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接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物料檢測
合約的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在

小蠔灣設立一個實驗室，合共聘用50名技
術人員負責有關工作，其中半數為應屆高
級文憑畢業生，月薪高達2萬元。該公司人

力資源經理李婉儀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有關工
作崗位的薪金根據起薪點加約滿酬金計算，月薪已
有18,500元，公司為提高吸引性，更把月薪提高至2
萬元，合約為期48個月。

港鐵政府 紛開長工職位
李婉儀表示，港府近年推出大量工程項目，不少更

屬剛「上馬」階段，市場上存在大量工作機會，而在
「需求大、供應有限」的情況下，近年新入職人才薪
金均有雙位數字升幅。她又謂，由於人才競爭激烈，
近年的員工流失率亦較高，「不論港鐵、私人機構，
甚至政府也開拓更多長工職位來搶人，預計請人將更

困難」。
工程承建商俊和發展集團副主席彭一邦向本報表

示，無論前線的地盤工人抑或專業工程人員，均出現
人才不足的情況，尤以前者為甚。但他亦指出，雖然
每年有穩定數量的建築工程系畢業生供應市場，暫仍
可靠不斷調度人手勉強應付需求，但承認人才市場競
爭情況亦更趨激烈。

薪金升幅快 每年10%至15%
彭一邦指出，其公司每年均招聘20名至30名畢業

生，今年的入職月薪介乎1.5萬至1.8萬元不等，「近
年薪金升幅快，每年10%至15%增幅走唔甩」。他又指
出，一些有經驗的人才更是難求，例如政府合約規定
某些職位必須由在某類工作有若干年資的人來擔當，
基於人手供應更有限，加薪20%至30%「跳槽」十分
常見；一些海外公司來港接生意，亦動輒加薪30%聘
用本地人才。

他又謂，隨 工程合約價格不斷上升，新合約招聘
人才的預算更充裕，往往可加薪20%至30%吸納其他
公司的舊合約工程人員，一些中小型公司或面對更大
的挽留人才問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程學科在職培
訓組高級項目主任白俊偉亦指出，一些較為大型的工
程公司，近年開始更 重員工福利及在職培訓，部分
更將6天工作轉為5天半工作，不少畢業後已累積數年
經驗的工程人員，紛紛「跳槽」至大公司，令中小型
公司缺人的情況難以改善。

個別工種人手 短缺老化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該局與建造業議會過去多項研

究顯示，個別工種在未來數年將面對人手短缺或工人
老化的問題，預計至2015年至2020年將出現人手短
缺。發言人又謂，部分專業界別可能面對輕微至中度
的人手供應不足的情況，但相信專業人員流動性較
高，不會對業界構成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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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投資逾4,000億的香港十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建造業人才需求

急增，各工種的建築工人近日再獲加薪5.3%至30%。除了缺乏足夠前線工人應付不斷湧現的工程量

外，剛剛畢業的大專生亦惹來各工程公司「垂涎」；起薪點每年以雙位數字幅度增長，有工程顧問公

司更以月薪2萬元聘請應屆高級文憑畢業生擔任技術員。有業界人士指出，新工程合約價格較舊合約

為高，招聘人才的預算更充裕，加薪20%至30%向其他公司「挖角」的情況亦十分普遍，料未來的競

爭將更趨激烈。香港工程師學會指出，業內工程師人才流失問題加劇，職位空缺率高達20%。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陳錦燕）近
年來本港不斷增設
多項大型工程，急
需建造業人才，但
數年前的金融海嘯
令人才流失情況嚴
重，現時業界人才
交接斷層，新舊員
工資歷相差逾 1 0
年。有新員工以中
小企為「踏腳石」，
接受培訓後不足半
年內便「跳槽」至
薪酬倍增的大公

司；中小企面對人才難求及不斷被「挖角」
下，人手不足問題更為嚴峻。

專才缺乏 搶工程變搶人
本港各大基建雖已陸續上馬，如港珠澳

大橋、港鐵沙中線、西九文化區及啟德新
發展區等，即將步入建設高峰期，惟業內
人手短缺問題，卻難以應付不斷湧現的龐
大工程量，當中專才更是尤其缺乏。香港
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指出，中小
企與大企業之間的競爭現已由「搶工程」

轉變為「搶人才」，「中小企不僅要應對
不斷上漲的工程價格，又要苦惱招人難的
問題，苦不堪言」。他解釋，不少專才都
想向上爬，其他公司挖角情況普遍，預計
未來中小企與大企業間的競爭會更激烈。

大企出高薪 小企成學堂
一間混凝土工程公司(中小企)的總經理

費榮富直言，其公司於今年內已有3位年
資介乎5年至8年的資深員工，以高出
20%至30%的薪金被大企業挖走，中小企
慘「為他人作嫁衣裳」。他續稱，建造行
業人才需求大，流動性高，而大企業本
身資金雄厚，高價「挖角」經有發生，
「曾有持A牌的電器工人的入職月薪為1.1
萬元，在中小企接受培訓後2月至3月便
被資金雄厚的大企業出多一倍價錢挖
走」。他慨嘆，無法支付高薪的中小企只
好「眼白白」送走由自己親手栽培出來
人才。
他指出，不斷增加的工程項目遠超公司

人手負荷，其公司不得不提升20%薪金，
吸納人才加入，以應對人手短缺問題，
「這是漣漪效應」。他表示，工程增加、人
手不足、高薪挖角及爭奪人才，種種問題
都令中小企困難重重。

中小企成踏腳石 新人半年即跳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香港建造業失業率持
續回落，反映行業人力市場
暢旺，但建築工人老化、青
黃不接的問題卻未有解決。
工聯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
事長周聯僑指出，現時在30
萬名註冊工人當中，年屆50
歲佔逾50%，且出現個別工
種人力錯配的情況，扎鐵、
釘板等工種更屬「重災
區」，各缺至少2,000名工
人。他指出，港府及業界已
致力推動各項措施去吸納新
血，例如推出「強化訓練計
劃」及增加建造業訓練議會
的培訓名額，期望可逐步解
決有關問題。

扎鐵日薪1,360元
周聯僑指出，現時扎鐵工

的日薪已增至1,360元；釘
板工日薪亦已增至1,290元
至1,500元，但仍各欠至少
2,000人；金屬模版及泥水
工的空缺亦逾1,000人。他
指出，不少新增的建造業空
缺為技術工，須由熟練工人
擔任，但行業老化情況嚴
重，加上最低工資令保安及
清潔工種「搶去」不少年輕
人，出現「有工無人做」的
現象。
發展局預期，本港需在

2014年10月前培訓6,000名生
力軍。香港建造業議會早前
決定將11個人手最短缺項目
的津貼加倍，包括釘板、扎

鐵、燒焊、鋪石屎等津貼由約4,000元
增至8,000元，同時將培訓名額將由今
年的3,000名增至明年初的4,400名，冀
吸引更多新人入行。

先招後訓方式納新血
周聯僑表示，由於訓練期一般為3個

月至半年，且畢業後一般需時1年至年
半時間才能考獲技工牌，難以短時間
內協助業界補充生力軍，故建造業議
會亦已透過與總承建商及分判商三方
合作，以「先招聘，後訓練」的方式
吸納「新血」，學員只需接受4天安全
訓練，便獲承建商以月薪1.3萬元(其中
5,000元為港府津貼)聘請，邊學邊做；
3個月後薪金將大幅調升至1.6萬至1.8
萬元，有關計劃已為扎鐵工成功招攬
數百名「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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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錦燕) 為
配合基建工程建設，各院校不斷
增加建築專業課程學額，但建造
業系學生畢業後仍需接受至少4年
的指定培訓才可成為正式工程
師，難以解決建造業現時人手空
缺的燃眉之急。雖近年來陸續有
不少專業人員回流，但仍沒法填
補工程師空缺，建造業人手短缺
問題日趨嚴重。
受惠於多項基建工程逐步上

馬，建造業前景明朗，卻出現人
才短缺。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蔡
健權指出，業內工程師人才流失
問題加劇，職位空缺率高達
20%。他半年來曾走訪數十間建
築工程公司，了解到現時普遍每
10個崗位，便出現2個空缺，當中
以土木工程、結構工程、奠基工
程及屋宇裝備工程等4個領域情況
最為嚴峻。

蔡健權續稱，工程師學會現時共

有2.9萬名會員，其中屬正式工程師

的資深會員有1.3萬人，只佔總體

44%，不及一半。雖各院校近年來新

增不少相關課程學額，但專業學生

畢業後仍需再接受4年培訓才可正式

成為工程師，連同在學的4年，一名

建造專業學生，前後總共需花8年才

能獲取正式工程師證，投身職業工

程師行列。

鼓勵在校學生邊學邊做

面對專才短缺的問題，蔡健權

建議業界應為未來作長遠規劃，

積極「對症下藥」，包括鼓勵在校

學生「邊學邊做」，提早投身建造

業，為自身汲取工作經驗。他舉

例，曾有公司為求得人才，不惜

遠道邀請北京清華、北大等高校

專才生到港工作。他提議建築工

程公司吸納更多內地與海外專

才，紓緩人手不足之壓力。

院校續增額 難解燃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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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青黃不接，必須

吸引大批年輕人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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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就業人數 投資預算

1. 南港島線（東段） 4,600 124億元

2. 沙田至中環線 15,000 798億元

3. 屯門西繞道及屯門 7,400 200億元

至赤 角連接路

4.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11,000 668億元

5.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及接線） 13,870 582億元

6. 深港西部快速軌道 未知 未知

7. 落馬洲河套區 29,000 逾100億元

8. 西九文化區 16,000 216億元

9. 啟德發展計劃 13,000 1,000億元

10. 新發展區 52,100 400億元*

*註：僅計算收地金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維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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