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大型超市沃爾瑪是國內最大私營企業
僱主，聘有140萬名全職及兼職員工。沃爾
瑪去年5月宣佈，與當地3間大學及非牟利教
育機構合作，資助所有員工修讀學士及副學士
課程，員工只需象徵式每日付出1美元(約7.8港
元)學費，其餘費用由沃爾瑪支付。
沃爾瑪表示，該3間大學的課程學費介乎7,365至

2.86萬美元(約5.8萬至22.4萬港元)，暫時只限修讀商
科及供應鏈管理課程，原因是這些課程與其職業及未來
工作機會有關。若參與的員工在完成課程前辭職，將不
合資格再獲資助，需自費繼續修讀。沃爾瑪表示，期望計
劃能減少員工流失率及提升工作熱誠，並可吸引更多新人加
入。
沃爾瑪發言人稱，預計首5年會有6.8萬名員工申請修讀，暫未知

公司需花費多少資金。然而有沃爾瑪員工指出，由於工作時間不定
時，阻礙員工參與進修計劃。 ■綜合報道

美國經濟近年穩步增長，去年失業率跌至
3.9%的近18年來低位，各行各業面臨「人手
荒」，當中製造業有近50萬個空缺。企業
難以招聘人手，因此紛紛選擇為現有員工
提供培訓，又或以加薪鼓勵員工進修，令
他們能應付更複雜的工種，避免繼續流失
員工。
美國製造業協會的報告指出，業內
2/3公司計劃向員工進一步提供培
訓，位於新澤西州林登的預先包裝
餐盒生產商Blue Apron，早前與
非牟利機構合作，安排生產線
員工接受10個月的程式編碼
培訓，其中一名員工現時
搖身一變，成為網頁
開發者，年薪達
9 萬美元(約

70.6

萬港元)，是舊職位的3倍。

學成加薪 員工歡迎
位於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的廣告公司La-

mar因應數碼時代，逐漸將旗下廣告牌電子
化，以提高收益。為配合公司業務轉型，La-
mar與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一個教育機構合
作，只要員工完成電子廣告牌維修課程，便可
獲加薪。員工普遍歡迎這項計劃，認為需要與
時並進，否則只會被潮流淘汰。
美國人口普查局去年調查發現，近1/5製造
業公司認為，勞工不足和缺乏技能，是未能充
分發揮生產力的原因，全國獨立企業聯盟亦
稱，逾2成小型企業東主最關注員工質素問
題，比率是2000年以來最高。焊接設備生產商
Lincoln Electric投放3,000萬美元(約2.35億港
元)加強員工培訓，包括在俄亥俄州成立佔地近
4萬平方米的培訓中心。 ■綜合報道

沃爾瑪資助員工 日付1美元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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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年齡歧視 薪酬待遇不復從前

隨着企業趨向自動化及數據化隨着企業趨向自動化及數據化，，全球多地不少全球多地不少

職位逐漸被機器取代職位逐漸被機器取代，，不少僱員卻因技術斷層不少僱員卻因技術斷層，，

無法適應新工種無法適應新工種，，被迫加入失業大軍被迫加入失業大軍，，當中尤以當中尤以

未屆退休年齡的中老年人士受影響最大未屆退休年齡的中老年人士受影響最大。。不少地不少地

區近年都開始協助這些群體再就業區近年都開始協助這些群體再就業，，例如香港再例如香港再

培訓局最近便推出專門協助培訓局最近便推出專門協助「「後後5050」」((即即5050歲或歲或

以上以上))人士再就業的免費課程人士再就業的免費課程。。美國政府和企業美國政府和企業

亦重視這個問題亦重視這個問題，，推出類似中老年再培訓計劃推出類似中老年再培訓計劃，，

然而過程中面臨很多挑戰然而過程中面臨很多挑戰，，不少女性和中老年勞不少女性和中老年勞

工都認為工都認為，，再培訓雖有助他們求職再培訓雖有助他們求職，，新工作的收新工作的收

入卻始終無法與以往相比入卻始終無法與以往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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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5%職位邁自動化 非技術員工需接受再培訓
人工智能(AI)發展日漸成熟，令全球近乎各行各
業均掀起「AI革命」，亞洲各行業職位亦面對嚴
重衝擊，未來或有多達1/8的職位被AI取代。要
適應AI時代，專家鼓勵企業重新培訓非技術員
工，例如培養成為消費者與數據科學家之間的溝
通橋樑，學校亦應早作準備，開始裝備年輕人於

AI時代發展。

亞洲1/8職位或被取代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近期發表的報告顯示，AI

或會在2024年前，影響亞洲1/5職位，多達整體
1/8的職位或會被取代。經濟愈發達的地區影響愈
大，例如日本估計將有17%職位自動化，香港有
15%，韓國亦有14%。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編輯貝蒂解釋，報告反映

亞洲許多行業會迅速邁向自動化，導致

職位流失，發達經濟體相信會採用再培訓或員工重
新配置等方式應對，發展中市場則必須作出更多系
統性的規劃，強調「目前所剩時間已經不多」。

企業需培育數據科學家
跨國顧問公司麥肯錫合夥人兼泰國首席分析師塞

普認為，企業數碼化是大勢所趨，涉及數據科學範
疇的企業，必須為員工適應未來工作作好準備，需
要訓練更多數據科學家，確保在

AI時代有充足人才，同時應培訓非技術員工，成為
客戶與數據科學家之間的溝通橋樑，能將消費者的
要求和資訊，準確傳達給數據科學家和技術員。
泰國人工智能協會主席他那魯亦稱，未來職場要

求員工具備解難能力、批判性思考及創意，以追上
新科技及新工作方式的腳步，故需要從求學階段
開始裝備年輕人。 ■綜合報道

企業自動化已是全球大勢所趨，非技
術職位難免被機器取代，許多企業管理
層的傳統觀念，認為技術水平較低的員
工會抗拒或不適應新技術。然而美國哈
佛商學院於全球多國的調查發現，其實
不少僱員非常渴望學習新技術，樂於接
受再培訓，但礙於不清楚需學習哪些新
技術、對培訓途徑所知不多，又或未能
負擔再培訓的費用，令他們無法學習，
負責調查的學者呼籲各企業積極提供協
助，讓員工學習新技術，幫助公司發展
及轉型。

哈佛商學院教授富勒的團隊，早前於
11個國家訪問1.1萬名中等技術職位的僱
員，他們的收入均低於國內中位數，另
外亦訪問了6,500名企業管理層人員，涵
蓋不同規模及行業的公司。富勒解釋，
此類員工通常是最受自動化威脅的階
層，在整體職場環境改變下，其職位容
易被新技術取代。外界普遍有一種觀
念，就是這類員工不願接受新科技及與
時並進，因此面臨裁員危機，但調查發
現，事實上他們均抱有樂觀心態，樂於
接受引入新科技，更渴望接受再培訓。

然而即使僱員願意再培訓，仍有兩大
因素阻礙他們取得相關資源。其一是缺
乏相關知識，例如不知道未來職場需要
哪些新技能，或有哪些接受培訓的途
徑。此外是經濟問題，僱員普遍積蓄不
多，難以輕易放棄現時的工作或收入，
來參加培訓課程。

跨行業問題 政府需政策配合
富勒直言，不少國家

支援在職人士
進修的

配套均無法發揮實效，再培訓並非單一
企業的問題，而是整個行業均需考慮的
議題，故政府需推出相關政策配合。富
勒亦建議僱主小心檢視企業內的人力資
源數據，透過不同員工的工作表現，決
定將培訓資源投資在哪些僱員身上，同
時在退休年齡普遍延遲下，年紀較大的
僱員亦有再培訓的價值。

■綜合報道

低技術工人「不守舊」支援不足礙轉型

■沃爾瑪資助員工修讀商科或供應鏈管理課程，冀他們學有所成後可提
高工作熱誠。

■■學寫程式可能是回報最高的學寫程式可能是回報最高的
再培訓類型再培訓類型。。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
全球接近100萬名勞工可能在自動

化浪潮下失去工作，情況在礦業、建造
業和化工行業等最嚴重，估計僱員需時
約一年再培訓。埃森哲諮詢公司(Accen-
ture)調查亦發現，多達54%銀行業高層
人員認同，業內出現技術錯配。

美額外補貼「後50」進修
美國政府現時按照貿易調整援助法案

(TAA)，向受產業遷移影響的失業人士，
提供再培訓課程，參加者每年可獲最多1

萬美元(約7.84萬港元)補助，年齡大於50
歲者更可獲額外補貼。然而不少曾參加
再培訓計劃的中年勞工反映，即使他們
重返校園學習新知識，也往往難以追上
課程進度，畢業後的收入亦無法與過去
看齊。
女性同樣面對再培訓難題，顧問公司

麥肯錫前日發表的報告指出，全球多達
1.6億名女性勞工需在2030年以前接受再
培訓，以轉型從事較高技術的工種，但
女性需兼顧家務勞動等其他事務，使她
們接受培訓的機會較男性少。麥肯錫公

司高級研究員埃林格魯德形容，女性與
男性同樣面對自動化的挑戰，但女性追
上技術差距的難度遠較男性大。

讀畢副學士反要減薪
56歲的莫克比是其中一個個案，她昔

日在美國肯塔基州一間汽車零件廠工
作，工廠2013年遷到墨西哥後，莫克比
修讀機械電子學副學士課程，但無助她
覓得收入相當的工作。莫克比目前在另
一間工廠組裝零件，時薪較昔日少10美
元(約78.4港元)。

波士頓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謝爾指
出，目前美國不少新增職位學歷要求只是
高中或以下，40歲以上勞工即使再進
修，也難以真正轉行，一旦失去本來的技
術工作，便只能從事快餐等低收入工種。
倫敦商學院管理實踐教授格拉頓表

示，男性和女性分別於45歲和40歲時，
便會開始遇上職場年齡歧視，難再獲擢
升或再培訓。求職網站Jobcase資料顯
示，不少退休人士重新求職時，已自動
放棄經理級職位，只集中尋找洗衣或侍
應等工作。 ■綜合報道

■■不少不少「「後後5050」」人士再培訓後即使能夠重返職場人士再培訓後即使能夠重返職場，，薪酬也難比當年薪酬也難比當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