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闢捷徑 冀年吸千名科技外援
申請期最快1個月 學位需與STEM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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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創新
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表示，科技人才入
境計劃有「3:1+2」規定，申請的科技
公司或機構每聘用3名非本地人才，便
須聘用1名本地全職僱員和2名本地實
習生，從事與科技相關的工作，可照顧
到本地人才的出路。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規定，申請的科技

公司或機構每聘用3名非本地人才，便
須聘用1名本地全職僱員和2名本地實
習生，從事與科技相關的工作，如公司
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將會受到懲處，其
新的配額申請不會獲得處理，未使用的
配額亦會被暫時撤銷。
被問到該計劃會否搶香港人飯碗時，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表示，現時全
球都需要人才，香港是爭奪全球的人
才，「如果香港有當然好，但香港沒
有」，不過在爭取人才的同時，亦要思
考如何培育本地人才，因此計劃便設有
「3:1+2」的規定，令本地的人才可以
得益。

與現有補充勞工計劃有別
創科局常任秘書長卓永興補充，科技

人才入境計劃與現有補充勞工計劃輸入
的人不同，其中「優才計劃」門檻過
高，來港的人士未必只是就業，屬於移
民計劃，即使是科技人也必須是非常高
端的科技人才；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
地專才計劃，則需要證明在登報招聘後
仍未能在本地聘得合適僱員，才可輸入
人才，需用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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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簡介
計劃年期 3年

適用範圍 在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管理的場地從事生物科
技、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機械人技術、數據分
析、金融科技及材料科學的租戶和培育公司

申請名額 首年最多1,000名，每間公司或機構最多100人

接受申請時間 預計2018年6月，具體日期將另行公佈

申請流程

■申請者須向創新科技署證明本港缺乏或不能輕易覓得具備相關技
能、知識或經驗的人才

■創科署考慮科技園公司／數碼港意見後，決定是否發出配額，目
標在兩星期內完成審批

■獲發配額的公司／機構覓得人選後，可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
證／進入許可證，需時約兩星期

聘用要求

■申請來港的人才須持有「QS世界大學排名榜」、「倫敦時報高等
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及「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首100間大學所
頒授的科學、科技、工程或數學（STEM）學科學位。持有碩士或
博士學位者無須工作經驗；持有學士學位者則須具備最少一年在
相關科技範疇的工作經驗。

■3:1+2要求：申請的公司／機構每聘用3名非本地人才，須聘用1
名本地全職僱員和2名本地實習生，若未能符合規定，其新的配
額申請不會獲得處理，未使用的配額亦會被暫時撤銷。

資料來源：創新及科技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志剛、殷翔）
創科業界人士對「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表
示歡迎，認為有助簡化申請科技人才入境
時間，解決本港科技人才缺乏的問題。但
有建議指1,000個名額遠遠不足，而計劃
亦應開放予所有香港的創科公司。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
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歡迎
創科局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目前本港正
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包括正積
極打造香港成為「智慧城市」，社會對創
科人才求才若渴。而面對全球各地招攬創
科人才的激烈競爭，本港政府實在有必要
增加人才來港的誘因，加快工作簽證審批
正是可取的辦法。
不過，葛珮帆認為科技人才計劃應開放
予所有香港的創科公司，而非只是為香港
科技園公司或數碼港的租戶/培育公司。
香港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租戶/培育公
司主要是中小企及創業公司，企業未必有
能力聘請額外員工，且香港大多數的創科
公司並不只在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計劃

全面開放給香港的創科公司將更為公平有
效。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全盛表示，業界對
科技專才的需求強烈，惟輸入外地人才手
續需時，且涉及大量行政成本，認為計劃
方向正確，希望政府可進一步交代申請詳
情，確保有足夠的透明度。楊全盛表示，
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短線依賴輸入人才，
「尤其是大數據和網絡安全方面，香港一
直無提供專才，如果可以輸入外地專才，
可以為新一代提供相關訓練。」

倘產業發展不順人才會走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成員、

Insight Robotics聯合創辦人岑棓琛表示，
本港機械工程人才相對較少，新晉尖子大
多到外國升學並留下工作，令本港創科公
司必須聘請外地專才。他指出，由於入境
處不熟悉創新科技事務，以往為外地專才
申請工作簽證，需多次補交資料，證實其
專業資格或掌握的技術，十分費時。岑棓
琛認為，新計劃下由創新科技署預先審查

並批出配額，可減省入境處處理工作簽證
的時間，他對此表示歡迎。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表

示，推出輸入科技人才計劃是好事。初期
1,000個名額當然遠遠不足，但以此為試
點也是很有必要。將來能否留住輸入的科
技人才，及本港自己培養的科技人才能否
留住，還要看本港創科業的發展是否順
利。否則沒有合適工作機會，科技人才很
可能流向創科業已十分蓬勃的深圳等內地
城市。
Ix Fintech互通金融科技行政總裁黃愛

玲表示覺得十分鼓舞，她將會進一步了
解這個入境計劃的細則，已與數碼港安
排於本月30日再作進一步跟進。Ix 互通
金融科技公司過往半年已與兩間不同的
內地和以色列公司了解合作方案，亟需
引入人才共同開發，所以對今次計劃十
分歡迎。她尤其歡迎這個計劃可以更容
易引進內地的專才，這樣有助公司進一
步了解內地的市場，更容易拓展香港以
外的市場。

創科界：名額不足 宜擴至全港

■科技園公司管理的科學園。 資料圖片

香港經濟主體由金
融、地產和中低端服
務業構成，無論政府

還是企業，在創科服務方面的投入都遠低
於周邊地區。香港的基礎科學雖然保持先
進地位，卻缺乏科研市場化的中下游鏈
條，創科產業規模跌至微不足道。自2015
年11月成立創科局以來，政府大力推動創
科發展，兩年下來已漸見成果，創科企業
迅速增加，人才缺乏的情況更加嚴重，輸
入專才已是勢在必行。
對比香港科技發展的停滯，深圳已迅速
由中、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轉型。深
圳平均每年豪擲100億美元推動創科發
展，南山科技園、前海科技園紛紛向香港
高等院校的科研人才招手。香港眼中的
「主要對手」新加坡對創科發展也十分積
極，已宣佈未來五年將投入相等於千億港
元的創投資金。而香港的科研仍主要由政
府投入各大院校，每年約20億美元左右，
科研成果市場轉化率很不理想。
香港科研發展問題的核心問題，還是市
場小、成本高。雖然本屆政府竭力鼓勵創
科投入，但當房地產、金融等表現一直十
分理想的情況下，企業對於將資金投入回
報可能為零的科創項目，顯然仍欠缺積極

性。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郭海成便曾慨嘆，「如果香港有人肯投
資，家Google Glass就係香港造」，其
團隊研發的微型顯示器，在香港找不到金
主，最終由台灣資金投資，並成為美國
Google Glass的重要組件。

投入倍增 研發開支扣稅
正由於欠缺科研成果市場化的中下游鏈

條，科技工作崗位稀少，本港大學生為出
路着想，選讀科技的人愈來愈少，形成惡
性循環。自 2015年 11月成立創科局以
來，政府大力推動科研及創科發展，兩年
下來已漸見成果，創科企業迅速增加，人
才缺乏成為制約創科業發展的主要短板。
本屆政府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動創科

業發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施政報告宣
佈對創科的投入倍升至每年約450億元，
即由0.73%增加至1.5%。為企業的研發開
支提供額外稅務扣減，首200萬元符合資
格的研發開支可獲300%扣稅，餘額則獲
200%扣稅，及推出系列創科基建和創投基
金等，進一步加速了本港創科業發展，同
時令科技人才緊缺的情況更加嚴重。推出
輸入科技人才計劃，已是勢在必行的迫切
之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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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產業崗位少 高端人才不易留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常任秘書長
卓永興和創新科技署署長蔡淑嫻，昨

日下午在政府總部簡介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計劃以先導形式推行，為期3年，目
標在今年6月接受申請。
計劃適用於在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管理
的場地從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網絡安
全、機械人技術、數據分析、金融科技及
材料科學的租戶和培育公司，首年輸入最
多1,000名科技人才，每間科技公司或機
構，每年最多可獲100個配額。

需畢業於三榜百大之內
申請配額的科技公司或機構，必須向創
新科技署說明申請配額的理據，並證明香
港缺乏或不能輕易覓得具備相關技能、知
識或經驗的人才。
由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負責接收申請，
檢視專才與配額是否匹配、申請配額數目
的理據是否充分、聘用相關本地人才是否
有困難等，創科署考慮科技園公司或數碼
港意見後，再決定是否發出配額，目標在
兩星期內完成審批；獲發配額的公司覓得
人選後，可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工作簽證或
進入許可證，需時約兩星期。
在資格方面，計劃要求申請來港的人才
必須持有「QS世界大學排名榜」、「倫敦
時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榜」及「世界
大學學術排名」首100間大學所頒授的科
學、科技、工程或數學（STEM）學科學
位，當中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無須工作
經驗；持有學士學位者則須具備最少一年
在相關科技範疇的工作經驗。
若有關人才不符合學歷要求，但在特定
範疇上具備良好技術資格、經證明的專業
能力或有關經驗和成就，若備有文件證

明，可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

申請公司需報薪酬福利
楊偉雄表示，人才是發展創科的關鍵，

現時全球出現創科人才荒，全球都在爭奪
科技人才，業界亦有強烈訴求，所以必須
拆牆鬆綁。蔡淑嫻則指，新計劃將大幅簡
化申請科技人才入境的手續及減省所需時
間，當中申請公司或機構只需填寫共三頁
申請表格，包括職位所屬範疇及薪酬福利
等，申請機構亦不須就每宗個案反覆證明
本地人才短缺。
卓永興表示，申請的公司獲審批後可獲

一定的配額，如果未能用完，下次不用重
新申請。
他預期計劃推行初期需要摸索，相信可

愈做愈快，政府最快將於計劃推行半年至
9個月後進行檢討及優化，包括是否擴展
到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以外的公司。
科技園公司回應指，歡迎當局推出計
劃，認為計劃可讓科研公司縮短吸納海外
及內地技術人才的時間及簡化程序，既能
靈活地找到更合適人才，同時為創科發展
提供動力。
該公司又指，計劃能加快科技人才匯
聚，鼓勵創新和科研發展，加速科研成果
產生，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
並可增加本地就業機會，從而加強培育本
地人才，擴大人才庫帶動不同文化的交
流，對本港長遠發展新經濟有利。
數碼港表示，歡迎政府推出計劃，相信

計劃將有效縮短企業招聘海外人才所需的
時間，協助企業招攬行業專才，既促進海
外人才與本地業界分享知識及技術，亦有
助企業加快發展業務，並帶動企業聘請本
地人才，為香港帶來更大經濟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現屆政府銳意發展創科產業。為積極配

合創科業界聘請人才的需要，政府昨日推出為期三年的「科技人才入境

計劃」，為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租戶和培育公司開設「特快通道」，

將申請科技人才入境所需時間縮減至1個月，首年名額最多1,000人。

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均表示歡迎，指計劃有助縮短招聘海外人才的時

間，帶動創科發展。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中）就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