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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人才競爭力？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各地出現爭奪人才戰的原因？

3.若你想成為各地爭相搶奪的人才，需具備甚麼質素？分3方面簡要說明。

4.試從文章或就你所知，舉出香港、內地及新加坡的人才政策？

5.你認為港府可以採取何種措施吸引人才來港、留港？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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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特點：
1.創新能力
2.溝通能力
3.國際視野

吸才原因：
1.亞洲市場崛起 形勢轉劣為佳
2.創新行業發展 企業求才若渴
3.企業全球化 各國分一杯羹

各地對策：
1.香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2.中國：千人計劃
3.新加坡：新加坡招攬人才委員會

1. 在一定條件下，通過創造性勞動而比其他地區人才取得更多成果的能力。
2. 可從亞洲市場崛起、創新行業發展及企業全球化這3個方面進行分析。
3. 可從創新能力、溝通能力及全球視野這3方面進行探討。
4. 香港：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內地：千人計劃；新加坡：新加坡招攬人才委員會。
5. 可從香港的優勢出發：法治、自由、低稅率及稅制，好好加以善用，吸引世界專才來港、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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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競爭力（Talent
Competitiveness） ： 指
在一定的時期內，某地區
的人才在一定的人才投入
條件下，在一定的人才環
境中，通過創造性勞動而

比其他地區人才取得更優、更多成果的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企業鬥創意企業鬥創意 全球搶人才全球搶人才

人才是企業的

寶貴資產，現時

的新興高增值行業更集中在創新科

技及創意工業。這類企業的特色在

於其核心競爭力不在於有形資產例如土

地、資源等，而在於能為企業帶來新思維的出

色人才。有鑑於此，企業都願意利用各式各樣

的方法挽回及吸納人才，各地政府為提高本土

企業的競爭力，更推行各項措施締造能吸引人

才的環境，從而形成一場國際之間的人才爭奪

戰，到底各方所爭奪的人才須具備怎樣的特

質？兩地和鄰近國家利用甚麼政策吸引人才就

業及創業？本文將一一探討。 ■丁彥文
作者簡介：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

散見於各大報刊。

今年7月，滙豐及恒生銀行提出最新的員工福利政
策，向旗下員工提供十成按揭，貸款上限增至2,000萬
元，按揭息率最低可達0.8%。銀行向員工推出種種優
惠政策，目的不外乎挽留人才，利用長期房貸計劃吸
引員工為公司服務。
由此可見，銀行業亦面臨人才爭奪的煩惱。事實

上，人才挽留甚至人才爭奪並不新鮮，宏觀來看，人
才爭奪的博弈並不止於某一公司或行業，從地域上分
隔來看，兩地和相鄰國家一直都推出不同政策吸引人
才於當地發展。

銀行屢推優惠政策留才

爭奪人才雖不新鮮，但在近年卻越見激烈，背
後原因可歸納為三個要點。

亞洲市場崛起 形勢轉劣為佳
近10年，亞洲多個新興市場崛起，包括中國、新
加坡及韓國等。以往這些亞洲國家都被歐美國家視
為人才輸出的寶庫，很多亞洲學生熱衷於選擇到
歐美各國留學，畢業後以工作簽證留於外地工
作，甚至定居。這種取向當年曾一度被視為拖累
亞洲發展的原因之一。惟亞洲經濟發展迅速，反而
在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一沉不起，因此整個亞洲區
由人才流失的弱勢扭轉為人才湧入的現象。

創新行業發展 企業求才若渴
除了市場轉變外，產業轉變亦是關鍵因素。隨
着科技日新月異，創新科技行業發展相當迅速。
創新科技業相對於傳統的輕、重工業或金融服務
業，更着重於研發及管理團隊，它們的產品開發
都有賴整個研發及技術人員團隊，尤以技術及創
新能力最為重要。正因這類新興行業求才若渴，
導致各方企業爭相搶奪市場中的人才。

企業全球化 各國分一杯羹
現時大部分成功企業面對的是整個國際市場，

就亞洲崛起的機遇，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相應提
升，歐美瞄準了這個機遇，紛紛到亞洲設立大中華
分部，而亞洲的企業亦希望能打入歐美市場，在國
際市場上佔一席位。在這種相互發展的環境下，企
業對人才需求有所提升。而亞洲各國都希望能加速
發展步伐，各項人才爭奪
的政策相應而生。

人才的定義看似空泛，但只要理解到現時企業的發展
方向，大致可歸納出下列3個要點：
創新能力：科技的發展使得新興產業崛起，傳統企業
亦急於轉型，因此企業都渴求擁有創新能力的人才。而
傳統企業面臨新興企業的競爭，它們更急需擁有創新能
力的團隊為他們轉型，若然轉型失敗或趕不上時代的步
伐，最終會被淘汰。例如，網購為近年新興的購買商品
的模式，威脅傳統零售業的營業模式，因此兩項產業都
需要擁有創新能力的團隊增強企業對市場轉變的適應力
及敏捷度。
溝通能力：每個企業的成功是有賴整個團隊的合作和
貢獻。因此，在管理整個團隊的架構中，擁有溝通能力
的人才是十分重要。擁有優秀溝通能力的人才除了善於
表達外，還要有傾聽及協調能力，從而產生協同效應，
提升企業的實力。
國際視野：如上述所言，現時企業的視野在於全球的
國際市場。在這種風氣及目光驅使下，擁有國際視野的
人才變得更為重要。在企業制訂營運或銷售策略時，擁
有國際視野的員工能避免過於
短視或狹隘的策略，而是在整
個大方向審時度勢，切合當地
市場的文化。

本港無論在地理位置及軟實力都具有獨特優勢。
外資企業在考慮擴展內地市場時，往往都會在香港
設立試點，藉此走入內地市場，而本港在金融方面
的優勢，亦吸引內地企業在香港設點，尋找合適的
外國市場甚至集資上市。因此香港的專才政策設有
針對海外專才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針對內地人才
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此計劃由2006年開始實

施，截至去年11月，共有2,646申請人成功獲分配
名額。此計劃以計分制作考量，分別以年齡、學
歷、工作經驗及語文能力等因素給予評分，分數合
乎資格的申請者則可進入甄選程序，然後挑選出合
適的申請者批出逗留香港的簽證。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此計劃門檻較低，只要香港

企業有意聘用內地人才來港工作便可申請。由去年
10月至今年3月期間，此計劃便批准逾4,200人來
港工作，當中過半數為短期職位。

中國近年的發展超出了國內外的預期，在2010
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這些成就背後，內地一直推行不同政策吸納海外
人才，用以支持這種高速的發展。

千人計劃：在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海外高層
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用意是引入海外
人才到中國發展，此計劃門檻為申請者需在海外取
得博士學位的海外教授級人才，目標是吸納2,000
名教授，截至現時透過此計劃申請成功的人數已高
達4,000人，超越當初的目標一倍以上。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以知識型經濟為發
展軸心，着重人才吸納，容納任何國籍的人才，在
2000年至2011年期間，新加坡人口增加了超過100
萬，外來人口比例超過25%。在經濟產業方面，他
們着重新興高增值產業，例如在今年5月份，已耗
資多達3,000萬美元建立了3D打印研究中心，研究
以3D打印技術為核心，拓展醫療及建築等新領
域。
新加坡招攬人才委員會：早於1998年，新加坡

政府已成立一個跨部門的招攬人才委員會，多年來
在不同國家設立「聯繫新加坡」辦事處，遍布中
國、澳洲、歐洲、東南亞等，用以推廣新加坡的發
展潛力及發掘專才引入新加坡。新加坡同時設有專
業人士引入政策，以計分
制評核申請者的資格，到
該國工作的人才甚至可以
移民長期居留當地。

誠然，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的人才政策必須
重新審視。在過往，我們已錯失很多不同的發展機
遇，金融業的蓬勃已令本港大量人才就讀金融業相關

科目，導致人才錯配，導致市場上缺乏技術水平高的科
研及資訊科技人才推動高增值的知識型產業。香港必須
儘快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及制定相關政策及配套吸納相關
人才，否則只會被鄰近地區遠遠超越。宏觀來看，單是
亞洲各國的爭奪人才戰況已十分激烈，隨着歐美各國在
金融海嘯後逐漸復蘇，爭奪人才的戰線只會越見複雜，
因此我們年輕人必須在軟硬實力上裝備好自己，並提高
自己的技術及專業水平，可才在這場戰役成為贏家。

吸納人才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哪些人才可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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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

你爭我奪

■■不少中國學生熱衷留學不少中國學生熱衷留學，，
畢業後以工作簽證留居當畢業後以工作簽證留居當
地地。。圖為家長圖為家長、、學生參加留學生參加留
學展的情況學展的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