可專上學院或大學、指定職業及培

訓機構，以及使用僱主提供的培訓設施／設備的廠內

職業培訓機構所開辦的各項課程。

"  受僱超過 1年的工人可獲有薪假期修讀由職業及培訓
機構開辦的課程。僱主為僱員提供有薪假期培訓，可

獲發薪金資助。

"  修讀基本資訊科技課程的工人可獲發放政府津貼。至
於其他培訓課程，只有該等離職接受培訓或 50歲或以
上的學員才可獲發放政府津貼。

"  在初級學院、技術學院或大學修讀課程的工人，可以
低息向政府借取長期貸款，以支付學費。

為青 少年 提供

的培訓計劃

"  政府為有志成為熟練技術員的青少年，提供生產工場
所需的基本技術和知識的培訓。

"  政府又為年輕人提供多媒體資訊、互聯網、資訊及電
訊方面的教育課程，藉此加強他們的就業能力。

"  政府已撥出 2,200億南韓圜 (港幣 14億元 )，培訓 54 000
名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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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南韓的職業培訓／再培訓工作 (續續續續 )

為失 業人 士提

供的培訓計劃

"  為失業人士提供的培訓計劃，一向集中在製造業、資
訊科技業及其他服務行業中再就業前景理想的職

業。政府亦設有培訓前輔導服務，避免學員中途退

學。

"  失業工人可獲發 50,000南韓圜 (港幣 327元 )至 250,000
南韓圜 (港幣 1,637元 )不等的培訓津貼，作為修讀培訓
課程以發展他們的職業技能之用。

"  “3-D”(即骯髒、困難及危險 )行業一直面對勞工短缺
問題，學習此等行業所需技能的學員可獲發額外獎

金。

為低 收入 人士

提供 的培 訓計

劃

"  政府為低收入人士 (如農民和漁民 )提供職業培訓，鼓
勵他們自力更生及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

"  政府又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有關自僱及創業方面的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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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為培訓／再培訓提供經費為培訓／再培訓提供經費為培訓／再培訓提供經費為培訓／再培訓提供經費

就業保險制度 "  在南韓，就業保險制度的涵蓋範圍大致上遍及全國所
有工人。

"  就業保險制度由 3項基本計劃組成：失業保險計劃、
穩定就業計劃及職業技能發展計劃。

"  就業保險制度不但向受保工人提供失業保險 (即失業
保險計劃 )，同時亦鼓勵工人留職／再就業 (穩定就業
計劃 )，以及支付受保工人參與發展職業技能的活動
(職業技能發展計劃 )。

"  僱主和僱員按照不同的供款率向就業保險制度下的 3
個計劃作出供款。只有僱主才須向職業技能發展計劃

作 出 供 款 。 供 款 率 介 乎 薪 酬 支 出 總 額 的 0.1%至
0.7%，視乎有關公司的規模而定。

"  職業技能發展計劃透過就業保險制度基金向僱主和
僱員提供津貼資助，藉以推動職業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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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7   南韓的培訓機構的種類南韓的培訓機構的種類南韓的培訓機構的種類南韓的培訓機構的種類

公共培訓機構公共培訓機構公共培訓機構公共培訓機構

公共 機構 開設

的培訓機構

!  包括由韓國產業人力工團開設的 44間培訓機構及由
大韓商工會議所開設的 8間培訓機構。

地方 政府 開設

的培訓機構

!  由漢城市政府、京畿省政府及慶尚南省政府開設的 7
間培訓機構，分別為受到有關省市居民所歡迎的範疇

提供職業培訓。

政府 開設 的培

訓機構

!  由法務部開設的 36間培訓機構，為監獄囚犯提供職業
技能訓練。

私營培訓機構私營培訓機構私營培訓機構私營培訓機構

培訓機構 !  獲勞動部批准開辦職業技能發展課程的非牟利機構

所開設及營辦的培訓所。

女性資源發展

中心

! 專為發展婦女的職業技能而開設及營辦的培訓所。

由勞動部指定

的培訓所

!  當若干大學、理工學院、商會及私營培訓機構符合政

府所訂規定，會由勞動部指定為職業技能發展培訓

所。

非由勞動部指

定的培訓所

! 若干商會、學校及私營培訓機構雖未被勞動部指定為

職業技能發展培訓所，但仍獲政府批准開辦職業培訓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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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8   公共機構開設的培訓所的種類公共機構開設的培訓所的種類公共機構開設的培訓所的種類公共機構開設的培訓所的種類

韓國產業人力

工團轄下特殊

職業學校

!  為不打算繼續進修以獲取更高學歷的青少年提供培

訓，協助他們成為主要工業的技術員。

!  南韓共有 21間屬此類別的學校。

韓國產業人力

工團轄下理工

學院

!  培訓中級技術員的兩年制專上學院。

! 南韓共有 22間屬此類別的專上學院。

韓國科技教育

大學

!  韓國產業人力工團所開設的 4年制大學，為職業培訓
教師提供取得教師資歷的課程。

大韓 商工 會議

所 開 設 的 職

業、教育及培訓

中心

! 為不打算繼續進修以獲取更高學歷的青少年提供培

訓，協助他們成為人手短缺的行業的熟練勞工。

! 南韓共有 8間屬此類別的中心。

                          
余肇中

2003年 12月 16日
電話： 2869 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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