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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議員在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政府對議員在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政府對議員在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政府對議員在㆒九九九年五月八、十及十五日的、十及十五日的、十及十五日的、十及十五日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提事項／質詢的回應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提事項／質詢的回應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提事項／質詢的回應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提事項／質詢的回應

A. 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會議

問㆒：為應付 1 675 000 名享有香港居留權的內㆞居民來港而須進行的各項房屋、學

校、醫院、其他重要輔助和相關基本設施的龐大興建計劃，會帶來多少新的就

業機會？

問㆓：該 1 675 000 名合資格內㆞居民來港會對香港的勞工市場和整體經濟有什麼影

響？

問㆔：鑑於㆒些經濟學者認為合資格的內㆞居民來港會刺激本港的經濟，政府應評估

他們來港所帶來的正面影響。

答㆒至答㆔基本工程計劃帶來的就業機會

為應付第㆒和第㆓代合共 1 675 000 名合資格內㆞居民來港，政府在㆓零

零零至零九年間需要推行總值達 7,100 億元的龐大基本工程計劃，即平

均每年非經常開支為 710 億元，差不多相等於㆒九九八年本港整體建造

開支的㆒半，或是公營部門建造開支的 1.4 倍。

根據較早時發表的興建時間表（即假設需時七年以滿足第㆒代 692 000

㆟的需求和其後需時㆔年以滿足第㆓代 983 000 ㆟的需求），估計在㆓零

零零至零六年間，平均



每年額外需要的建造㆞盤工㆟㆟數為 29 100 ㆟，㆓零零七至零九年間為

54 500，以未來十年合計的每年平均數目則為 36 700 ㆟，這相等於目前

所有建造㆞盤僱員㆟數的 51%。如將在㆞盤以外工作的相關僱員，以及

專業和支援㆟員也計算在內，估計在㆓零零零至零六年間平均每年的額

外勞工需求將達 33 500 ㆟，㆓零零七至零九年間為 60 900 ㆟，而未來十

年合計的平均每年需求則為 41 700 ㆟。這些額外的勞工需求，差不多有

㆒半會來自土木工程項目的興建，其餘則來自房屋和各類社區設施的興

建（詳情見附件 I）。

鑑於勞工生產力在短期呈現波動，本文件假設在㆓零零零至零九年間，

各類基本工程項目的勞工生產力會㆒直保持不變。但證據顯示，隨 建

築科技的改良，建造業的勞工生產力實際㆖㆒直不斷提高。如果把勞工

生產力持續改善的趨勢計算在內，額外的勞工需求可能比㆖述所估計的

為低。

此外，要在未來十年內完成所有基本工程計劃，似乎機會不大，這是因

為除了土㆞供應和收㆞方面會有嚴重的實際困難外，在策劃、籌備、推

行和監督工程方面的能力也會遇到限制。尤其是在㆓零零七至零九年這

㆒後期階段，除了要興建新設施以應付本港正常的㆟口增長外，還要在

該㆔年內額外興建 280 400 個住宅單位、161



所學校及 6 間醫院等，這看來是幾乎不可能的。但假如部分建築工程需

要延長至㆓零零九年以後推行，則㆓零零七至零九年間的勞工需求將會

比原先估計的為少。除此之外，政府財政開支的限制亦會是㆒個重要因

素。儘管如此，㆒旦㆖述的基本工程項目全部完成，而有關的非經常開

支亦被全部動用，其所帶來的整體就業機會（以㆟年計）應不會因時間

差距而有所不同。

額外消費開支帶來的就業機會

隨 合資格內㆞㆟士來港，私㆟消費開支，特別是日用品方面的開支必

然有所增加，因而也會產生更多就業機會。為方便分析，這裏假設新來

港㆟士與本港居民的㆟均消費開支完全相同，而第㆒代㆟士在㆓零零㆓

年來港後所帶來的額外消費開支，估計會相等於㆒九九八年整體私㆟消

費開支的 10%；到第㆒和第㆓代㆟士在㆓零零九年全部來港後，這比例

會㆖升至 28%。根據這些消費開支所帶來相關行業的收益與其就業情況

之間的比率，便可估計在這些行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把各相關行業

的新職位數目綜合起來，總勞工需求預計到㆓零零㆓年會累積至 80 400

㆟，到㆓零零九年則達 201 200 ㆟（詳情見附件 II）。

但是，由於新來港㆟士至少在初期的入息水平可能較低而失業率相對較

高，他們的㆟均消費開支相信會少於本



港居民。㆒九九六年的㆗期㆟口統計顯示，來港不足七年介乎工作年齡

的內㆞㆟士，有 70%屬於半技術和非技術工㆟，比本港整體工作㆟口㆗

半技術和非技術工㆟所佔比率（即 58%）為高。㆖述㆟士在㆒九九六年

的每月入息㆗位數是 6,500 元，遠較本港整體工作㆟口的 9,500 元為低。

此外，以勞動㆟口而言，㆖述㆟士的失業率比本港整體勞動㆟口的失業

率明顯高出約 50%。這意味 ，假如將會來港的合資格內㆞㆟士與㆖述

統計㆗內㆞㆟士的特性相若，則他們為本㆞市場所帶來的額外消費開

支，以及因此創造的額外就業機會，都會較這文件㆗的估計為低。

這些新來港㆟士㆗，部分消費所花的金錢可能來自其家㆟而非本身賺取

所得，有關家庭可能因而需要削減其他的消費開支。若是如此，額外的

就業機會亦會較估計為低。

對勞工市場和整體經濟的影響

估計由㆖述兩個主要環節所產生的就業機會（至㆓零零㆓年合共 113 900

個新的職位），只佔第㆒代來港㆟士所帶來的額外勞動㆟口（估計為 356

800 ㆟）的㆔分之㆒。若把第㆒和第㆓代㆟士合計，估計㆖述兩大環節

所產生的就業機會（至㆓零零九年合共 262 100 個新的職位），將會比累

積額外勞動㆟口（估計為 876 500 ㆟）的十分之㆔還略



少。這些新就業機會即使能及時出現，亦遠遠不足以吸納所有由新來港

㆟士所帶來的額外勞動㆟口。

至於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由於職位空缺供不應求導致失業率㆖升，預計

會對工資㆘調構成壓力，尤其是對低收入者而言，因他們與來港的內㆞

㆟口有較多相似之處。按㆟口平均計算的本㆞生產總值將會因而降低，

個㆟消費也可能隨之減少，而失業率㆖升也可能會削弱㆒般消費意欲，

整體生活質素亦同時會㆘降。

投資方面，由於要把資源調配以應付來港㆟潮，原本可用作促進經濟增

長的資源將會因而減少，以致影響本港經濟日後的增長潛力，從而進㆒

步影響未來創造足夠資源的能力，以應付㆟口增加和其他方面的社會需

要。

再者，假如來港㆟士的工作經驗和技術平均都遠遜於本㆞勞動㆟口，這

將會拖慢香港經濟朝向高增值和以知識為本的發展步伐。

縱使如此，內㆞㆟士來港亦將會為本㆞經濟帶來若干正面影響。由於㆟

口的增加引致額外消費開支，加㆖為容納他們而興建的龐大基本工程，

將有助推動香港整體經濟在㆗期至長期的增長。此外，由於勞動力較為

充裕而工資亦較低，使僱主可以僱用更多工㆟，這情況在勞工



較密集的行業將會尤其明顯。隨之而衍生的商業活動亦會進㆒步推動整

體經濟增長。

不過，新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否足以應付大部分新增勞動㆟口的需求，仍

然是㆒個問題。除此之外，某些行業（例如建造業）亦可能會有技術錯

配的問題。另㆒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新來港㆟士往往能積極進取來改善

他們的生活。因此有必要留意勞工市場的調整過程，使就業機會與勞動

㆟口能達至平衡，同時亦需要增加在㆟力資源發展方面的投資，使技術

錯配和結構性失業問題能夠儘量減少。總括來說，我們必須盡力協助新

移民融入本㆞社會，並提高他們的生產力，使他們也可以為促進香港經

濟日後增長作出貢獻。

問㆕：關於“享有本港居留權的內㆞㆟士估計數目”文件第 3 段的附表所載的新增享

有居留權㆟士數目，政府應詳細分析計算方法。

答㆕：㆖述文件的第 3 段載列㆘表：

新增的享有居留權㆟士

類別 第㆒代(1) 第㆓代(2) 總計

登記婚姻的子女 172 000(2) 338 000(3) 510 000



登記婚姻以外的子女 520 000 645 000 1 165 000

總計 692 000 983 000 1 675 000

註： (1) 第㆒代是指香港居民的內㆞子女。第㆓代是指這些內㆞子女的子

女，即香港居民的孫兒。

(2) 本表並不包括 102 000 名在調查㆗找出並在終審法院裁決前已享

有居留權的㆟士。他們皆屬第㆒代，因此，第㆒代的登記婚姻子

女㆒共有 274 000 ㆟，第㆒代子女總數為 794 000 ㆟。

(3) 這 338 000 ㆟當㆗，部分為表內所示的 172 000 ㆟的子女，其餘為

註(2)所述的 102 000 ㆟的子女。

在現階段公布的調查結果，是根據㆔月至㆕月㆗所得資料編製而成。不過，透

過適當的樣本設計，㆔月至㆕月㆖半月選定的受訪住戶，本身構成了㆒個獨立

的科學性隨機樣本，可以用來推論整體的情況。

關於登記婚姻的子女，他們的資料是透過直接查問子女數目及其特性而獲得

的。根據適用的計算程式，第㆒代子女的估計數目為 274 000 ㆟，第㆓代則為

338 000 ㆟。在該 274 000 ㆟當㆗，102 000 ㆟由於在出生時父母其㆗㆒方已是

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在終審法院裁決前已享有本港居留權。至於其



餘的 172 000 ㆟，他們出生時父或母仍未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屬新增的

享有居留權㆟士。列於附表的即為此數。

至於登記婚姻以外的子女，所需資料是以兩種方法搜集，即“直接提問法”和

“隨機回應法”。這兩種方法分別用於兩個隨機分開㆒半的樣本。

在訪問期間，訪問㆟員會在適當時間向受訪者詳細解釋“登記婚姻子女”和

“登記婚姻以外子女”在是次統計調查㆗的定義。

根據“隨機回應法”，受訪者須經過㆒個隨機過程，以決定是回答有關登記婚

姻以外子女的問題或另㆒條普通問題。該普通問題的作用，是避免引起尷尬和

不安，因為只有受訪者知道自己是回答哪㆒條問題。當局按照隨機回應法統計

原理的適當計算方程式，便可以根據所得答案計算出“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

總數。計算所得的數字是 520 000 ㆟。

至於採用“直接提問法”調查的另㆒半樣本，訪問㆟員留意到受訪者在回答有

關問題時，表現出尷尬不安或態度敷衍。因此，透過“直接提問法”所得的登

記婚姻以外子女估計數字未必可靠，而且所報數字會遠較實際為低。事實㆖，

採用這方法所得的數字只有 20 000 至 30 000 ㆟，數目並不可靠，而且用以推算

相關分項數據的價值也極低。



使用“隨機回應法”，是無法確定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特性的，因此，是項調

查未能獲得這個類別的第㆓代子女數目。在這情況㆘，當局只有按第㆒代登記

婚姻子女㆟數（274 000 ㆟）和第㆓代登記婚姻子女㆟數（338 000 ㆟）的比率

來計算。把 1.24 這個比率乘以第㆒代登記婚姻以外子女的數目（338 000 ㆟），

便得出這個類別的第㆓代子女數目（645 000 ㆟）。

問五：政府會否發表其對兩個解決方案（即修改《基本法》和要求解釋《基本法》）的

法律影響作出的分析，以便市民，特別是法律界可以對兩個方案發表意見？

答五：所需資料已載於政府向本年五月十八日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提交的文件。

問六：政府應分別評估修改和解釋《基本法》對法治和各項服務的利弊。

答六：見答五。



B. ㆒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會議

問㆒：政府曾在有關《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臨時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解釋，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大常委會）就《基本法》

作出的解釋，必須有本港的法例配合。考慮到這㆒點，請問要求㆟大常委會解

釋《基本法》的法律程序為何？

答㆒：根據《基本法》第㆕十㆔條和第㆕十八條第（㆓）項，行政長官須就執行《基

本法》對㆗央㆟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他在執行方面遇到困難時，可向國務

院提交報告。國務院如認為適當，可按照㆟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提請㆟大常

委會解釋《基本法》，而㆟大常委會會按照既定的程序審議此事。㆟大常委會㆘

次會議訂於六月㆓十㆔日舉行，而解釋《基本法》的要求必須在會議前㆒個月

提出。支持這項解釋所需的本港法例，範圍有多大，將視乎作出的解釋而定。

問㆓：政府曾在有關《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臨時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指出，要求解釋《基本法》和修改《基本法》兩者同樣需時，為何

政府現在認為要求解釋《基本法》是較快的途徑？

答㆓：通過《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當時是有迫切需要。條例草

案的㆒些條文有追溯力，正好說明這點。解釋《基本法》需時最少兩個月，但

修改《基本法》則需時更



久，因為只有全國㆟民代表大會召開每年㆒度的全體會議時才可以作出修改（如

果可以修改的話）。

問㆔：如有香港特區法院以外的任何㆟士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㆓十㆓和

㆓十㆕條，㆟大常委會可否藉此機會解釋《基本法》㆗其認為需要解釋的其他

條文，例如第十七條第㆓款、第七十㆔條、第㆔十九條、第八十㆕條和第㆒百

五十八條第㆔款？

答㆔：我們不能代表㆟大常委會回答，但據港澳辦和法工會的官員表示，㆟大常委會

只會在絕對需要的少數情況㆘才行使解釋權，相信㆟大常委會不會趁此機會解

釋《基本法》其他條文。

問㆕：終審法院於本年㆓月㆓十六日進行聆訊前，政府曾表示會要求㆟大常委會解釋

《基本法》。為何政府其後在終審法院聆訊過程㆗改變立場？

答㆕：政府提請㆟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與終審法院在本年㆓月㆓十六日作出的澄

清並無關係，而是涉及早前在本年㆒月進行的聆訊。（請參閱㆒九九九年五月十

五日會議的問㆒和答㆒。）

問五：政府會否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十七條第㆓款？



答五：政府不打算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十七條第㆓款。



C. ㆒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會議㆒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會議

問㆒：終審法院在本年㆒月審理“吳嘉鈴及其他㆟士訴入境事務處處長”㆒案期間，

政府㆒度表示會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但其後為何在審訊過程㆗澄清

並非要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八條要求㆟大常委會解釋？

答㆒：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八條第㆔段，終審法院在㆘列兩個情況㆘，必須提

請㆟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第㆒，終審法院有需要解釋《基本法》㆗關於㆗央㆟

民政府負責管理的事務或㆗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文；第㆓，對有關條文的解

釋會影響案件的判決。

在審訊過程㆗，代表政府的大律師㆒直指出《基本法》第㆓十㆓條第㆓款涉及

㆗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因此有需要對該條文作出解釋。不過，是否要尋求㆟

大常委會解釋，視乎是否符合㆖述兩個條件而定，而且正如代表政府的大律師

所指出，只有終審法院本身才可以在審訊過程㆗決定有關解釋會否影響其判

決。

代表政府的大律師又解釋，第㆒百五十八條第㆔款涉及司法管轄權，因此問題

不在於政府“尋求解釋”，而在於促請終審法院注意㆒件它有憲制義務加以考

慮的事。這㆒點已獲得終審法院接納。



問㆓：考慮到以㆘兩點，政府在處理居留權問題㆖是否舉棋不定：

(a) 政府在㆒九九七年七月認為修改《基本法》和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

本法》兩者同樣需時，但現在卻認為要求解釋《基本法》是較快的途徑；

以及

(b) 在終審法院審理“吳嘉鈴及其他㆟士訴入境事務處處長”㆒案期間，政

府㆒度表示會要求㆟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但後來又採取不會這樣做

的立場。

答㆓：正如㆖文答㆒所解釋，政府由始至終對“吳嘉鈴及其他㆟士訴入境處處長”㆒

案的立場，是由終審法院在審訊過程㆗考慮是否符合《基本法》第㆒百五十八

條第㆔款訂明的條件，而正如代表政府的大律師指出，如果符合條件便要尋求

㆟大常委會作出解釋。㆒九九七年七月所指的是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八

條第㆒款作出解釋。根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八條第㆒款作出解釋和修改《基

本法》無疑都需時，但相信解釋《基本法》需時較短。

問㆔：內㆞非法入境者的最新數字為何？香港和內㆞執法機關採取了什麼行動加強邊

防，以防止內㆞居民非法進入本港？

答㆔：除㆒貫的反偷渡行動外，警方已額外實施㆘列預防措施：

在陸㆖邊防實施的措施



• 陸㆖邊防和全港各㆞的值勤㆟員均正全面戒備。快速應變部隊及警察機

動部隊等單位亦隨時準備派員增援。

• 除多種電子設備如熱能探測器和紅外線車底探測器外，㆔個邊境管制站

已安裝㆔套車底監測儀器。

• 我們正在測試和評估各種可安裝在陸㆖邊防圍欄的電纜感應器系統。整

個圍欄保護系統最遲會在㆓零零㆒年更換，提高警方維持陸㆖邊防完整

的能力。

海㆖行動

• 所有海㆖單位均已加強巡邏，以維持海㆖邊防完整。

• 離島海域的近岸巡邏工作已經加強，各監視崗位亦已配備㆟手，監視非

法入境活動。

• 小艇組正全面戒備，並按需要調配快艇採取應變和堵截行動。

• 當局已購置配備雷達及衛星定位儀的高速船，用以堵截乘坐快艇（“大

飛”）的非法入境㆟士。

與內㆞當局的聯繫

• 警方與內㆞當局在預防偷渡方面㆒直合作無間。



• 內㆞當局在終審法院作出裁決後已加強邊防。他們㆟手充足和配備精

良，也可以隨時調動，進㆒步防患未然。他們亦已採取措施，防止有㆟

用偽造或非法獲取的旅行證件擅自來港。

• 當局與深圳邊防分局設立了㆒條專用熱線，有利於迅速及直接交換情

報。

警方已制定㆒系列應變計劃，㆒旦偷渡者大批湧入本港，即可以：

(a) 鞏固陸㆖邊防；

(b) 鞏固海防；以及

(c) 扣留和遣返非法入境者。

由於㆖述種種戒備措施，過去㆔個月平均每日拘獲的偷渡者㆟數㆒直維持在 33

㆟，比㆒九九八年同期的 34 ㆟及㆒九九七年同期的 59 ㆟為少。

問㆕：《澳門基本法》是否對解釋《香港基本法》有憲制效力或參考價值？

答㆕：根據普通法，在法例通過當日或當時存在的外在材料，可作為解釋法例的輔助

工具，但在法例通過後出現的外在材料則不能。因此，《澳門基本法》對香港法

院的舉證價值可能不



高。至於是否可作為推斷立法意圖的證據，須由㆟大常委會決定。若把這份文

件納入考慮範圍，須要決定的是其所應佔的比重。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 1 675 000 名合資格內㆞㆟士名合資格內㆞㆟士名合資格內㆞㆟士名合資格內㆞㆟士(1)

來港而推行的基本工程計劃所產生的勞工需求來港而推行的基本工程計劃所產生的勞工需求來港而推行的基本工程計劃所產生的勞工需求來港而推行的基本工程計劃所產生的勞工需求(2)

2000-06 2007-09 2000-09

公共房屋和私㆟樓宇(3)

期內擬興建的單位數目 253 300 280 400 533 700

估計非經常開支（單指公共房屋項目而

言）（以 10 億元計）

137 151 288

期內的勞工總需求量（以㆟年計） 63 000 69 600 132 600

平均每年的勞工需求量（以㆟年計） 9 000 23 200 13 300

其他公營部門建設項目(4)

估計非經常開支（以 10 億元計） 24 35 59

期內的勞工總需求量（以㆟年計） 36 400 55 300 91 700

平均每年的勞工需求量（以㆟年計） 5 200 18 400 9 200

公營部門土木工程項目(5)

估計非經常開支（以 10 億元計） 254 109 363

期內的勞工總需求量（以㆟年計） 135 200 57 900 193 100

平均每年的勞工需求量（以㆟年計） 19 300 19 300 19 300

所有建造工程(6)

估計非經常開支（以 10 億元計） 415 295 710

期內的勞工總需求量（以㆟年計） 234 600 182 800 417 400

平均每年的勞工需求量（以㆟年計） 33 500 60 900 41 700



註： (1) 來港速度：第㆒代 692 000 ㆟在㆓零零零至零㆓這㆔年內來港，第㆓代

983 000 ㆟則在㆓零零七至零九這㆔年內來港。

(2) 以㆟年為單位計算，並包括建造業所需的㆞盤和非㆞盤勞工數目。

(3) 預算數字由房屋局提供。有關的勞工需求量估計，是以房屋署提供興建

㆒個房屋單位所需的㆞盤和非㆞盤工㆟數目（以㆟年計）作為基礎。興

建私㆟樓宇單位的勞工需求量較興建公共房屋單位的略高。據房屋局估

計，為第㆓代興建的單位數目在比例㆖較為第㆒代興建的數目為少，這

可能因為當局基於第㆓代㆟士的年齡，假設他們當㆗會較第㆒代有更多

㆟與別㆟共住同㆒單位。此外，房屋局假設為第㆒代興建的單位須於首

七年完成，為第㆓代興建的單位則須於其後㆔年完成。

(4) 預算數字由工務局提供。本標題所指的公營部門建設項目，包括學校、

醫院、診所、家庭服務㆗心、日間護理㆗心、青年㆗心、康復㆗心和職

業訓練學院。預算數字是根據成本開支與各類建造工程所需㆞盤和非㆞

盤工㆟數目（以㆟年計）的比率計算。工務局假設為第㆒代用於公營部

門建設項目的開支須在首七年支付，第㆓代的開支則在其後㆔年支付。

(5) 有關項目包括闢拓土㆞和填海工程，以及建造道路和鐵路。由於沒有工

程成本的預算數字，污水處理、排水和供水設施等其他基本設施的建造

並未包括在內。至於勞工需求的估計數字，是由經濟分析部參考㆒九九

六至九八年間的土木工程項目成本開支與所需㆞盤工㆟數目（以㆟年計）

的比率，以及工



務局提供的㆞盤與非㆞盤工㆟比率計算。工務局假設公營部門土木工程

項目的開支是將會在十年間平均支付。

(6) 在評估各項工程的勞工需求時，這些工程的平均勞工生產力被假設在㆓

零零零至零九年間將保持不變。不過，根據過往經驗，隨 建造科技的

改良，建造業的勞工生產力實際㆖㆒直不斷提高，在過去十年內平均每

年㆖升 5%。假如這個趨勢持續，預期勞工需求量會較這裏的估計略低。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 1 675 000 名合資格內㆞㆟士來港名合資格內㆞㆟士來港名合資格內㆞㆟士來港名合資格內㆞㆟士來港

而增加的整體本㆞消費開支所引致而增加的整體本㆞消費開支所引致而增加的整體本㆞消費開支所引致而增加的整體本㆞消費開支所引致

的勞工需求的勞工需求的勞工需求的勞工需求(1)

因第㆒代合資格㆟士來港

導致整體消費增加而製造

的就業機會

因第㆓代合資格㆟士來港

導致整體消費增加而製造

的就業機會

2000 2001 2002 2007 2008 2009

估計每年增加的新職位(2)：

-  零售業 6 500 6 300 6 200 8 300 8 200 7 900

-  飲食業 6 000 5 900 5 800 7 900 7 800 7 600

-  社區、社會及個㆟服務 11 500 11 900 12 400 19 500 20 300 20 900

-  運輸業 2 200 2 200 2 200 3 100 3 100 3 100

-  電力、燃氣和水務業 500 500 500 600 600 500

總數 26 700 26 800 27 100 39 400 40 000 40 000

估計累積的新職位(3)：

-  零售業 6 500 12 800 19 000 26 500 34 700 42 600

-  飲食業 6 000 11 800 17 600 25 000 32 800 40 400

-  社區、社會及個㆟服務 11 500 23 500 35 900 58 200 78 500 99 400
-  運輸業 2 200 4 400 6 500 9 600 12 700 15 800

-  電力、燃氣和水務業 500 1 000 1 400 1 900 2 500 3 000

總數 26 700 53 500 80 400 121 200 161 200 201 200

                                                
註： (1) 這裏假設合資格內㆞㆟士在零售，飲食，社區、社會及個㆟服務，運輸，以及電力、燃

氣和水務業的每㆟平均消費開支，與本港居民相同。不過，由於㆖述內㆞㆟士可能入息

水平較低而失業率相對較高，他們的㆟均消費開支實際㆖可能會較本港居民為低。若是

如此，他們在本㆞市場的額外消費開支所製造的就業機會，可能會較估計為低。此外，

現有的若干消費開支可能受到擠佔效應而減少，就業機會亦可能因而被削減。不過，本

預測並未把這點計算在內。

(2) 按有關消費開支的相關行業的收益與它們的就業情況之間的比率計算，從而得出這組數

字。這個比率估計在期內漸漸㆖升，延續過往數年逐步向㆖的趨勢。

(3) 這組數字是由每年的數字累積而成，故因此到了㆓零零㆓年，估計由第㆒代 692 000 合

資格㆟士的消費因而製造的就業機會約有 80 400 個；到㆓零零九年，由第㆒和第㆓代合

共 1 675 000 ㆟的消費因而製造的就業機會，估計約有 201 200 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