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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powerGroup 就業展望調查在全球訪問到 41 個
國家和地區合共40694名僱主，全球淨就業前景錄得
正數 30 個百分點，雖較第二季下降 3 個百分點，但
按年仍增長6個百分點。當中，亞太區招聘意欲最為
樂觀，而香港來季淨就業展望指數較全球指數高出6
個百分點，較第三季亦上升 15 個百分點，按年上升
31 個百分點。 「本地經濟逐漸復蘇，整體就業情況
好轉，調查顯示主要行業均錄得雙位數的正面就業
展望指數。」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玉珊亦
表示： 「惟來季招聘活躍程度及整體經濟，仍須視
乎疫情發展及有關防疫措施。」

大型基建上馬建造業前景樂觀
按行業區分，本港建造業錄得最樂觀的就業展望指

數 61%，按季上升 41 個百分點，按年上升 55 個百分
點。對此，徐玉珊指，建造業今次錄得自2010年第一
季度以來最高的就業展望指數，為全球排名第二高。
未來政府及私人市場將推展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除了
要滿足人手需求外，業界積極推動各種科技建築技術
如建築信息模擬、 「組裝合成」建築法等，以提升整
體生產力及改善建築安全，衍生更多不同工種。她表
示： 「未來3年，每年需求額外約1萬個人才，尤其
需要熟練及半熟練技工，加上行業已出現人手短缺情

況，相信會給僱主帶來招聘壓力。」
其他行業，資訊科技及通訊媒體業錄得較樂觀的就

業展望指數57%；銀行、金融、保險及房地產業居於
其後，錄得49%。資訊科技及通訊媒體業按季上升26
個百分點，按年上升57個百分點；銀行、金融、保險
及房地產業按季上升34個百分點，按年上升36個百
分點。

企業數碼轉型科技專才需求升
「當前，企業數碼轉型的步伐有增無減，而針對

企業的網絡攻擊亦日漸增多，對網絡安全的重視程
度不容忽視，相關專才需求亦持續飆升。」徐玉珊
指， 「第三代互聯網（Web 3.0）概念亦衍生對人工

智能、區塊鏈及有關開發人才的需求。另外，為了
令用戶有更佳及流暢的體驗，僱主對使用者經驗
(UX) 及使用者介面 (UI) 方面人才的招聘意欲有所
上升。」

她又指，銀行業除增聘金融科技人才以配合業務
轉型及市場新興需求外，政府亦積極推動虛擬資產
行業發展，有助提升僱主招聘意欲。此外，個人財
富及資產管理人才的需求亦因跨境市場而趨於增
加。保險公司亦積極計劃業務拓展，於大灣區開設
辦事處，刺激行業人手需求。

檢疫措施放寬航空業穩步復蘇
餐飲及酒店業錄得就業展望指數為37%，按季上升

13個百分點，按年上升37個百分點。其
中，7月放寬抵港隔離檢疫至 「3+4」，
有助航空交通服務進一步復蘇，航空公
司亦積極進行招聘計劃以應付營運需
要，加上11月舉行的大型賽事，有望帶
動個人及商務旅遊。此外，批發及零售
業來季錄得的就業展望指數為26%，按季
上升 16 個百分點，按年上升 24 個百分
點。

徐玉珊指，本港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
按年上升4.1%，受惠於8月派發消費券及各商戶商場
推出優惠，市民購物意欲有溫和上升。為提供更佳的
購物體驗以及緊貼網銷商機，僱主對有經驗的人才需
求將繼續增加。

全球人才方面仍存在問題，人才短缺達到 16 年高
位，在本港520位受訪僱主中，不少人曾表示招聘有
難度。徐玉珊指，除了移民潮而提升僱主招聘意
欲，本地經濟復蘇亦令僱主想請更多人，當中對中
層及基層員工的需求最大。

另外，最近有大型地產發展商裁員，徐玉珊認
為，加息對樓市帶來壓力，商業租務仍存在挑戰，
惟隨商業活動復蘇，估計房地產行業未來前景仍
較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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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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逐漸復蘇 就業情況好轉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
報道：昨日，人力資源服務公
司ManpowerGroup（萬寶盛華
大中華）香港公布今年第四季
「就業展望調查」 報告，結果
表明香港僱主預期來季增加員
工人數意欲積極。報告顯示，
經季節性調整，來季淨就業展
望指數錄得36%；受訪的520
名僱主中，55%預計未來3個
月將增加人手，33%表示未有
計劃調整員工數目，僅12%表
示考慮縮減人手。

逾五成僱主來季擬添人手
有調查指有調查指，，隨本地經濟逐漸復蘇隨本地經濟逐漸復蘇，，逾五成僱主預逾五成僱主預

計未來計未來33個月將增加人手個月將增加人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施政報告諮詢

民建聯中出倡施政報告
加強支援中小企（部分）

促進電子商務，協助業界學習媒體電商知識

「遙距營商計劃」 的資助額，由現時每間企業30
萬元增加至50萬元

「科技券」 首期撥款上限，由獲批資助額的25%，
提高至一半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延長多一年

駐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改為設於東盟及 「一帶
一路」 國家

簡化發牌制度，改善 「通關」 效率

資料來源：民建聯聯同中出舉辦的線上記者會

【香港商報
訊】記者李銘
欣報道：民 建
聯 昨 日 聯 同 中

華出入口商會（中出）就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十
多項建議，包括促進電子商務，令電子商務達到香港
GDP的一半，並引入KPI監察成果；中小企在電子商
務上的收入首50萬元免稅， 「遙距營商計劃」資助上
限由30萬元增至50萬元；延續現有水費排污費減免
及稅務優惠等，冀為本港中小企業紓困解難，為香港
經濟提供新的增長動力。

冀中小企首50萬電商收入免稅
當天，民建聯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英豪舉行線

上記者會時表示，促進電子商務對中小企業非常重
要，建議新成立的 「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把推
廣電商作為重要工作目標，制定 「電子商務佔香港
GDP 一半」目標，並引入 KPI 監察成果。具體建議
舉措包括：協助業界學習媒體電商知識，包括利用
媒體資源中心，展示相關知識及應用，介紹其他
地區經驗，吸引青年投身行業；中小企經電子商

務的收入首 50 萬元免稅，以鼓勵中小企發展電商
業務。

他又建議，政府主動聯絡香港大型中資企業，與香
港貿發局等機構合作，共同構建一個能夠與內地順暢
鏈接，具有生意配對、物流運輸安排、資金結算等功
能的大型綜合電商平台，成為香港中小企業與內地做
生意橋樑，同時也便於香港青年人用較低的成本創
業。

協助中小企拓展大灣區市場
黃英豪續指，政府應檢討和整合現有支援政策及宣

傳推廣資源，一方面在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設立支援
中心，協助香港中小企業拓展當地市場，為當地港人
提供各種服務；另一方面，調整香港駐全球經貿辦事
處布局，將重點放在 「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積
極協助港商抓住 「一帶一路」及由國家參與的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帶來的商機。

他又稱，要研究建立本地科研成果交易平台，以
便利企業特別是初創及中小企發掘商機，將科研成
果轉化作商業產品或服務；由於 「BUD 專項基金」
的資助地域範圍已擴大至東盟市場、其他與香港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和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經濟體，
建議研究進一步增加每家企業的累計資助上限，以
協助企業把握經濟機遇；優先採購本地中小企創科
產品服務，探討在各部門預算中預留專款，用以採
購切合部門需要的本地創科產品和服務；拆細創科
產品和服務的本地採購合約金額，並鼓勵公營機構
跟從等。

「百分百擔保貸款」申請期宜再延
黃英豪還指，對於中小企來說，特別要紓緩其經營

困難，希望要將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 「百分
百擔保特惠貸款」的申請期限進一步延長；從 12 月
起，繼續減收非住宅用戶75%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
每戶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為2萬元及1.25萬元，為期8
個月（現行減收措施為期 8 個月，至今年 11 月底結
束）；延長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的有效期，並提
高資助額度，以協助業界應對疫情下海外買家難以來
港以及展覽持續延期或取消的衝擊。

出席記者會的前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強調，中小企電
商是一個弱項，政府應加強支援，以拓展中小企發展
空間。政府亦應重視如何將香港科研成果轉化為具體

產品，包括加強採購等，同時應透過稅務優惠鼓勵中
小企再投資至科技研究。此外，政府亦應重視中小企
資金鏈困難問題並加強支援，包括整合現有諮詢平
台。同時，亦應加強疫苗注射工作，積極推動與外界
「通關」。
出席昨日線上記者會的還有中出副會長貝鈞奇、樓

家強、溫幸平、彭楚夫、梁毓雄、朱國基、何志豪，
以及中出副秘書長王紫雲等人。

民建聯中出倡訂「電商佔GDP一半」目標

本港疫情有回落象，社會
要求政府放寬來港檢疫要求的
聲音再起，希望盡早對外通

關，加速恢復社會活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面
對新的形勢變化，政府既要做到精準抗疫，保障市
民生命安全及健康，亦要視乎疫情發展情況，因應
輸入風險，動態調整檢疫安排，加快接軌國際的步
伐，實現疫情防控和社會復常的最佳平衡。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每天確診個案在萬宗左右徘
徊，近期重回四位數，且連續三日低於8000宗。專
家指，過去數周，Omicron BA.4 或 BA.5 變異病毒
株的確診個案急跌，反映病毒傳播減慢，按照7天
平均數，疫情應已於9日見頂，然後徐徐回落。實
際數據顯示，這一波疫情對公共醫療系統並未構成

太大壓力，對市民的安全威脅大致可控，這是可見
的事實。因此，香港也有了更多的空間和條件考慮
再放寬入境檢疫限制，以更大的程度對外開關。

早前，政府放寬入境檢疫安排採用 「3+4」 ，取
得了不錯的效果。昨一家專業人力服務機構公布第
四季 「就業展望調查」 報告，顯示僱主增加員工人
數意欲積極，55%受訪僱主預計未來3個月將增加人
手，主要行業均錄得雙位數的正面就業展望指數。
本地經濟逐漸復蘇，整體就業情況好轉，疫情穩定
及 「3+4」 安排發揮了重要作用，市場對政府進一
步鬆綁也充滿期待。而且 「3+4」 政策實施，輸入
個案走漏入社區風險低於 1%，較本地傳播風險還
低，並沒有給香港帶來額外的安全風險。政府基於
科學數據，平衡本地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作

出調整，符合精準抗疫的大原則，大家咸表歡迎。
各界近日頻頻發聲，希望能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

限制至 「0+7」 ，以利人員流動及經濟復常。有立
法會議員表示，恢復通關是重振經濟元氣、 「搶人
才」 及 「搶投資」 的必要元素，建議港府盡快制訂
時間表及路線圖，只要有科學證據支持，第一步可
由 「3+4」 放寬至 「0+7」 ，再按實際情況繼續鬆
綁。當前，很多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日本、韓
國等，已先後放寬入境限制，對本港造成很大的競
爭壓力，不免令人憂心。香港不可能一直 「閉
關」 ，所以因應疫情變化，在安全可控的情況下，
科學動態調整檢疫安排，是十分正常且必要之舉。
惟疫下復常通關的前提是確保安全，並非不顧風險
的全放開。

香港要早日實現全面恢復通關，鑰匙就是穩控疫
情。行政長官李家超指，本港疫情依然嚴峻，不可
掉以輕心，強調防疫政策要整體考慮，確保醫療體
系承受力以及保障高危人士。政府須鞏固各項防疫
措施，而 「一老一幼」 接種率不高，成為本港推進
與外界接軌的主要障礙， 「谷針」 仍是重中之重，
以強化整體免疫屏障，為盡快實現對外免檢疫通
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至於 「0+7」 是否具備可
行性，宜穩妥行事，首先做好壓力測試和配套工
作，不斷完善實施細節，包括要求入境人士打齊三
針疫苗，做好追蹤溯源等，將輸入風險降至最低，
放寬檢疫安排自然水到渠成。市民亦應自覺配合政
府的抗疫措施，共同推進復常通關的進程。

因應輸入風險 調整檢疫安排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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