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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點 
 

 

• 香港就業市場正經歷連串結構性

改變，疫情後的經濟復甦速度較

預期緩慢，加上經濟挑戰等大環

境因素，令就業市場長期出現人

才缺口。 

 

• 高才來港工作，誘因各有不同，

心態亦各異。僱主務須了解高才

的背景，方能以恰當方式聘得合

適的人才。 

 

• 不論行業，都可利用「高才通」

求職者擴闊自身人才庫，提高企

業競爭力，同時為高才帶來更多

發展機會，吸引他們繼續留港發

展。 

 

 

按此閱讀另一文章︰ 

《拓展機遇 - 高才在港的職涯探索》 

 

 

 

 

 

 

 

 

 

 

 

 

 

 

 

 

 

 

 

 

 

 

 

 

 

 

 

 

 

 

 

 

填補人才缺口 
「高才通計劃」下的就業市場展望 

吳國傑                                                                                                                           
首席戰略官                                                                                                              
高奧士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現今的人才市場競爭激烈，企業面臨著前所
未有的挑戰和機遇。人力資源公司在其中扮
演著關鍵的角色，並時刻緊貼就業市場脈
搏，以幫助各企業應對挑戰。有見及此，學
會邀請高奧士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KOS) 的首
席戰略官吳國傑先生，宏觀解構高端人才通
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下香港就業市
場的變化、趨勢和前景，並探討僱主應如何
善用資源以補充人才缺口。 
 
「職業空缺見高位，就業人數長低迷 」 
香港就業市場的結構性改變 
 
吳指出，香港就業市場目前仍處於疫後復甦
期，而面對着移民潮和宏觀經濟復甦緩慢的
雙重壓力，本地就業市場正呈現着職位空缺
量處於歷史高位、就業人數卻低於 2013 年
水平的情況。展望未來半年，預計香港的就
業環境將持續受到整體經濟影響而有所變
化。科技、醫療、教育、銀行保險、航空、
建築和酒店服務等行業將面臨人才短缺的挑
戰，競爭壓力仍將存在。 
 
吳亦提到，移民潮對香港就業市場造成了 20
萬至 50 萬港元年薪範圍的初級至中層員工
的流失，導致企業難以填補空缺；加上宏觀
經濟復甦速度未達預期，企業難以增加招聘
預算，導致即便存在職缺，也難以滿足求職
者期望，進一步導致職位空缺和求職者觀望
的情況。而政府推行「高才通」計劃，正好
重點為香港市場補充人才。 
 
在目前市場環境下，哪類人才最受青睞？吳
認為，隨着中港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市場將
更渴求能操流利普通話或具備中國內地工作
經驗的「國際型」和「複合型」人才。 

多管齊下   羅致多元人才 
 
為填補職位空缺，企業紛紛透過各項
人才計劃，從世界各地羅致合適的人
才。根據香港入境處數據，從 2023 年
1月 1日至 11月 30日，「高才通」計
劃接獲共 58,550 份申請，並批准其中
46,806 份申請。這批申請人約有 95%
來自中國內地，其餘 5%則來自加拿
大、美國、澳洲和新加坡等地。 
 
據 KOS的觀察，香港僱主主要透過非
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填補
初階職位，並招聘工作經驗較淺的大
學畢業生。 
 
至於中高層職位，僱主則主要依靠
「高才通」計劃。對僱主來說，這項
計劃最吸引之處是人才在申請高才通
簽證時，該計劃其實已協助僱主就申
請者的學歷和工作經驗等方面進行篩
選，包括畢業於全球範圍內合資格的
大學，並且大多數擁有至少三年的工
作經驗。這意味著面對持有「高才
通」簽證的求職者時，僱主無需再進
行學歷和工作經驗的初篩；此外，高
才通簽證持有人的入職程序與本港員
工無異，僱主無需為其承擔因申請簽
證而帶來的額外成本。 
 

https://www.hkihrm.org/hrjournal-detail.php?hr_i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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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高才背景   精準招聘人才 
 
企業要在「人才爭奪戰」中得享優勢，便需
深入了解來港高才的背景和需求，制定精準
的招聘策略，以吸引和留住來港高才。高才
選擇來港的原因各異，有些是為了尋找事業
發展機會，有些是為了追求更高的薪酬和國
際化發展，還有些是為了子女的教育，因此
香港的整體環境對高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香港就業市場競爭激烈，高昂的生活
成本亦會影響高才是否願意放棄原有工作來
港求職。有些求職者甚至不願直接辭去原有
職位來港求職，而更傾向於在保留原有工作
的同時尋找新的工作機會，以避免高昂的生
活成本和職業空窗期。 
 
高才在求職時並無特定的行業偏好或限制，
根據 KOS 與求職者的接觸，金融和科技領
域的高才通常更積極尋求在港的工作機會。 
 
此外，高才通常擁有至少三年的工作經驗，
他們不太會考慮初階職位，反而會傾向尋求
能較輕鬆適應工作環境的職位，尤其是因為
他們尚未熟悉在港的生活。因此，高才普遍
偏好選擇支援完善的中資、外資或跨國企
業，這些企業能夠提供穩定的薪酬和福利，
讓高才在新環境下感到安心。儘管語言差異
有時是一個挑戰，但對高才來說通常不是難
以克服的問題，因為他們通常能夠在短時間
內適應並融入新的工作環境。 
 
吳認為高才在港的未來發展應充分發揮他們
在中國內地或其他地區的優勢，為香港企業
拓展中國內地市場或其他區域提供支援。不
論是哪個行業，都可利用「高才通」求職者
擴闊自身人才庫，有助擴展企業業務範圍，
提高競爭力，同時為高才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和挑戰，吸引他們繼續留港發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