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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新聞稿 

[2024年 8月 29日 – 香港]  

 

廣納人才    賦能未來勞動力 
 

調查結果概要︰ 

1. 職缺難填困境減緩   強化招聘策略拓人才庫 

2. 2028人力資源預期增 2%   靈活應對勞動力變化 

3. 傳統職位未來需求減    提升技能免淘汰 

4. 海外及本地人才招募需並重   優勢互補共發展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學會」）進行「未來勞動力研究 2024」，項目由香港網上求職招
聘平台 Jobsdb by SEEK贊助；研究於 2024年 4月至 6月以網上調查進行，合共 300間來自 20

個不同行業的企業及機構參與。研究旨在探討香港至 2028 年對人力資源需求的變化，分析影
響人力資源推算的因素，及評估各項香港人才入境計劃的應用情況，並向政府提出專業見解，
協助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孔于人先生表示︰「科技革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將對未來勞動
力帶來長遠影響。今次的研究發現，科技應用程度不同的企業對所需人才的類型將出現明顯差
異。政府應更具前瞻性地分析各行業中存在的人力或技術短缺，以制定更具針對性的吸引人才
措施，鞏固香港作為國家『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角色。」 

 

Jobsdb by SEEK 香港區總經理李政勳先生認為：「是次調查反映香港僱主對於來年人手需求
仍穩定增長，我們樂見政府著手透過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為本地補充勞動力及所需技術人才，
去年有近三成僱主曾經申請相關計劃，成效不俗。同時，AI 的急速發展，預期會代替一些重
覆性的工作，個別職位如行政及文書的需求將會減少，相信企業在人手調配上將更加靈活，讓
員工從重覆性的工作中解放，盡施所長。」 

 

1.   職缺難填困境減緩   強化招聘策略拓人才庫 

 

僱主填補職缺變得較不困難的趨勢開始浮現。在 2024 年 4 至 6 月期間，認為填補職缺「極度
困難」的企業比例降至 16%，這是自 2022 年學會調查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可能源於香港勞動
力的增長，及人才入境計劃的擴大，令香港人才庫得以注入新動能，為僱主提供更多選擇。 

 

小型企業相對較容易填補職缺。有 27%的小型企業認為填補職缺「不太困難」，另外 9%認為
「沒有困難」。這可能與小型企業擁有更彈性的招聘流程有關，使他們較容易填補職缺。 

 

相比之下，中型企業在填補職缺方面遇到較大困難。有 20%中型企業表示填補職缺「極度困
難」，63%表示「相當困難」。這可能是因為中型企業的招聘流程較為繁複，同時也需應對更
多競爭對手對相同人才的競爭，因此填補職缺時面臨更大挑戰。 

 

另外，酒店及餐飲業自去年疫後復常得以全面恢復營運，惟許多曾從事酒店及餐飲業的員工在
疫情期間已轉行，導致行業出現嚴重的人才缺口，令人才供需不均問題尤為嚴重。研究發現，
酒店及餐飲業約有 45%僱主認為招聘員工「極度困難」，有 55%僱主感到「相當困難」，其中
侍應生、清潔工及房務員是酒店及餐飲業中最難填補的前三個職位，填補職缺困難度分別為
27%、27%及 18%。 

 

孔會長建議，企業可針對不同人才群體（婦女、青老年、少數族裔）提供靈活的工作安排，吸
引更多人才重返職場。儘管某些行業如貿易業和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在填補職缺時面臨較少挑戰，
但仍需密切關注市場變化，以確保人才供應與需求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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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8人力資源預期增 2%   靈活應對勞動力變化 

 

2028年人才需求將呈現不同的變化，預期整體增長率為+2%，顯示整體人才需求將有輕微擴展。
企業傾向增加更多資源在資深管理層（增長率+7.4%）和中層管理層／專業人士／主管（增長
率+5.0%）的招聘上，以推動業務增長。 

 

研究顯示，大型企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增長率預計為-0.2%，這可能與大型企業有空間引入更
多自動化和效率提升措施，以減輕對人力的需求有關。相對地，小型企業可能會面臨較大的人
力需求增長，預計高達+12.5%，這些企業可能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採用自動化等高科技配合
業務發展，促使他們仍需依靠人力協助企業營運。 

 

在科技進步的趨勢下，預期某些行業如物流與運輸業、零售與批發業及電訊／多媒體／科技業
可能面臨人力需求下降，因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應用有助簡化部份流程，減少對人力資源的
需求。而建築／工程和建造業、貿易業、物業管理及房地產開發業將穩定增長，分別預計增幅
為+8.4%、+6.4%及+4.9%。這些行業未來將需要大量人力，與香港未來的重大發展項目，例如
「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和計劃遂步開展有關。 

 

孔會長建議，企業透過有效的人才管理策略，包括人才儲備和培訓計劃，以靈活應對未來勞動
市場的變化和需求。特別是在面對人口老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挑戰時，有效及具前瞻性的人才
管理將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 

 

3.  傳統職位未來需求減    提升技能免淘汰 

 

根據企業對未來職場的趨勢預測，以下為未來需求會增加或減少的職位︰ 

行業 職位 企業預期未來需求會上升的職位
（百分比）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經理、程序員、軟件工程師、 

雲端工程師 

33% 

銷售 銷售經理、店鋪經理、銷售主管／銷售員 16% 

行政／文書 助理、前線員工 10% 

技術支援 技術人員 9% 

數據科學 數據分析師、數據工程師 7% 

 

行業 職位 企業預期未來需求會下降的職位
（百分比） 

行政／文書 行政人員、文員、秘書 71% 

客戶服務 前台／接線生、接待員、客服人員 10% 

會計 會計文員、簿記員 10% 

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主任、人力資源助理 10% 

營運 運營分析師、運營人員／助理 9% 

 

資訊科技、銷售和技術支援等領域被視為未來需求增長較為穩定的職位。資訊科技相關職位如
資訊科技經理、程序員、軟件工程師、雲端工程師的需求預計將呈現上升趨勢，這反映了科技
行業在未來的重要性；而技術支援人員的需求也將隨著企業業務的擴大而增加。 

 

孔會長指出，71%企業預計未來將減少行政／文書職位，但有 10%企業則計劃增加這類職位。
行政／文書類工作具自動化潛力，企業未來可透過科技提高效率，可能導致相應職位的需求縮
減。然而，尚未採用數碼化技術的中小企業仍可能需要增加行政／文書人員，以應付業務需求。  

 

孔會長強調，未來職場的變化將受到科技發展和自動化趨勢的影響，僱員需致力提升技能，及
時調整自身的職涯規劃，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同時，政府和企業也應共同努力，提供
培訓和支援措施，幫助僱員適應新的職場環境，實現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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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外及本地人才招募需並重   優勢互補共發展 

 

研究亦探討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的應用情況，發現儘管大部分企業表示填補職缺仍具挑戰，目前
有 28%企業於 2023 年有採用人才入境計劃，61%企業指沒有採用這些計劃。不採納人才入境
計劃的主因包括本地招聘更直接（43%）、成本考量（26%）及非本地人才不適合相關職位
（22%）。分別有 96%貿易業受訪企業及 88%零售與批發業受訪企業認為「本地招聘更直接」。 

 

在有採納人才入境計劃的企業中，有 58%採用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招
聘非本地人才。IANG 人才因在香港接受教育，對本地文化和職場有一定了解，容易融入本地
工作環境；加上計劃已推行多年，僱主對計劃流程較為熟悉。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
則有 29%的企業採用，高才通人才主要申請中高階職位，招聘人數較 IANG人才為少，加上高
才通推出不足兩年，相信僱主需要更多時間去反映其使用情況及加強認知度。 

 

企業認為聘請非本地人才的主要優勢包括可填補本地人才庫中的技能差距（65%）及緩解勞動
力短缺（63%）。39%企業認為非本地人才的技術技能在本地就業市場中「非常具競爭力」，
認為「頗具競爭力」的企業亦有 34%。可見通過招募非本地人才，企業可擴大人才庫，進一步
提升競爭力。 

 

調查顯示，非本地人才在港工作遇到的主要挑戰為﹕住宿（67%）、適應香港工作習慣（67%）
及語言障礙（55%）。為幫助非本地人才更好地融入工作環境，僱主主要提供住房津貼（39%）
和組織文化融合活動（36%）來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企業亦期待政府能夠提
供更多支持，其中包括就簽證續期流程提供支援（69%）、提供詳細的移民及人才入境計劃資
訊（55%），促進更多非本地人才順利融入並提升整體工作體驗，進而增加留任率。 

 

李政勳先生認為多元化的工作機會、優厚的薪酬、低稅制等依然是香港建構國際人才集聚地的
重要優勢。香港面對產業轉型期間，僱主聘用外地人才來港後，可讓本地及外地人才互相交流
學習，將促進香港人才庫的發展。他又建議，政府可以加強與業界合作，由教育或推廣方面入
手，舉辦針對性講座，根據行業性質向僱主介紹相關的人才入境計劃，並提高審批流程上的透
明度，讓僱主可以更清楚申請進度，增加他們採用各項人才入境計劃的信心。 

總結及建議 

 

孔于人先生總結：「政府應積極聆聽業界意見，為企業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措施來填補職缺，並
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人才入境計劃，以更有效地吸引海外人才來港填補本地人才庫的不足。透過
完善便利人才發展的政策和生活配套，我們可以吸引更多國際高端人才與本地人才攜手為香港
高質量發展賦能，為國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作出貢獻。」 

 

 

李政勳先生總結：「今次調查反映，香港僱主仍普遍優先聘請本地人才，僱用外地人才主要為
了填補技能差距，由此可見技術型人才在本地持續渴市。本地打工仔應時刻關注市場所需，保
持終身學習的心態，持續提升及學習新技能，方能維持自身優勢及競爭力，應對瞬息萬變的市
場。」 

 

請按此下載傳謀簡報會照片。 

 

 

 

 

                                                                              -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cAc7AbFPVQbGX0DejyAz91z_FD9KfJv?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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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此新聞稿由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及 Jobsdb by SEEK聯合發佈，並由MSL Group代表

Jobsdb by SEEK（香港）發佈。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陳敏慧 

(852) 2837 3826 

pr@hkihrm.org  

潘懿文 

(852) 2837 3820 

pr@hkihrm.org  

  

 

 

MSL Group  

Joyce Kwan 

(852) 2804 8135 

joyce.kwan@mslgroup.com 

 

Claire Au 

(852) 2804 8162 

claire.au@mslgroup.com  

  

 

關於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學會）是現時香港最具規模的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團體，目前會員數目

近 5,000，當中近 500家為公司會員。學會於 1977年成立，致力提高香港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

標準，以及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影響力。學會致力服務人力資源管理同業及大小企業，舉

辦各類專業活動，其中包括周年會議、主題研討會、獎項及不同程度的專業證書課程。學會亦

提供多項會員服務、人力資源調研和網上會刊。學會是亞洲太平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會員。  

詳情請瀏覽學會網址 www.hkihrm.org/ 

 

關於 Jobsdb by SEEK 

Jobsdb是香港具領導地位的求職招聘平台，自 1998年成立以來，致力幫助求職者覓得

理想工作。Jobsdb 由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SEEK 經營，憑籍其深厚的本地專業知

識，與 SEEK 世界頂尖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平台融合，在亞太地區內為僱主及人才提供

匹配服務。瀏覽 www.jobsdb.com 了解更多。 

 

mailto:pr@hkihrm.org
mailto:pr@hkihrm.org
mailto:joyce.kwan@mslgroup.com
mailto:claire.au@mslgroup.com
https://www.hkihrm.org/
http://www.jobsd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