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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並 
按經濟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摘要 

 
政府統計處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編製了一份按經濟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把

按行業 的勞工需求更新至二零零七年。對上一次是以一九九九年為基期，推算二零零五

年的需求。 

2. 本處根據一九八六年至二零零一年十六年間的統計數列，分別將 40 個行業組別配
以合適的統計模型，研究其基本趨勢，設定推算假設，並綜合了 70間主要機構單位（包
括行業翹楚、行業組織、商會、公共機構、著名學者、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的專家意見，

得出各個行業組別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間的平均每年增長率。然後再把這些推算

增長率應用於二零零一年的基期數字上，從而得出二零零七年按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 
 
推算結果  

3. 人力需求涵蓋所有就業居港人口，外籍家庭傭工並不包括在內。根據預測，整體人
力需求在中期將會持續增長，由二零零一年的三百零三萬增加至二零零七年的三百二十

二萬，平均每年增長率達 1.0%。這較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一年扣除外籍家庭傭工後總就
業人數實際按年 0.7%1的升幅高，但卻低於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六年相應 1.2%2的升幅。

總就業人數因亞洲區內爆發金融風暴，在一九九八年及一九九九年下調，在二零零零年

及二零零一年反彈後，二零零二年再次下跌。值得注意的是，就業人數在過去十年的實

際增長受到勞工供應所局限 3。而在人力需求推算中，是沒有為勞工供應設上限的。 
 
 
 
 
 

                                                 
1 根據二零零零年八月起已採用的「居住人口」方法計算。修訂數字追溯至一九九六年。 
 
2 根據「廣義時點人口」而並非現時採用的「居住人口」方法計算。 
 
3 實際就業人數，不單取決於勞工需求，亦受制於勞工供應的數量、組合和勞工期望的報酬是否能夠相應

配合。這次推算工作是基於未來人力需求不受人力供應限制的假設，以便能充分評估人力資源差額或錯

配的情況。在沒有設定勞工供應的限制情況下，人力需求在推算期內的增長，或會較以往錄得的實際就

業人數增長率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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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濟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情況  

 
 
經濟產業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年與二零零一年

比較的變動情況

       平均每年

      變動 增長率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率   (%)  
        
第一產業      

農業及漁業  11 000 (0.4) 8 400 ( 0.3 ) - 2 600 -23.4 -4.3 

第二產業      

採礦及採石業    200 (*)   100 (*) - 100 -60.2 -14.2 

製造業  212 500 (7.0) 151 200 (4.7) - 61 300 -28.9 -5.5 

電力、燃氣及 
 水務業 

 13 600 (0.4) 12 600 (0.4) - 1 000 -7.2 -1.2 

建造業  298 500 (9.9) 307 600 (9.5) 9 100 3.0 0.5 

第三產業      

批發、零售、進出

口貿易、飲食及

酒店業 

 1 049 600 (34.6) 1 084 300 (33.6) 34 600 3.3 0.5 

進出口貿易業  518 800 (17.1) 529 200 (16.4) 10 400 2.0 0.3 

批發及零售業  303 200 (10.0) 311 600 (9.7) 8 400 2.8 0.5 

飲食及酒店業  227 600 (7.5) 243 500 (7.6) 15 900 7.0 1.1 

運輸、倉庫及 
 通訊業 

 362 400 (12.0) 417 100 (12.9) 54 700 15.1 2.4 

金融、保險、地產

及商用服務業 
 489 900 (16.2) 585 500 (18.2) 95 500 19.5 3.0 

社區、社會及 
 個人服務業 # 

 591 600 (19.5) 655 900 (20.4) 64 300 10.9 1.7 

所有經濟產業 #  3 029 400 (100.0) 3 222 700 (100.0) 193 300 6.4 1.0 

註釋： (#)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 少於 0.05%。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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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按經濟行業劃分的實際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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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轉變  

4. 隨著本地經濟結構持續轉型，服務和相關的經濟活動日益頻繁，第三產業將進一步
擴展，成為總人力需求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 

5. 按經濟產業分析，第三產業（包括各服務行業）將成為中期人力需求增長的主要來
源。其所佔總人力需求的百分比，將由二零零一年的 82%，進一步上升至二零零七年的
85%。 

6. 另一方面，第二產業佔總人力需求的百分比將持續下降，預期由二零零一年的
17%，下降至二零零七年的 15% 。這主要是由於同期「製造業」所佔總人力需求的百分

比進一步下跌，由 7% 縮減至 5% 。然而，同期「建造業」所佔的百分比則將會保持穩

定於 10% 左右。 

7. 第一產業佔總人力需求的百分比，由現在至二零零七年將一直維持少於 1%。 
 
按經濟行業分析  

8. 主要產業內個別經濟行業的增長模式各有不同，現略述如下： 

 服務業內的「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在中期人力需求佔最大比例，推算在

二零零七年共有 655 900 人，隨後的是「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為
585 500人，「進出口貿易業」為 529 200人，以及「運輸、倉庫及通訊業」為 417 100
人。這些服務行業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間的人力需求均會增加。 

 至於非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只有「建造業」在二零零七年有所增加。而「製造

業」、「電力、燃氣及水務業」、「農業及漁業」和「採礦及採石業」均見減少。 

 按增長率計算，「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將會是人力需求增長最快的

行業，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預計平均每年的增長率高達 3.0%。主
要原因如下： 

 本地保險市場的大幅增長，而當中的人壽保險業尚未飽和，仍有較大的增長

空間。雖然以往達雙位數字的按年增長率或未能持續，但推算「保險業」的

增長仍會顯著； 

 「地產業」的人力需求增長是歸因於對高質素樓宇管理服務的需求上升，及

因應大量私人住宅快將落成而需增加人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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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服務業」的擴展來自資訊科技外判服務的普及化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的影響。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是另一個具備良好增長潛力的服務業，預計在二零零

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的人力需求，將以平均每年 2.4% 的幅度增長。主要因為： 

 香港進一步發展成為區內的物流中心，特別是航空貨運業方面； 

 持續的科技發展為「電訊及互聯網服務業」帶來新的商機；及 

 速遞或郵件運送服務的需求上升。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人力需求，預計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

間，平均每年的增幅為 1.7%。儘管「公共行政」的人力需求下降，但預計下列
行業的人力需求將會有所增長：  

 「醫療服務業」及「其他社區及社會服務業」（特別在安老院方面）的人力

需求將會增加，以應付人口增長及老化； 

 「教育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將會增加，以配合政府為百分之六十的高中畢

業生提供專上教育的目標，以及發展一個知識型的經濟體系； 

 「體育、文化及康樂服務業」的人力需求增加，由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

幕及來自中國內地旅客的持續上升；及 

 「清潔服務業」及「理髮及美容服務業」的需求亦將會有所增長。 

 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預期「進出口貿易業」的人力需求將有輕微

增長，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為 0.3%。 

 訪港旅客數目增加將有利於「批發及零售業」和「飲食及酒店業」，當中來自內

地旅客的增幅最為顯著。 

 預計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建造業」的人力需求，平均每年的增幅

為 0.5%。大型的基礎建設項目，以及對現有樓宇的翻新和維修的高度關注將需
要更多人手。 

 相反，「製造業」的人力需求將持續收縮。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期間，平

均每年的跌幅達 5.5%，主要原因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完全解除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配額限制，將鼓勵「紡織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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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裝製品業」進一步轉移生產設備到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投資環境的改善，包括大量熟練工人及技術員，以及改善的基建設

施；及 

 來自鄰近多個低成本生產基地的激烈競爭。 

 儘管眾多製造行業的人力需求都會減少，但「食品、飲品及煙草製造業」的人

力需求，預計在二零零七年較二零零一年增加約 2 800人。 

 「農業及漁業」、「採礦及採石業」和「電力、燃氣及水務業」，均為就業人數相

對較少的行業。因此，雖然預期於二零零七年有關行業的人力需求將會減少，

但減少的數目不會太大，合共僅約 3 700人。 

 
增長重點 

9. 綜合所有經濟行業計算，預計二零零一年與二零零七年的總人力需求增加 193 300人或
6.4%。按人數計算，增長顯著的行業包括「商用服務業」（+49 100）、「非中式餐館」
（+25 700）及「建造業─地盤工人除外（包括現有建築物的清拆及現有樓宇的翻新與裝飾）」
（+24 600）。按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七年增長率計算，表現較佳為「保險業」（+41.1%）、「通
訊業（電訊業除外）」（+40.3%）及「清潔服務業」（+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