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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團結香港基金倡擴人才公寓服務範圍

改善居住環境吸引人才來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青年民建聯（青民）
昨日公布 「認識祖國 融入灣區」調查結果，發現逾四成受
訪者認為創業最吸引港青到大灣區發展，其次接近四成受訪
者認為是置業，而認為學業或就業最吸引的就不足兩成。

青民於今年 6 月至 8 月期間，以網絡調查問卷訪問了

465 名 18 至 35 歲青年。逾四成受訪者有聽過但不了解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43.4％），接近四分一受訪者

完全沒有聽過有關計劃。受訪者認為港青對融入灣區最大
困 難 是 工 作 生 活 文 化 不 同 （38.8％ ） 及 收 入 差 距
（31.4％）。

疫下與內地交流嚴重受阻
超過七成的受訪青年表示，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每年至

少到內地一次或以上，當中近一半更超過10次，幾乎每
月回內地一次；受訪者回內地原因有探親、旅遊、學業及
商務，惟新冠疫情爆發後，接近九成受訪者至今從未回內
地，兩地交流嚴重受阻。

在祖國近期成就方面，超過四分一受訪者認為 「全面脫
貧」最矚目，其次分別為 「交通基建」及 「航天科技」。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主要接收內地資訊渠道為網上媒體，其
次為電視，約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宣傳祖國的成就是不
足夠的。

多管齊下促港青加深國情認識
對此，青民建議特區政府除了要求院校進一步制定有關

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等教學內容外，可派員到各個院校
向師生進行講座，加強國安教育；同時，亦可協助院校與
內地相關部門聯繫，組織本地在學青年每年回內地進行短
期交流，認識國情；開放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予本地
其他非學士大專生參與，試行 「大灣區實習計劃」，令更
多大專院校學生能夠受惠及參與；參照現行的各項專上院
校資助計劃，因應內地不同地方的生活及學習情況，提供
不同的津貼限額，以增加香港青年到內地升學的誘因；以
及為有意在灣區發展的港青包括準備升學或就業的青年提
供優先登記健康驛站，甚至接受在港設立健康驛站。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
道：青年團體 「青年新世界」昨日
公布一項調查結果指，上月透過電
話隨機訪問到 1135 人，有 69.8%受
訪者指擁有專業資格是成功向上
流動的客觀指標，顯示本港市民
傾向透過自身努力考取大學或以
上學歷，持續進修以擁有專業資
格為目標，認為這樣有助爭取向
上流動。其中，最多受訪者認為
透過持續進修可獲更多向上流動
機會，達 63.7%；其次是取得大學
或以上學歷和創業，各佔 59.7%和
42.5%。

持續進修基金
應發揮更多作用

由於最多受訪者認同藉持續進修
實現向上流動和以擁有專業資格為
成功向上流動的具體指標，因此如
何改革持續進修基金顯得尤其重
要。該團體建議持續進修基金應在
幫助創科人才提升技能方面發揮更
多主動角色，包括在現有資助上，
額外增加適配香港創科發展目標的
「特定行業持續進修資助額」，鼓

勵青年人透過持續進修獲取適切市
場需求的專業資格。

調查還發現，只有41.1%受訪者認
同 「經濟發展可以令所有市民受
惠」，50.7%則不認同有關說法，反
映市民或對現時經濟發展帶來的分
配機制、貧富懸殊等問題有所不
滿。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36.4%的
18至29歲與27.6%的30至39歲受訪
市民認同上述講法，比例低過其他
年齡層，反映青年認為自己無法從
經濟發展成果中得益。基於以上調
查結果，該團體提出兩項建議，期
望特區政府在新形勢下重新思考與
市場的關係，調整其在經濟分配上
的職能，讓市民感受到經濟發展帶
來的好處。

青年民建聯：

創業最吸引港青北上發展

逾六成受訪者認同
持續進修助向上流

為深入了解兩地人才流動的生活狀況、面對的難題等，
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至2022年間共進行了三項調查，
分別訪問了1025名香港永久性居民、2500名長期在大灣
區內地9市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以及3012名在港的內地
高學歷人士。

出席今次研究報告發布會的包括：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
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
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研究員麥穎聰、助理研究員王品
橋，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方偉晶。

大灣區可為港人提供上流途徑
在受訪的本地居民中，多達66%的人同意在全球化環境

下引入外來人才屬無可避免，並指出外來人才有助本港發
展新興產業。另外，在大灣區生活的受訪港人中，有超過
一半的人對其生活狀況感到滿意，自評置身香港社會及移
居內地後的社會經濟地位分別由4.65分提升到5.75分（總
分為10分）。由此可見，大灣區能為港人提供上流的途
徑。

調查顯示，在大灣區內地9市工作的受訪港人中，56%
平均每月收入為2萬至4萬元，近14%平均每月收入為4萬
至6萬元，收入達6萬元以上的亦超過4%，收入不到2萬
元的則有26%。平均收入首三座城市依次為深圳、東莞和
惠州。

建議港府審視人才入境政策
調查發現，香港吸引及留住人才的能力有待改善。約六

成持工作簽證來港的內地高學歷人才，傾向於不打算長期

（超過5年）留港發展，當中超過六成指出居住環境不佳
是其離港的主因。此外，61%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受訪者表
示，幾乎沒有或只是偶爾會與居住社區的本地人交往，社
會融入度較低。

報告建議政府審視人才入境政策，並透過人才公寓等措
施改善外來人才的居住環境，以吸引更多人才來港就業；
同時，亦可考慮為新入境人才組織文化課程及活動，協助
他們融入社區。

報告注意到，在有意離港內地人士中，絕大部分是因本
港居住環境不佳。內地城市如深圳和杭州均已落實針對各
級別人才的住房優惠政策；相反，香港現時仍未為外來人
才制訂一套相應的住屋制度，只有一個為外來人才提供的
人才公寓項目，即科學園的 「創新斗室」，但其500個宿
位僅供予園區內或潛在的合作企業使用。報告建議，特區
政府可考慮擴大人才公寓的服務範圍，以低於市價的租金
租予重點產業的專才，以改善其居住環境。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吸引力不足
報告又指，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與本地其他計劃及新加坡

同類計劃相比，儘管本港審批時間較短，但其對人才學
歷、職業限制及附帶的本地僱員聘請要求帶來更多不便，
無法提供足夠的誘因讓僱主採用，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亦
不足。近三年來，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申請數目僅約250
個。因此，政府需審視現行計劃的準則、配額、計分方法
及審批流程等，以吸引更多人才，同時讓他們可在更短時
間內來港就業。

報告亦顯示，約半數受訪者對大灣區就港人就學、就
業、創業的便民政策不甚了解，影響港人在內地發展的信
心。報告呼籲政府進一步推動跨境醫療融合，並加強對內
地港人團體的支持，結合自身資源和相關團體的豐富地區
經驗，為身處內地的港人提供生活上，乃至政策上所需的
支援。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
道：團結香港基金日前發布粵港澳
大灣區人才流通研究報告，逾六成
半受訪本地居民認同在全球化環境
下引入外來人才實屬無可避免，外
來人才有助發展新興產業；約六成
持工作簽證來港的內地高學歷人才
傾向於不打算長期留港發展，當中
超過六成認為居住環境不佳是離港
的主因。報告建議特區政府審視入
境政策，並透過人才公寓等措施改
善外來人才的居住環境，以吸引更
多人才來港就業。

青年民建聯舉行 「認識祖國、融入灣區」 網絡問卷調查發布會。 青年民建聯網站

▲團結香港基金發布最新關
於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通的研
究報告。 記者 蔡啟文攝

特區政府為期三個月的 「打
擊衛生黑點計劃」 昨天正式啟
動。多個部門聯手，將合力清

理全港600多個衛生和街道管理黑點。環境衛生攸
關市民生活品質和城市形象，持續兩年多的疫下生
活更加凸顯了保持環境衛生的重要性，新一屆政府
剛上台不久，即大力推動有關計劃，而且由政務司
副司長卓永興統籌 「帶隊」 ，多個部門一起參與，
充分反映了政府之高度重視，顯示新一屆政府看問
題很準，執行力夠強，工作作風務實又貼地。希望
全社會都積極響應當局呼籲，踴躍配合參與，大家
一起持之以恒清潔香港，為全體市民展現一個乾淨
美好、舒適宜居的香港。

香港是一個發達的高消費社會，日常生活中無可

避免會製造許多垃圾，何況又有少數人罔顧公德亂
拋垃圾，往往加劇了衛生問題。你看：疫情以來多
了人去郊野公園，但部分市民卻沒有帶走垃圾，結
果導致不少地方膠樽和膠袋堆積丟棄，甚至連水塘
碧水上都時常見垃圾漂浮；市區後巷更是不乏亂放
雜物、棄置垃圾和車輛的衛生黑點，街市更不時有
老鼠、蟑螂出來 「覓食」 ；深水、油尖旺等鬧市
還有許多棄置或破損的招牌，對路人和行車安全構
成威脅……。顯然，垃圾亂象已比較嚴重地影響市
容，造成衛生風險隱患，即使清潔工人多麼辛勤工
作，如果大家的衛生意識沒提高，做不到 「源頭減
廢」 ，問題必會持續惡化下去。

「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最直接的任務就是重點打
擊衛生黑點，強化日常清潔工作。昨日卓永興和多

名問責局長落區視察，不是搞所謂 「大龍鳳」 或
「做秀」 ，而是發揮帶頭作用，彰顯政府解決問題

的決心。事實上，當局早前已經宣布，將推出一系
列措施打擊衛生黑點，包括成立19支夜間防治鼠患
流動隊、加強清理發泡膠箱，以及全力清理分布於
全港18區的600多個衛生和街道管理黑點。這些都
是具針對性的措施，希望狠抓落實見成效。

當然，單是官員巡視並不足夠，港府還要加強罰
則和執法行動。當局將增設閉路電視，打擊非法棄
置垃圾行為，相信可令罔顧公德者收斂。有意見認
為亂拋垃圾罰款1500元的阻嚇力不足，應將金額大
幅提高，或者實施 「累進制」 罰款打擊屢罰不改
者，這些建議都值得當局考慮。與此同時，對於遲
遲拒絕清拆危險招牌或構築物的業主，亦應果斷執

法，避免行人或車輛受到安全威脅。
卓永興昨指出： 「如果政府不斷清、市民不斷

掉，我們只會在這 『你清我掉、你清我掉』 的夢魘
中，不斷輪迴。」 確實如此，清潔香港能否有成
效，成效能否持續，最終還是取決於市民是否配
合。一般相信，經過這輪 「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
短期應會收到一定效果；特別是經過媒體廣泛報
道，應該有助於提升市民保持環境衛生的意識。但
若要保持，政府應進一步宣傳教育，通過學校、社
交網絡等渠道，更廣泛地動員市民持續參與，讓保
持環境清潔和愛護市容的文化更加普及落地。清潔
香港，你我有責。希望大家一齊努力，令香港600
多個衛生黑點 「清零」 ，城市形象大幅改善，煥然
一新！

清潔香港 你我有責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2022 年 8 月 16 日

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