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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紡織及製衣業人力發展計劃  
 
 

引言  
 
 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

議，行政長官指令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無限期擱置

「紡織及製衣業人力發展計劃」（發展計劃）。僱主其後

若有需要輸入紡織及製衣業技術工人，可按照發展計劃推

出前的做法，即透過「補充勞工計劃」作出申請。  
 
理據  
 
2.  美國及歐洲聯盟（歐盟）在二零零五年對內地製造

的多類紡織及成衣產品實施配額限制後，一些本港廠商有

見於香港同類產品不受類似的數額限制，表示打算把他們

在內地的部分或全部工序遷回香港，或擴充在港的生產

線。不過，業界認為把工序遷回香港或擴充本地生產線所

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在港難以招聘足夠的技術工人。  
 
3 .  有鑑於此，政府在二零零六年年初推出發展計劃，

旨在為業界提供足夠的技術工人，以便主要的生產工序能

夠在港進行，令產品符合以香港為原產地的規定。而經確

認本港欠缺的四類技術工人分別為平車車工、特種衣車車

工、針織機織工及縫盤工。  
 
4 .  不過，自發展計劃在二零零六年年初推出後，國際

貿易環境和紡織業市場出現急劇變化。隨著內地分別與美

國及歐盟就內地紡織及成衣出口配額達成協議，歐盟在二

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將有關配額逐漸增加，而美國在二零

零六至二零零八年亦同樣增加有關配額。繼內地與歐盟進

行雙邊諮詢後，內地紡織及成衣產品輸往歐盟的數額限制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取消，而其後的聯合監察措施則於二零

零九年一月取消。美國對內地出口紡織及成衣產品的數額

限制亦已在二零零九年一月屆滿。此國際紡織及成衣貿易

的重要發展，削弱了香港，相對於內地而言，不受市場限

制把紡織及成衣產品輸往其他國家的優勢。  
 
5 .  上述發展引致本港的紡織及製衣業機構、僱員及職

位空缺數目在過去數年皆持續萎縮。與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相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數字全面下跌：紡織及製衣業

機構數目減至 2 243 間，減幅為 11.2%；僱員數目減至 27 
710 人，減幅為 34.0%；而職位空缺數目則減至 61 個，減
幅為 91.8%。  
 
6 .  鑑於上文第 4 及第 5 段載述的情況，本港紡織及製
衣業僱主對技術工人並無出現預期的大量及迫切人手需

求，故導致業界對發展計劃的反應並不熱烈。  
 
7 .  截至二零零八年年底，勞工處共收到 38 名僱主提交
52 宗根據發展計劃輸入紡織及製衣業技術工人的申請，其
中 13 宗由僱主撤回，主要是在提交申請後僱主的人力需
求縮減。因此，勞工處只處理 39 宗申請，批准 171 名輸
入勞工名額。由於人力需求下降，有關僱主透過發展計劃

實際上只輸入了 117 名工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
只有 71 名此類輸入勞工受僱於 11 名僱主仍在港工作。  
 
8.  發展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本地勞工的供應，以

及為本地求職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此，有意透過發展

計劃輸入工人的僱主必須進行本地招聘程序，讓本地求職

者可以優先填補職位空缺。不過，儘管有關方面多番努

力，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本地的紡織及製衣業僱主

透過發展計劃僅聘請共 57 名本地工人。  
 
9 .  基於上述的發展情況，需要繼續推行為照顧紡織及

製衣業而設的個別行業的人力發展計劃，似乎有欠理據。

事實上，除發展計劃指定的四個工種外（見上文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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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紡織及製衣業亦可透過「補充勞工計劃」1申請輸入

勞工，方法跟申請輸入其他工種的勞工相同。所有申請會

經過相同的審批程序，並由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監

察。在擱置發展計劃後，我們只須恢復採用行之有效的「補

充勞工計劃」即可。  
 
生效日期  
 
10 .  有鑑於本港紡織及製衣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不大，

政府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擱置發展計劃。  
 
建議的影響  
 
建議對經濟、財政、公務員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11 .  建議對經濟、財政、公務員及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 
 
建議對《基本法》、人權、生產力及環境的影響  
 
12.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

對生產力或環境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3 .  我們在二零零五年成立了一個由四方代表組成的紡

織及製衣業人力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勞顧會、紡織及成

衣製造商、該行業的職工會、培訓機構及相關政府決策局

／部門的代表，以監察業內的人力供應是否足夠，以及彈

性輸入技術勞工的措施在解決業內人手不足方面的成效。 
 
                                                 
1「補充勞工計劃」於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開始推行。該計劃按兩項主

要原則實施，即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以及容許那些確實難以在本

地聘得合適人手的僱主，輸入屬技術員級別或以下的勞工以填補職位

空缺。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的勞工，須獲發不低於相同／同類

職位的中位工資。僱主在強制性的本地招聘程序期間就同一職位所聘

請的本地工人，其工資亦須不低於上述中位工資。這項計劃適用於所

有行業，且不設名額上限，而所有申請均按個別情況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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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該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及十二月舉行會議，因

應當前國際貿易環境及紡織業巿場的情況，審研發展計劃

的最新統計數字及成效。各委員認為發展計劃的任務已告

完成。經徹底商議後，委員一致認為「補充勞工計劃」已

能充分滿足紡織及製衣業僱主對技術勞工的需求，而發展

計劃應無限期擱置，但保留彈性以便日後如有需要時可再

啟動發展計劃。  
 
宣傳安排  
 
15 .  我們會發出通函通知相關的持份者（包括紡織及製

衣業僱主、僱主組織及職工會）擱置發展計劃，以及恢復

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紡織及製衣業四類技術工人。

我們亦會發出有關的新聞稿。  
 
背景  
 
16 .  發展計劃包括兩個主要元素：  
 

(a )  在製衣業訓練局之下成立一個招聘及培訓中心，負
責積極招聘及提供有組織的培訓措施，以吸引本地

工人加入／重投該行業；以及  
 
(b)  在「補充勞工計劃」下引入彈性措施輸入技術工

人，以紓緩即時的人手短缺情況，並為本地工人創

造就業機會。彈性措施的重點包括聘用本地工人與

輸入勞工的固定比例須介乎 1:1 與 1:4 之間。有關
僱 主 亦 須 給 予 從 事 四 個 工 種 的 本 地 工 人 基 本 收

入。彈性措施受勞顧會全面監察。  
 
17 .  在發展計劃下，製衣業訓練局獲委託成立及管理招

聘及培訓中心。勞工處在二零零六年一月從既有資源一次

過撥款 250 萬元資助成立該中心。該中心共舉辦 27 個再
培訓課程，畢業學員達 356 人。此外，中心亦為有意投身
紡織及製衣業的本地工人進行技能測試，以評估他們的技

術水平。至今共有 513 名技術工人通過技能測試。中心會
為再培訓畢業學員及技術工人提供就業服務。不過，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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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只有少量的紡織及製衣業職位空缺，導致再培訓畢

業學員的就業率偏低，所以中心自二零零七年四月起已停

止為發展計劃開辦再培訓課程。該中心至今共用了 160 萬
元，有關餘款將會歸還政府。  
 
18 .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在全數 869 名再培訓畢
業學員／技術工人中，中心曾轉介 100 人入職紡織及製衣
業的工作，而 414 人則從事其他工作。  
 
查詢  
 
19 .  有關本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勞工處助理處長

（政策支援及策略規劃）方毅先生（電話： 2852 3633）聯
絡。  
 
 
 
 
勞工及福利局  
二零零九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