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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研對策紓緩勞工結構性短缺 

 雲桂推金改促內陸成開放前沿 

 世貿達成首份全球性貿易協定 

 貿發局料今年本港出口升 5.5% 

1. 港研對策紓緩勞工結構性短缺 

特區政府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提到，應在不損及本地工人利益的前提下，考慮更

有效的輸入勞工機制，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分析 

社會對輸入外勞的討論升溫，背後的一個原因是近期本港整體勞工市場趨緊，不少行業疾呼

「請人難」。根據統計處的資料，儘管整體勞動人口已由 2010 年的 363 萬增加至目前的 387

萬，新增約 24萬人；但仍未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全港的職位空缺由 2010 年中的 4.5 萬個躍

升至去年第三季的 7.8 萬個。另一方面，過去兩年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卻保持在 3.3%

左右的低水平，甚至已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期本港勞動力市場的

趨緊狀況並非完全是周期性現象，而是有著結構性的原因；特別是零售、餐飲、社會服務、

地產相關行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近年增長較顯著，令低技術勞動力供不應求。政府還預計，

香港勞動人口在 2018 年達到頂峰之後，將掉頭逐漸下降；而隨著人口老化加劇，安老院舍、

護理、社會服務等相關行業的人力缺口將來或會更趨嚴峻。不少亞洲地區都採用較寬鬆的輸

入外勞政策；2012 年底，新加坡和澳門輸入的低技術工人(不含外籍家庭傭工)分別達 88.5

萬和 8.7 萬人，佔整體勞動人口比重分別為 28%及 26%；反觀香港，2012 年透過補充勞工計

劃輸入的外勞只有寥寥可數的 2,415 人，佔總勞動人口 0.1%。看來，重新審視香港的輸入勞

工政策正其時也，具有現實迫切性和長遠的策略性意義；社會各界正好可以利用此次檢討人

口政策的機會，開實事求是地展開討論，為解決香港短、中、長期的勞動力供應問題集思廣

益，探求切實可行的路向。 

2. 雲桂推金改促內陸成開放前沿 

國務院批准雲南、廣西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由央行聯合多部委發佈「雲南省、廣

西壯族自治區建設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為首份跨省的區域金改方案。 

短評 

沿邊金改試驗區包括雲南四市五州和廣西六市，是國內目前面積最大、人口最多、邊境和海

岸線最長、面向國家最多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作為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的重要門

戶，雲桂兩省與毗鄰的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具有長期而日益蓬勃的邊貿關係，催生了跨境金融

的需求。廣西自 2010 年 6月起獲准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截至 2013 年 9 月底的結算金

額已達 1,805 億元人民幣，居西部各省首位；雲南的跨境人民幣業務自 2010 年 7 月啟動，

結算金額截至去年 7 月底亦已突破千億，在沿邊省份中位列第三。此次沿邊金改的方案中提

出了簡化跨境支付、探索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等舉措，均可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降

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及匯率風險；亦有助於吸引東南亞企業到雲桂進行跨國採購或大宗併購，

帶動中國與東盟及南亞國家之間的貿易、技術和資訊等多方面的合作交流，推進新「海上絲

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同時，透過沿邊金改，可加速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創新和擴大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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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使用；對個人人民幣結算以及拓展人民幣回流機制等的試點探索，亦有助於推動人民幣

的國際化進程。雲桂這次挑起「先行先試」的擔子，令沿邊內陸地區首次成為「開放前沿」，

反映中央在進行改革和開放的「頂層設計」時，已更著眼於東西部的平衡發展。 

3. 世貿達成首份全球性貿易協定 

世界貿易組織第九次部長級會議上，各方達成了世貿組織成立以來的首份多邊貿易協定。 

短評 

「多哈發展回合」於 2001 年啓動，旨在促進貿易自由化，並透過優化貿易環境促進全球尤

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迄今層次最高、參與方最多、涉及領域最廣的多邊貿易談判。

由於所有協議須獲得世貿 159 個成員的一致同意方可生效，各國利益的差異性致使談判一直

舉步維艱。此次達成的「峇里協議」實為「多哈回合」的一部分，其內容包括簡化海關及口

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

等。其中，關於貿易便利化的決議有利於提高通關速度和效率，減少非關稅壁壘。中國商務

部官員援引國際機構的測算表示，「峇里協議」的實施將為全球貿易增添每年近 1 萬億美元

的收益，創造 2,100 萬個就業崗位，可使發展中國家出口每年增長 14%，發達國家增長約

10%；而中國的貿易成本將因此降低 13.2%，預料出口額可每年增長近 2,800 億美元。香港

是國際貿易中心和中國內地最重要的轉口港；正如財政司長曾俊華所指出，除了進出口貿易

和物流業直接受惠以外，一般企業亦得以節省通關成本。「峇里協定」稱得上是「零的突破」，

有助於世貿這個全球多邊貿易的平台在當今雙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蓬勃興起的熱潮中免於

被邊緣化；但要完成「多哈回合」的所有談判，仍然任重道遠。 

4. 貿發局料今年本港出口升 5.5% 

香港2013年首9個月出口表現較為疲弱，比2012年同期增長3.2%。香港貿發局早前發表《2014

年香港出口展望》，分析今年香港出口前景和面臨的挑戰。以下是報告的要點摘要： 

 預料2014年全球貿易環境有所改善，香港的出口貨值可望增長5.5%，出口貨量增長

3.5%。需求轉強及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帶來的價格上調壓力，亦有助於本港出口。但發達

國家尤其是歐美的政府財政問題仍懸而未決，美國收緊量寬可能會影響國際資金流向；

加上貿易保護主義升級以及中日、中東和北非的地緣政治緊張，這些不明朗因素均有可

能令香港出口前景添上陰霾。 

 隨著主要發達經濟以較穩定步伐擴展，傳統出口市場會逐步回升。但消費者仍看重物有

所值，當地進口、零售商對訂貨量、交貨期及訂價仍然審慎，採購活動亦會進一步由內

地分散至亞洲其他低成本地方。 

 新興經濟體大致會有較佳表現。除拓展內地市場的豐厚商機外，香港公司可考慮印尼等

亞洲國家的新興消費品市場；作為低成本生產基地冒起的緬甸及柬埔寨、資源豐富的拉

美國家、以及財政狀況較佳的歐洲新興經濟體如土耳其等，亦值得留意。 

 從行業看，電子產品出口將在海外需求的推動下穩定增長，新穎的電子潮流產品成為許

多消費者的必需品，但影音及家電則面臨激烈競爭；市場對款式較華麗的服裝需求漸

增，但大部分消費者仍追求簡約及物有所值，基本實用的產品繼續受歡迎；高科技玩具、

電子遊戲的需求持續上升，傳統玩具銷路亦會擴大，惟速度放緩；較高檔的鐘錶銷路漸

佳，但價格較低尤其是時款手表的銷路亦將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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