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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2017年 2月 7日 

 

 

立法會 

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與三跑道系統發展有關的 

人力規劃及發展 

 

目的 

 

本文件概述： 

 

(a) 香港國際機場的人力情況，並向委員闡述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就吸引人才在機場工作所採取的措施；及 

 

(b) 機管局就提升工作安全所推行的工作及措施。 

 

 

 

背景 

 

香港國際機場的人力情況概覽 

 

2. 機管局會不時對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公司及機構進行工

作人口調查，以便更新人力情況及預測，以及為機場進行相關規劃。調

查的對象包括有僱員在機場工作的機構，例如航空／物流服務營運商、

零售商、膳食供應商、承包商、政府機構等。最近一次調查於 2015 年

進行，共有 413間公司受訪1。 

 

  

                                                           
1
 儘管有 413間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公司參與 2015年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但並

非所有公司回應全部調查問題。此項調查並無涵蓋有關薪酬及薪酬趨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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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 2015年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截至 2015年 6月，

約有 73 000 名員工在香港國際機場工作。在工作分類方面，回應的受

訪公司中有 33 673 名僱員（約 64%）從事技術工作，另有 11 692 名僱

員（約 22%）從事體力勞動／低技術工作。在僱傭類別方面，回應的受

訪公司中有 48 927 名僱員（約 67%）為常額人員，另有 6 214 名（9%）

僱員為合約員工，兼職及臨時員工則有 3 592 名（5%）2。回應的受訪

公司的僱員分項統計數字概要載於附件 A圖一及二。 

 

4. 在 2015 年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中，有 80%回應的公

司提供有關職位空缺情況3的資料。這些公司約有 3 900 個職位空缺

（6.9%），有關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A圖三。 

 

5. 為了解香港國際機場的人力情況，機管局一直與主要業務

夥伴保持聯繫，尤其是僱用大量前線員工提供機場重要服務，而其服務

將影響機場有效運作的公司。機管局最近於 2017年 1月與 16間合共僱

用 15 870名僱員的公司4進行調查，有關調查顯示這些公司於 2015年有

1 182 個職位空缺（7.5%），相較現時則有 1 016 個職位空缺（6.4%）。

儘管下一次的全面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預計在 2017 年年中才完

成，最近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國際機場的重要前線職位的空缺情

況已有所改善。 

 

 

吸引人才在機場工作的措施 

 

6. 根據《香港國際機場 2030 規劃大綱》，預計三跑道系統將

創造約 123 000 個直接職位，相較提升現有雙跑道系統所提供的 89 000

個直接職位。在三跑道系統投入運作前，機管局會在兩方面繼續致力規

劃及推行多項措施，令在機場工作具吸引力： 

 

(a) 提升工作環境；及 

(b) 吸引及留聘員工。 

 

7. 下文概述機管局就吸引人才在機場工作所採取的措施。  

                                                           
2
  已回應的受訪公司沒有就剩餘的 19%僱員提供進一步的僱傭形式分類（見附件 A 圖

二）。 
3
 機管局並無正式界定何謂人手短缺。然而，人手短缺情況一般指出現大量職位空缺，而

在職員工數目未能應付運作需要，因而影響日常業務運作。 
4
 這 16 間公司均有參與 2015 年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僱用人士包括搬運工人、停

機坪工作人員、清潔員、洗手間管理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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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環境 

 

(a) 提升交通服務 

 

8. 為改善機場員工的交通安排，機管局於 2012年 12月與來自

運輸署、公共運輸營運商及大部分在機場營運的航空業界業務夥伴的代

表成立機場交通聯絡小組（「聯絡小組」）。   

 

9. 為了解機場員工的居住地點及上班選用的交通方式，聯絡

小組與機管局（透過其顧問公司弘達交通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3 年 1

月至 2015年 1月期間進行了數項調查5。調查結果發現： 

 

(a) 約 71%機場員工居住於新界（當中有 25%居於屯門及元

朗）；及 

 

(b) 約 73%機場員工乘搭巴士來往機場。 

 

1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機場島的專利巴士服務不斷提升。自

聯絡小組成立以來推行的提升措施6概述如下： 

 

(a) 現時每日約有 3 900 班巴士班次來往機場，其中自 2013 年

起增加超過 670班次； 

 

(b) 於 2016 年，前往屯門、元朗、天水圍、荃灣、葵涌、大埔

及東涌等地點的巴士服務進一步提升，以上路線每日增加了

約 540班次； 

 

(c) 除了原有的 12 條「A」（機場）巴士路線外，於 2015 年新

增了五條新路線，而 2016 年則增加了四條新路線，合共提

供現時 21 條「A」巴士路線，新增路線分別來往機場與將

軍澳（A29P）、荃灣（A31P）、葵涌（A32）、屯門

（A33P）、元朗（A36）、洪水橋（A37）、粉嶺（A43P）

及大埔（A47及 A47X）7； 

 

                                                           
5
 聯絡小組分別於 2013年 1月及 10月和 2015年 1月進行了三項調查，而弘達交通顧問有

限公司則分別於 2014年 6月及 8月進行兩項調查。 
6
 除了(e) 項外，其他提升措施均有利於機場員工及其他乘客。 

7
 與前往近似目的地的「E」（對外）巴士路線比較，這些新的「A」巴士路線提供更直接

和行車時間較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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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鼓勵營運商於機場提供通宵巴士服務，機管局自 2015 年

與有關營運商緊密合作，並由 2015 年 7 月起，共推出了八

條通宵巴士快線8。機管局與營運商特別為通宵巴士快線推

出補貼計劃：若實收車費收益低於營運商同意承擔的成本，

機管局將會補貼有關差額。這項服務計劃整體成效理想。隨

著乘客數目逐漸增加，自 2017 年 1 月起，機管局需補貼的

通宵巴士快線由原本的五條減至兩條；及 

 

(e) 關於上文(d)項，機管局一直提供員工免費通宵穿梭巴士服

務，在與需要服務的公司協定的地點及時間接載機場員工，

前往通宵巴士快線車站乘車離開機場。 

 

11. 事實證明聯絡小組是有效平台，讓持份者提出及討論與員工

交通安排相關事宜，並推動多項改善措施。機管局、運輸署及營運商可

繼續運用這個平台，探討如何加強專利巴士服務，以應對機場員工及其

他乘客因機場發展而增加的需求量。 

 

(b) 改善工作環境 

 

12. 除了提升交通服務外，機管局一直致力改善機場的工作環

境，已經或將會推行的措施包括： 

 

(a) 機管局透過特許經營商為機場員工9提供三間員工餐廳，其

中兩間位於一號客運大樓，第三間則位於中場客運大樓。員

工餐廳亦提供員工優惠套餐，包括 15元的早晨套餐及 20元

的午、晚市套餐； 

 

(b) 除了為在停機坪工作的機場員工提供座椅及飲水機以外，機

管局自 2017/18 財政年度起將設置飲用水車，為員工分別在

夏、冬兩季提供冷、熱水； 

 

(c) 機管局在一號客運大樓為機場員工開設的兩個休息室及一個

休息區已於 2015 年 8 月 1 日啟用；設於中場客運大樓的兩

                                                           
8
 八條往返機場的通宵巴士快線為：NA21（旺角）、NA29（將軍澳）、NA33（屯門）、

NA34（元朗）、NA11（北角）、NA40（馬鞍山）、NA41（沙田）及 NA43（粉嶺）；

其中，NA21、NA33、NA34、NA40及 NA41巴士路線在上述的補貼計劃中受惠。 
9
 機場員工指受僱於機管局、香港特區政府或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其他機構且在機場從

事常規工作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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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員工休息室則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啟用，而於 2017 年第

三季將在一號客運大樓增設一個休息室。自 2017 年 2 月起，

所有休息室均供應免費咖啡，而大部分休息室亦提供 WiFi、

電視、自動售賣機等設備。有關員工休息室的圖載於附件 B； 

 

(d) 機管局現正興建的機場幼兒園預計於 2017 年 3 月投入服務，

為 46 名三歲以下的機場員工子女提供嬰幼兒教育及照顧服

務。臨時校址位於機場世貿中心，永久校址則將於 2019 年

落成；及 

 

(e) 為進一步給予機場員工關顧支援，機管局計劃提供更多員工

福利設施，其中包括： 

 

(i) 另一間員工餐廳；及 

(ii) 一間社區中心，設有多用途體育館、健身室、靜修室、

合作社商店等。 

 

13. 機管局亦與業務夥伴緊密合作，鼓勵他們為員工提供良好

工作環境，例如服務營運商會為在停機坪工作的員工（如停機坪飛機服

務人員及飛機外勤維修服務人員）提供休息區及淋浴設施。基地維修服

務供應商及航空貨運站營運商亦為該區工作的員工開設員工餐廳。 

 

(c) 員工折扣 

 

14. 機管局鼓勵特許經營商及營運商向機場員工提供折扣／優

惠： 

 

(a) 合資格機場員工均可享用優惠票價10乘搭機場快綫及某些機

場巴士路線； 

 

(b) 大部分機場食肆提供員工套餐及／或七至九折的單點菜式

員工折扣優惠，部分快餐食肆則設有機場員工專用服務櫃

檯； 

 

(c) 兩座客運大樓約 80%商店為機場員工提供折扣優惠；及 

                                                           
10

  有關巴士專利服務，視乎巴士路線、巴士營運商或行程類別而定，合資格的機場員工可

在適用的巴士路線享用介乎正常車費或即日來回票價約 56 至 89 折的票價優惠。至於機

場快綫方面，合資格的機場員工可享用正常車費約 43折的票價優惠。 



6 

 

(d) 位於一號客運大樓的機場醫療中心亦為機場員工提供折扣

優惠。 

 

 

留聘及吸引員工 

 

15. 除了推行上述提升工作環境措施外，機管局與其業務夥伴

亦透過各種方式致力留聘及吸引人才在機場工作。 

 

(d) 工作保障及合理薪酬待遇 

 

16. 與本港其他相類似機構一樣，機管局為僱員提供合理薪酬

待遇，並會定期進行檢討。此外，機管局亦為員工提供不同培訓課程，

以提升他們所需的專業技能。 

 

17. 在機管局外判服務方面，營運商合約規定如轉換承包商，

接辦的承包商須僱用最少一半由原承包商聘用的員工以提供有關服務，

讓有關員工得到工作保障。 

 

18. 這些合約亦規定，承包商就提供有關服務所僱用員工的工

資必須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每年調升，或按照法定最低工資作調整

（以兩者的較高者為準）。 

 

19. 為履行在合約中作出的承諾，所有服務承包商必須按「背

對背」基準11向所僱用員工支薪，並承諾員工收取的工資須包括有薪用

膳時間及有薪休息日。 

 

20. 在任何服務合約，投標者提交的標書必須包括員工福利計

劃，而此計劃亦為投標評估程序中將予評審的部分。福利計劃須包括員

工醫療計劃、夜間交通服務及員工聯誼活動等。 

 

(e) 吸引新員工及人才 

 

21. 機管局與業務夥伴緊密合作，積極商討實行有關推動招聘

工作的適當措施。為此，機管局與勞工處及／或業務夥伴定期舉辦招聘
                                                           
11

  按「背對背」基準支薪指機管局的服務承包商必須按照機管局批授的合約，向員工全數

支付薪金部分。這項措施旨在免除承包商採取不當手法的機會，亦令承包商不得不向僱

員全數支付機管局已就支薪用途而支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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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定期為中學及大專院校學生舉行講座及機場參觀活動，並為大學

生及就讀職業教育課程的學生提供暑期實習工作機會。這些活動及實習

生計劃有助學生及其他或會受聘人士對航空業就業機會，以及機場運作

和發展計劃有更多了解，以鼓勵他們投身業界。 

 

(f) 民航學院 

 

22. 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支持研究成立民航學院

的可行性。這家學院旨在為航空業的持續發展吸引及培育人才，並發展

香港成為民航培訓中心。即將由機管局成立及管理的培訓中心，現正式

名為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23. 可行性研究於 2015年完成後，機管局於 2016年間為香港國

際航空學院制訂培訓範疇、課程設計及營運詳情。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將

與本地教育及職業訓練學院、機管局的業務夥伴及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多

項課程，包括青年暑期課程及實習計劃、機場員工在職培訓、專業證書

課程，以及其他進階課程等。首輪課程預計於 2017年 4月推出。 

 

24. 此外，機管局於 2016 年 12 月與 Ecole Nationale de 

l’Aviation Civile（法國國立民用航空學院，ENAC
12）簽署諒解備忘錄，

為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合辦碩士學位課程，並由 ENAC頒授航空運輸管理

碩士學位。 

 

 

提升工作安全的措施13
 

 

25. 機管局謹慎及認真地履行安全責任，盡力為旅客及機場員工

締造最安全的環境。要維持高水平的安全及保安，關鍵在於持續在系統

及技術方面投資，而最重要是提升機場員工的安全意識、知識及技能。

多年來，機管局一直與機場業務夥伴合作，提高機場的工作安全水平。 

 

26. 最近為提升機場安全管理系統推行的主要措施包括： 

 

                                                           
12

 ENAC 位於法國圖盧茲，是歐洲最大規模的航空學及民用航空大學，亦是法國唯一專門

教授航空學科的大學。 
13

  本節回應陸頌雄議員於 2016 年 12 月 21 日發出的信函（立法會 CB(4)359/16-17(01)號文

件）中提出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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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出全新網上電子安全管理系統，以適時通知、報告、分析

及追蹤受傷事故、危害及風險； 

(b) 在機場安全管理系統加入實時營運風險評估記錄冊，提供發

展項目及機場設施的安全概覽；及 

(c) 引入新的強制性安全及保安意識測試。員工進入須具備特定

安全及保安知識的範圍工作前，必須先通過這項測試。這項

措施將逐步應用在全體僱員及機場通行證持有人。 

 

27. 頭部受傷是停機坪工作人員面對的主要受傷風險。為減少受

傷事故，機管局與飛機外勤維修專營商及停機坪飛機服務商合作，就規

定員工在停機坪執行指定工作時必須佩戴防撞帽進行了試行計劃。 

 

28. 此外，機管局為整個機場社區舉辦以下季度安全推廣活動： 

 

(a) 店鋪及食肆安全運動； 

(b) 航空貨運及後勤專營服務商安全運動； 

(c) 飛行區及行李處理大堂安全運動；及 

(d) 機場安全嘉許計劃。 

 

29. 除了上述活動計劃外，機管局亦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安全培

訓／講座，以提高機場員工的安全意識。於 2016 年，機管局共舉行了

62場安全培訓／講座。 

 

30. 機場運作非常複雜，分秒必爭，並需要大量人手。然而，

在全體機場業務夥伴及僱員共同努力下，機場的員工受傷個案數字持續

下降。於 2015/16 財政年度，機場錄得員工受傷個案14共 229 宗，年度

受傷比率為每 1 000 名僱員 4.4宗受傷個案。於 2015年，在香港各行各

業當中，勞工處錄得的受傷比率為每 1 000 名僱員 12.1 宗受傷個案15。

於 2011/12 至 2015/16 財政年度的機場員工受傷個案數字及成因載於附

件 C。 

 

 

  

                                                           
14

  員工受傷個案的定義與勞工處相同，即指「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呈報由

工作意外引致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三天以上的受傷個案（包括工業意外個案）」。 
15

 資料來源：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 ─ 2015年。  



9 

科技應用 

 

31. 機管局深信，應用科技及自動化技術可提高運作效率及減少

對人手的依賴，更可提升工作安全水平。於 2016 年 3 月 15 日舉行的上

屆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機管局已向委員簡介機場就提高自動化程度而使

用科技的情況。機管局與機場同業合作，識別可助減少工序及體力處理

的自動化工具及設備，從而提高機場員工的工作效率。 

 

32. 機管局在本地科研機構及大學的協助下，開發了「行李標籤

自動標貼機械裝置」、「手推行李車追蹤系統」及「機場地面導航燈檢

查系統」等設備。在所有運作程序中，機管局已於 2015 年在機場成功

試行行李搬運機械臂（圖一），並計劃在 2018 年年底前分階段全面採

用這個以工具輔助的行李裝卸系統。這個裝卸輔助系統將沉重的搬運工

作從處理行李的工序中剔除，幫助操作員有效地裝卸集裝箱及貨車，亦

可盡量將其體力勞動減至最低，這大大降低因搬運重物而扭傷及受傷的

風險，並使工作環境更適合女性員工。 

 

  
 

圖一：行李搬運機械臂 

 

 

徵詢意見 

 

33. 請委員參閱本文件內容，並就本文件所討論事宜提供意見。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17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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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15年 香港國際機場工作人口調查  

受訪公司僱員的工作類別與僱傭形式人口特徵 

 

 

圖一：按工作類別分類 

 

 

圖二：按僱傭形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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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按工作類別分類的職位空缺 

 

 
附註：是次調查並未進一步按工作類別對僱傭形式進行分類，反之亦然。 

  

1,579 

40%

1,826 

47%

408 

10%

106 

3%

體力勞動 / 低技術工作

技術工作

專業工作

管理工作



12 

附件 B 

 

機場員工休息室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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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2011/12財政年度至 2015/16財政年度 

香港國際機場員工16受傷個案數字及成因 

 

 

受傷成因 
財政年度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被工具或設備

割傷／擊中 
106 94 99 97 76 

體力處理 38 34 36 44 45 

滑倒及絆倒 39 31 29 33 36 

交通意外 38 32 25 39 31 

失去平衡 31 43 41 30 35 

其他 6 7 3 6 6 

受傷個案總數 258 241 233 249 229 

 

                                                           
16

 「員工」在此處是指自願參與並提供資料予機場安全指數的機場營運機構（包括機管局）

所直接僱用的員工。於 2015/16 財政年度，約有 63 000 名直接僱員參與上述活動。就分

判商員工的死亡個案，機管局會另行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