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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貿易及 物流業人力資源推算

引言

本 報告 為《 二零 零 七年 人力 資源 推算 》 主報 告的 補充 部分 ， 就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人 力 需 求 推 算 提 供 更 詳 盡 的 資 料 。 為

方便 比 較 及 參 照 ， 形 式 與 主 報 告 大致 相 若 ， 包 括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主 要 特

點 和 發 展 情 況 概 覽 、 人 力 需 求 定 量 推 算 ， 以 及 有 關 僱 主 與 僱 員 對 統 計

調查所作回應的摘 要。

貿易及物流業的主 要特色

2 . 貿 易及 物流 業由 五 個主 要分 支行 業組 成 ， 亦 即進出口 貿易 、 批

發 、 貨 運 、 倉 庫 ， 以 及 雜 項 通 訊 。 這 些 分 支 行 業 均 以 中 小 型 企 業 為

主 ， 即 每 家 企 業 的 僱 員 少 於 50 人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 中 小 型 企 業 合

計 ， 佔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業 務 收 益 總 額 的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它 們 亦 同 時 佔 整

個 行 業 就 業 人 數 的 79 %， 遠 高 於 在 本 地 經 濟 中 5 9%的 相 應 比 例 。 因

此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 貿 易 及 物 流 機 構 的 平 均 就 業 人 數 為 五 名 ， 少 於 本

地 經 濟 所 有 商 業 機 構 的 平 均 數 八 名 。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所涉 及 的 資 本 投 資

額 通 常 不 會 很 大 ， 而 事 實 上 市 場 的 進 出 並 無 限 制 。 故 此 ， 一 直 以 來 業

務經營者之間的競 爭十分激烈。

3 . 在 貿易 及物 流業 當 中， 進出 口貿 易是 連 繫各 分支 行業 的重 要 環

節 。 面 對 市 場 上 日 益 加 劇 的 競 爭 ， 多 年 來 許 多 進 出 口 企 業 均 致 力 提 升

其 業 務 的 增 值 能 力 。 引 入 包 括 設 計 與 製 作 樣 本 等 的 新 服 務 ， 以 及 協 助

物 色 並 安 排 合 適 的 生 產 活 動 ， 是 其 中 一 些 例 子 。 部 分 經 營 者 甚 至 向 製

造 商 提 供 信 貸 融 資 、 就 生 產 程 序 提 供 建 議 和 意 見 ， 以 及 參 與 產 品 的 視

察 和 品 質 控 制 。 因 此 ， 有 關 企 業 已 逐 漸 向 上 游 轉 移 ， 更 積 極 地 參 與 產

品 的 製 造 ， 以 切 合 客 戶 的 特 定 要 求 ， 而 不 再 像 過 往 一 樣 ，只搜 羅 現 有

製 成 品 來 滿 足 客 戶 需 要 。 此 外 ， 這 些 企 業 亦 致 力 進 一 步 加 強 其 下 游 的

分 流 系 統 ， 以 改 善 效 率 、 可 靠 性 和 回 應 時 間 ， 從 而 配 合 國 際 貿 易 領 域

內供應鍊和電子商 貿的最新發展趨勢。

發展趨勢

4 . 過 去多 年， 貿易 及 物流 業不 斷蓬 勃發 展 ，一 九八 六至 二零 零 一

年間，其淨產值或 增值額勁升，以貨幣計算平均每年增加 1 3 %。 儘 管

如 此 ， 受 到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的 衝 擊 ， 近 期 增 長 步 伐 似 已 略 見 放 緩 。 另 一

原 因 是 愈 來 愈 多 在 中 國 內 地 (內 地 )製 造 的 貨 物 由 當 地 港 口 直 接 付 運 ，

以 致 貿 易 結 構 持 續 由 轉 口 向 離 岸 貿 易 轉 移 。 結 果 ，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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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產總值中的增 值額比重，由一九八六年的 1 7%增 至 一九九六年的

2 4 %後，於二零零 一年僅微升至 26 % (附 件 1 )。

5 . 一 九九 一至 二零 零 一年 間， 貿易 及物 流 業的 就業 人數 平均 每 年

增 加 3 %， 升 幅 完 全 於 前 半 段 期 間 出 現 ， 抵 銷 了 後 半 段 的 跌 幅 有 餘 。

二 零 零 一 年 ，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的 整 體 就 業 人 數 達 7 95  3 00， 佔 本 地 整 體

就業人數的 26 % (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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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貿易及物流業的增值額及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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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按 組成 行業 分析 ， 雜項 通訊 服務 業、 進 出口 貿易 業及 貨運 業 的

增 值 額 增 長 最 快 ， 以 貨 幣 計 算 一 九 八 六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間 平 均 每 年 分 別

增加 15 %、 13 %及 13 %。批發業及倉庫業的相應增長率較慢，分別為

8 %及 5 %。 按 本 地 生 產總 值 中 增 值 額比 重 排 列 ， 進 出 口 貿 易 是 最 大 的

分 支 行 業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佔 78 %。 其 後 依 次 為 貨 運 業 ( 16 % )、 批 發 業

( 5 % )、雜項通訊服 務業 (2 % )， 以及倉庫業 (低 於 1 %)。

7 . 至 於 個 別 分 支 行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 模 式 大 致 相 若 。 按 增 長 率 分

析 ， 雜 項 通 訊 服 務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於 一 九 九 一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間 錄 得 最 大

增幅，平均每年上 升 10%。其後依次是進出口貿易業及貨運業，增長

率分別為 4 %及 3 %。 倉庫業的相應增長率較慢，僅為 1 %， 而 批 發業

則 幾 乎 毫 無 增 長 。 以 就 業 人 數 計 算 ， 進 出 口 貿 易 所 佔 的 比 例 最 大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達 65 %， 遠 遠 超 逾 貨 運 業 ( 22 % )、 批 發 業 ( 9% )、 雜 項 通 訊

服務業 (3 % )，以及 倉庫業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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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貿易及物流業按組成部份劃分的增值額及就業人數

二零零一年的增值額： 二零零一年的就業人數：

物流業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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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8 . 香港的出口貿易在 過去持續轉型，情況如下：

 內 地 自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起 ， 實 施 經 濟 改 革 及 開 放 政 策 ，

為 香 港 製 造 商 及 貿 易 公 司 帶 來 龐 大 商 機 。 受 內 地 充 裕 而 低

廉 的 勞 工 及 土 地 資 源 所 吸 引 ， 香 港 製 造 商 把 大 部 分 勞 工 密

集 的 生 產 工 序 遷 往 內 地 進 行 ， 但 製 成 品 及 所 需 生 產 物 料 ，

大 多 仍 經 香 港 付 運 ， 因 而 促 使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商 品 貿 易

迅 速 發 展 ， 尤 以 轉 口 貿 易 為 然 。 轉 口 在 整 體 出 口 貨 物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 遂 由 一 九 八 七 年 的 4 8 %躍 升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的

9 2 % (附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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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2002

圖 3：整體出口貨物

港產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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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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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港產品出口
1,309 億元
(8.4%)

轉口
14,296 億元
(91.6%)

 然 而 ， 貿 易 結 構 在 近 年 進 一 步 轉 向 離 岸 貿 易 。 部 分 原 因 是

內 地 清 關 程 序 大 為 精 簡 及 港 口 設 施 有 所 改 善 ， 以 致 愈 來 愈

多 在 內 地 生 產 的 貨 物 直 接 經 由 當 地 港 口 ， 而 非 間 接 取 道 香

港 付 運 。 在 此 情 況 下 ，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間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服 務 輸 出 ( 主 要 為 離 岸 貿 易 ( 1 ) ) 平 均 每 年 實 質 增 加

1 3 %， 遠 遠 超 過 整 體 出 口 貨 物 4%的 升 幅 。 結 果 ， 其 間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服 務 輸 出 在 整 體 服 務 輸 出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 由

2 5 %顯著上升至 33 %。

 按 主 要 市 場 分 析 ， 內 地 自 一 九 八 八 年 起 已 超 越 美 國 ， 成 為

本 港 整 體 出 口 貨 物 的 最 大 市 場 。 輸 往 內 地 的 出 口 貨 物 在 一

九八七年佔整體出 口貨物的 23 %， 比 例於二零零二年顯著

上升至 39 %。相反 ，美國所佔的比重則有所下降，由一九

八七年的 28 %跌至 二零零二年的 21 %。 此 外，整個亞太區

                                                

( 1 ) 就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而 言 ， 除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服 務 外 ， 服 務 輸 出 還 包 括 運 輸

服 務 、 旅 遊 服 務 、 金 融 服 務 、 保 險 服 務 等 其 他 組 成 部 分 。

至 於 與 貿 易 有 關 的 服 務 輸 出 ， 並 非 所 有 服 務 均 與 香 港 製 造 商 的 產 品 有

關 。 當 中 可 能 涉 及 購 入 貨 物 後 轉 售 圖 利 的 商 品 服 務 ， 亦 可 能 涉 及 藉 安

排 特 定 交 易 而 從 中 賺 取 佣 金 的 商 貿 服 務 。

與 離 岸 貿 易 有 關 的 付 運 服 務 所 帶 來 的 淨 收 益 ， 會 列 入 服 務 輸 出 ， 而 非

出 口 貨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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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二年佔整 體出口貨物幾近 60 %， 反映區內貿易愈

趨重要 (附件 4 )。

1987 2002

圖 4：按主要市場劃分的整體出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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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億元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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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億元
(17.3%)

日本
19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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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120 億元
(3.2%)

其他國家
880 億元
(23.3%)

中國內地
6,130 億元
(39.3%)

美國
3,330 億元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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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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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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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億元
(2.2%)

其他國家
2,890 億元
(18.5%)

 全 球 而 言 ， 以 國 際 貨 運 量 計 算 ， 香 港 繼 續 擁 有 世 界 最 繁 忙

的貨櫃港及機場。 二零零二年，香港共處理約 1  9 00 萬 個

標準貨櫃單位 (相 等於 20 呎長貨櫃 )， 以及 2 50 萬 噸空 運

貨物。目前，每星 期約有 70 家航空 公司提供 4  1 00 班 定

期航機來往香港及 全球 13 0 個目的地。 此 外，本港每周均

安排 37 0 次付運服 務，把貨櫃運往全球 1 70 個 國家／地區

超過 50 0 個目的地 。

 另 外 ， 以 商 品 貿 易 額 計 算 ， 香 港 為 世 界 第 十 大 貿 易 體 系 ，

以 服 務 貿 易 額 計 算 ， 則 位 居 十 三 。 本 港 是 區 內 的 主 要 貿 易

樞 紐 ， 全 賴 其 優 越 地 理 位 置 、 一 流 運 輸 基 建 和 通 訊 設 施 ，

以 及 高 效 率 的 商 業 支 援 服 務 。 中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世
貿 )， 預 料 在 未 來 數 年 除 給 本 港 的 對 外 貿 易 帶 來 挑 戰 外 ，

亦會帶來更多機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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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貿易及 物流業的人力需求推算

9 . 二 零 零 七 年 部 分 選 定 經 濟 行 業 及 環 節 的 人 力 需 求 推 算 ( 2 )， 是 基

於 套 用 了 就 業 數 據 的 統 計 模 式 及 早 前 一 項 諮 詢 工 作 所 集 得 的 專 家 意 見

而 進 行 。 就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而 言 ， 預 計 人 力 需 求 將 由 二 零 零 一 年 的

79 5  30 0 人 增 加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83 7  3 00 人 ， 平 均 每 年 增 長 率 為

0 . 9%。 其 間 物 流 業 將 繼 續 為 整 個 業 界 的 人 力 需 求 提 供 主 要 的 增 長 動

力， 其平 均每 年升 幅推 算為 2 . 4 %， 遠 遠超過 貿易 業平 均每 年 0 . 3%的

升 幅 。 相 對 而 言 ， 本 港 整 體 人 力 需 求 預 料 會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1 . 0% ( 3 ) (附
件 5 )。

1 0 . 按組成行業分析， 以下各點均值得注意：

 預 計 進 出 口 貿 易 業 的 人 力 需 求 將 會 輕 微 上 升 ， 由 二 零 零 一

年的 51 8  80 0 人增 加至二零零七年的 5 29  2 00 人 ，平均每

年 增 長 率 為 0 . 3 % 。 雖 然 途 經 香 港 的 貿 易 量 可 能 依 然 龐

大 ， 但 預 料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後 ， 會 有 愈 來 愈 多 外 國 貿 易 公 司

直 接 聯 繫 內 地 的 企 業 ， 加 上 內 地 的 運 輸 基 建 及 商 業 支 援 服

務 的 不 斷 提 升 ， 在 未 來 數 年 或 會 導 致 較 少 貿 易 取 道 香 港

(附件 6 )。

 預 計 批 發 業 的 人 力 需 求 會 保 持 平 穩 ，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仍 約 為

72  5 00 人 。 因 整 體 對 外 貿 易 進 一 步 擴 展 所 帶 來 的 增 長 動

力 ， 或 會 因 香 港 在 內 地 對 外 貿 易 中 所 擔 當 的 中 介 角 色 相 對

轉弱而被抵銷 (附 件 7 )。

 另 一 方 面 ， 預 計 物 流 業 的 人 力 需 求 繼 續 上 升 ， 由 二 零 零 一

年的 20 4  00 0 人增 加至二零零七年的 2 35  6 00 人 ，平均每

年 增 長 率 為 2 . 4 %。 部 分 原 因 是 香 港 的 海 運 及 空 運 貨 物 服

                                                

( 2 ) 是 項 推 算 工 作 是 根 據 一 九 八 六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間 的 就 業 數 列 ， 分 別 將 4 0
個 主 要 行 業 配 以 合 適 的 統 計 模 型 ， 從 而 推 算 本 港 的 總 人 力 需 求 ； 並 透

過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至 九 月 的 一 項 諮 詢 工 作 ， 綜 合 了 行 業 翹 楚 、 商 會 代

表 、 著 名 學 者 、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的 意 見 ， 經 仔 細 研 究 和 整 理 後 才 編

定 初 步 的 推 算 結 果 。

詳 見 政 府 統 計 處 刊 物 《 以 二 零 零 一 年 為 基 期 並 按 經 濟 行 業 劃 分 的 人 力

需 求 推 算 》 。

( 3 ) 包 括 所 有 就 業 香 港 居 民 而 不 論 其 工 作 地 點 ， 但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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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進 一 步 擴 展 ， 配 合 其 發 展 成 為 區 內 的 船 務 及 航 空 服 務 中

心 (附件 8 )。

1 1 . 按職業類別分析， 以下數點值得注意：

 在 貿 易 分 支 行 業 中 ， 預 計 經 理 及 行 政 級 人 員 、 專 業 人 員 、

輔 助 專 業 人 員 ， 以 及 工 藝 及 有 關 人 員 的 需 求 會 在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七 年 間 上 升 ， 但 其 他 職 業 類 別 的 需 求 卻 會 減 少 。 其 中

輔 助 業 專 人 員 的 升 幅 最 為 明 顯 ， 預 料 所 佔 比 例 由 二 零 零 一

年的 28 %增至二零 零七年的 35 %。 相 反，其間文員所佔的

比例預計會由 39 %降至 31 %。辦公室自動化及電子商貿的

發展相信是主要因 素 (附件 9b )。

 至 於 物 流 分 支 行 業 ， 預 計 其 人 力 需 求 差 不 多 廣 泛 地 在 所 有

主 要 職 業 類 別 皆 上 升 ， 其 中 較 高 職 業 階 層 的 升 幅 尤 為 明

顯 。 反 映 此 情 況 ， 經 理 及 行 政 級 人 員 和 輔 助 專 業 人 員 所 佔

的 比 例 ， 預 料 會 由 二 零 零 一 年 的 各 佔 7 %分 別 增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8 %及 1 0 %。 但 與 此 同 時 ， 文 員 所 佔的比 例 料 會 由

2 3 %減至 21 % (附件 9c )。

 此 轉 變 顯 示 隨 某 些 辦 公 室 後 勤 工 作 陸 續 遷 移 至 香 港 以 外

成 本 較 低 地 區 ， 以 及 商 業 交 易 更 多 採 用 電 子 模 式 進 行 ， 較

高 技 術 水 平 人 員 的 需 求 會 進 一 步 增 加 ， 而 技 術 水 平 稍 遜 的

員工因而處於較不 利位置。

1 2 . 按 教育程度分析， 可觀察到以下要點：

 就 貿 易 分 支 行 業 而 言 ， 教 育 程 度 較 佳 人 士 (即 副 學 位 及 以

上 程 度 )的 人 力 需 求 預 計 會 飆 升 ， 其 所 佔 比 例 會 由 二 零 零

一年的 21 %增加至 二零零七年的 35 %。 另一方面，中學及

以 下 程 度 的 相 應 比 例 則 料 會 明 顯 下 降 ， 由 6 5%跌 至 5 0%
(附件 10b )。

 至 於 物 流 分 支 行 業 ， 預 計 副 學 位 及 以 上 程 度 的 人 力 需 求 會

持 續 上 升 ， 在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七 年 間 其 所 佔 比 例 由 7 %增 至

1 1 %，而中學及以 下程度所佔的比例則會由 8 6%減 至 8 0 %
(附件 10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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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除 統計 模式 外， 我 們亦 制定 了兩 個單 程 式的 計量 經濟 模式 作 為

推 算 用 途 ， 其 一 用 於 貿 易 分 支 行 業 ， 另 一 個 則 用 於 物 流 分 支 行 業 (附
件 11 )。 推 算 結 果 同 樣 顯 示 ， 儘 管 先 進 科 技 的 應 用 更 趨 普 遍 ， 以 及 物

流 機 構 亦 致 力 達 至 規 模 經 濟 效 益 ， 物 流 方 面 的 人 力 需 求 增 長仍會 較 貿

易 方 面 的 為 快 。 大 體 而 言 ，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的 就 業 人 數 與 本 港 對 外 貿 易

活 動 有 相 連 的 關 係 。 至 於 整 個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合 計 ， 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間

的 人 力 需 求 預 計 平 均 每 年 上 升 1 . 3 %， 略 快 於 以 統 計 模 式 為 基 礎 推 算

所得平均每年 0 . 9 %的增幅。

從 機 構 單 位 統 計 調 查 收 集 所 得 關 於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營 商 環 境 、 人 力 需 求

及培訓需要的意見

1 4 . 在 二零 零二 年第 三 季， 政府 統計 處就 香 港經 濟轉 型和 中國 加 入

世 貿 後 的 業 務 前 景 及 培 訓 需 要 進 行 了 一 項 機 構 單 位 統 計 調 查 ( 4 )。 從 貿

易及物流業機構單 位獲得的回應，以下數點可堪注意：

 在 業 務 前 景 方 面 ， 25 %的 受 訪 機 構 單 位 對 直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業 務 前 景 表 示 樂 觀 ， 2%更 表 示 非 常 樂 觀 。 反 之 ， 3 5%的

機 構 單 位 對 中 期 的 業 務 前 景 感 到 悲 觀 ， 5 %更 感 到 非 常 悲

觀 。 概 括 而 言 ， 大 型 機 構 單 位 對 未 來 五 年 的 業 務 前 景 傾 向

於較樂觀的看法 (附件 12 )。

 在 營 業 額 方 面 ， 23 %的 受 訪 機 構 單 位 預 期 未 來 五 年 會 進 一

步 增 長 ， 2%甚 至 預 期 會 大 幅 上 升 。 然 而 ， 4 2%的 機構 單 位

預計營業額會收縮 ， 13%更預計會遽減 (附 件 13 )。

 在 內 地 投 資 項 目 方 面 ， 28 %的 受 訪 機 構 單 位 表 示 曾 參 與 這

類投資項目 (附件 14 )。

 相 當 大 比 例 的 機 構 單 位 (4 1 % )指 出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會 帶 來 新

商機，而 54 %則認 為不會 (附件 15 )。

                                                

( 4 ) 香 港 的 經 濟 結 構 因 資 訊 科 技 及 電 子 商 貿 高 速 發 展 、 全 球 貿 易 及 投 資 一

體 化 和 自 由 化 、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 以 及 香 港 與 內 地 在 經 濟 上 更 緊 密 融 合

而 進 一 步 轉 型 。 在 這 背 景 下 ， 這 項 統 計 調 查 蒐 集 了 約 4  2 0 0 間 機 構 單

位 對 香 港 未 來 五 年 人 力 需 求 及 培 訓 需 要 的 意 見 ， 回 應 率 達 9 0 % 。

根 據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 估 計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中 ， 約 有 1 2 0  0 0 0 間 機 構 單 位

從 事 貿 易 及 物 流 活 動 ， 就 業 人 數 約 為 7 2 3  7 0 0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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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香 港 的 營 商 環 境 方 面 ， 受 訪 機 構 單 位 認 為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的 影 響 好 壞 參 半 ， 在 未 來 數 年 ， 既 給 香 港 帶 來 機 會 ， 但 亦

帶 來 挑 戰 。 這 些 機 構 單 位 較 關 注 的 事 項 包 括 “ 面 對 來 自 內

地 企 業 更 為 劇 烈 的 競 爭 ” 、 “ 需 要 加 強 了 解 內 地 市 場 及 投

資 環 境 的 變 動 ” ， 以 及 “ 更 多 公 司 將 其 業 務 轉 移 至 內 地 ”

(附件 16 )。

 為 應 付 營 商 環 境 的 轉 變 ， 超 過 一 半 的 機 構 單 位 擬 採 取 以 下

措施 (附件 17 )：

 於公司內增加資訊 科技的應用 (5 7 % )；

 擴展內地的業務 (5 4%)；

 專注核心業務並收 縮次要而低增值的業務 ( 53 % )；

 提升現有員工的技 術水平 (5 3 % )；  以 及

 提升僱員的科技及 語文能力 (5 2 % )。

1 5 . 至 於 未 來的 人力 需 求和 培訓 需要 ，受 訪 的貿 易及 物流 機構 單 位

持以下意見：

 未 來 的 人 力 需 求 預 計 會 持 續 轉 移 至 較 高 的 教 育 程 度 。 預 測

在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七 年 間 的 就 業 人 數 比 例 有 增 長 的 包 括 研 究

院 、 學 士 學 位 、 副 學 位 及 預 科 程 度 ， 而 預 測 會 下 降 的 包 括

初中及以下和高中 程度 (附件 18 )。

 按 職 業 類 別 分 析 ， 預 測 在 二 零 零 二 至 零 七 年 間 的 就 業 人 數

比 例 有 增 長 的 包 括 專 業 人 員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商 店 銷 售 人 員 。

另 一 方 面 ， 預 測 經 理 及 行 政 級 人 員 、 非 技 術 工 人 ， 以 及 機

台和機器操作員及 裝配員所佔的比例則會下降 (附 件 19 )。

 培 訓 計 劃 和 培 訓 預 算 方 面 ， 受 訪 的 貿 易 及 物 流 機 構 單 位 作

出如下回應：

 在 那 些 聘 有 僱 員 的 機 構 單 位 當 中 ， 13 %為 僱 員 設 置 培

訓計劃，而 11 %則 設有培訓經費 (附 件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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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職 業 類 別 分 析 ， 機 構 單 位 較 希 望 其 經 理 及 行 政 級 人

員 和 輔 助 專 業 人 員 加 強 管 理 技 能 。 至 於 專 業 人 員 ， 應

把 其 培 訓 側 重 於 特 定 工 作 技 能 方 面 。 文 員 和 服 務 工 作

及 商 店 銷 售 人 員 則 應 提 升 其 語 文 技 能 。 至 於 餘 下 的 職

業 類 別 ， 則 需 要 加 強 其 工 作 上 的 人 際 及 個 人 才 能 (附
件 21 )。

 至 於 培 訓 方 式 ， 自 修 是 被 最 普 遍 接 受 的 方 法 ， 其 次 是

校外課程和在職培 訓 (附件 22 )。

有 關 就 業 的 關 注 事 項 及 培 訓 需 要 的 住 戶統 計 調 查 中 從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就

業人士所得的結果

1 6 . 在 二零 零二 年第 三 季， 政府 統計 處亦 另 外進 行了 一項 有關 本 地

勞 工 對 就 業 的 關 注 事 項 及 培 訓 需 要 的 主 題 性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 5 )。 以 下是

貿易及物流業就業 人士的有關回應  :

 關 於 對 行 業 前 景 的 意 見 ， 29%從 事 貿 易 及 物 流 業 的 人 士 對

中 期 前 景 感 到 樂 觀 ， 預 期 該 行 業 在 未 來 五 年 會 穩 步 或 快 速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 36 %預 期 該 行 業 會 緩 慢 發 展 ， 2 2%預 期

毫無發展，而 14 %甚至預期會萎縮 (附 件 23 )。

 在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 困 難 方 面 ， “ 生 意 萎 縮 ” 是 從 事 該 行 業

的 人 士 最 普 遍 提 及 的 挑 戰 ／ 困 難 （ 佔 所 有 從 事 該 行 業 人 士

的 40 %） 。 其 次 為 “ 行 業 內 互 相 競 爭 激 烈 ” ( 34 % )及 “ 公

司精簡人手” (3 1 % ) (附件 24 )。

 當 被 問 及 曾 否 受 企 業 普 遍 重 組 架 構 影 響 時 ， 2 8%從 事 該 行

業的人士表示曾受 此影響。當中 41 %表 示曾經歷“薪金／

工 資 減 少 ” ， 35 %曾 經 歷 “ 工 作 壓 力 增 加 ” ， 而 3 5%曾 經

歷“工作時間增加 ” (附件 25 )。

 至 於 有 否 具 備 特 定 工 作 技 能 方 面 ， 94 %從 事 該 行 業 的 人 士

聲 稱 他 們 具 有 足 夠 ／ 十 分 足 夠 的 特 定 工 作 技 能 以 應 付 現 時

的工作要求 (附件 26 )。
                                                

( 5 ) 是 項 統 計 調 查 成 功 訪 問 了 約 8  0 0 0 個 住 戶 。 在 每 個 受 訪 住 戶 中 ， 所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士 均 被 訪 問 ， 以 搜 集 有 關 他 們 在 面 對 本 港 經 濟 結 構 轉

型 時 ， 中 期 而 言 對 事 業 的 冀 望 及 就 業 的 關 注 事 項 和 培 訓 需 要 等 資 料 。

是 項 統 計 調 查 的 回 應 率 為 7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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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培 訓 需 要 方 面 ， 6%從 事 該 行 業 的 人 士 在 過 去 十 二 個 月

曾 參 加 由 僱 主 安 排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培 訓 ／ 再 培 訓 課 程 ， 而

6% 則 曾 主 動 報 讀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培 訓 ／ 再 培 訓 課 程 ( 附 件

27 )。

 1 3 %從 事 該 行 業 的 人 士 於 未 來 十 二 個 月 有 計 劃 參 加 與 工 作

有關的培訓／再培 訓課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1

貿易及物流業增值 額

按當時價格計算的

       增值額       
按價值計算的

平均每年增減率

1986 1996 2001 1986-96 1996-2001 1986-2001
(10億元) (10億元) (10億元)

貿易及物流業 51.4 280.2 314.8 18.5 2.4 12.8
(17.3) (24.2) (25.9)

其中：

(a) 貿易業 42.0 231.0 258.5 18.6 2.3 12.9

- 進出口貿易業 37.7 214.8 244.1 19.0 2.6 13.3

- 批發業 4.3 16.2 14.4 14.2 -2.4 8.4

(b) 物流業 9.4 49.2 56.3 18.0 2.7 12.7

- 貨運業 8.3 42.0 50.1 17.7 3.6 12.8

- 倉庫業 0.5 1.6 1.2 11.4 -6.4 5.1

- 雜項通訊服務業 0.6 5.6 5.1 24.7 -1.9 15.1

參考： 按要素成本計算的

本地生產總值

297.7 1,159.0 1,216.2 14.6 1.0 9.8

註： (  ) 括號內數字代表在本地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附件 2

貿易及物流業就業 人數

就業人數* 平均每年增長率

1991 1996 2001 1991-96 1996-2001 1991-2001

貿易及物流業 571 700+ 808 700+ 795 300 7.2 -0.3 3.4
(21.3) (27.6) (26.3)

其中：

(a) 貿易業 421 700 613 300 591 300 7.8 -0.7 3.4

- 進出口貿易業 350 000 532 300 518 800 8.7 -0.5 4.0

- 批發業 71 700 81 000 72 500 2.5 -2.2 0.1

(b) 物流業 150 000+ 195 400+ 204 000 5.4 0.9 3.1

- 貨運業 136 800+ 173 300+ 177 300 4.8 0.5 2.6

- 倉庫業 4 900 6 000 5 300 4.2 -2.5 0.8

- 雜項通訊服務業 8 300 16 100 21 400 14.1 5.8 9.9

參考： 本地經濟整體就業

人數 (不包括外

籍家庭傭工)

2 682 700 2 925 200 3 029 400 1.7 0.7 1.2

註： (*) 一九九六及二零零一年數字按“居住人口”方法編製，一九九一年數字則以廣義時點人口

為根據。

(+) 設算數字。

(  ) 括號內數字代表在本地經濟整體就業人數中所佔的百分比。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就業綜合估計數字。



附件 3

整體出口貨物及服 務輸出

按當時價格計算的

        價值        
按實質計算的

平均每年增長率

1987 1997 2002 1987-97 1997-2002 1987-2002
(10億元) (10億元) (10億元)

整體出口貨物 378 1,456 1,561 13.0 4.0 9.9

其中：

港產品出口 195 211 131 -0.3 -6.0 -2.2
(51.6) (14.5) (8.4)

轉口 183 1,245 1,430 19.3 5.4 14.5
(48.4) (85.5) (91.6)

整體服務輸出 90 291 357 5.8 7.3 6.3

其中：

運輸服務 32 87 103 6.2 4.4 5.6
(35.8) (30.0) (28.8)

旅遊服務 26 78 78 4.0 4.5 4.2
(29.1) (26.8) (21.9)

與貿易有關服務 16 73 117 7.8 12.9 9.5
(17.6) (25.2) (32.8)

其他服務 16 52 59 5.4 6.7 5.8
(17.5) (18.0) (16.5)

整體出口貨物及服務輸出 468 1,747 1,919 11.7 4.6 9.3

註： (  ) 括號內數字代表在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附件 4

按主要市場劃分的 整體出口貨物

按當時價格計算的

        價值        
按實質計算的

平均每年增長率

主要出口市場 1987 1997 2002 1987-97 1997-2002 1987-2002
(10億元) (10億元) (10億元)

亞太區 172 801 910 14.5 5.8 11.5
(45.4) (55.0) (58.3)

其中：

中國內地 88 508 613 17.1 6.9 13.6
(23.3) (34.9) (39.3)

日本 19 88 84 13.8 2.8 10.0
(5.1) (6.1) (5.4)

台灣 12 37 35 9.5 2.9 7.2
(3.2) (2.5) (2.2)

新加坡 10 38 32 12.0 -0.5 7.6
(2.7) (2.6) (2.0)

其他 42 130 147 10.0 5.8 8.5
(11.1) (8.9) (9.4)

美國 105 316 333 10.2 2.5 7.5
(27.8) (21.7) (21.3)

歐洲聯盟 65 214 207 10.7 2.0 7.7
(9.5) (14.7) (13.2)

世界其他地方 36 125 111 11.5 -0.4 7.4
(17.3) (8.6) (7.1)

總計 378 1,456 1,561 12.5 4.0 9.6

註： (  ) 括號內數字代表在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比。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附件 5

二零零七年貿易及 物流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人數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貿易及物流業 795 300 837 300 42 000 5.3 0.9

其中：

(a) 貿易業 591 300 601 700 10 400 1.8 0.3

- 進出口貿易業 518 800 529 200 10 400 2.0 0.3

- 批發業 72 500 72 500 0 0.0 0.0

(b) 物流業 204 000 235 600 31 600 15.5 2.4

- 貨運業 177 300 199 700 22 300 12.6 2.0

- 倉庫業 5 300 5 900 700 12.6 2.0

- 雜項通訊服務業 21 400 30 000 8 600 40.3 5.8

參考︰ 本地經濟整體就

業人數 (不包

括外籍家庭傭

工)

3 029 400 3 222 700 193 300 6.4 1.0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並按經濟行業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6

二零零七年進出口 貿易業人力需求推算

平均每年的就業增長率          模型         
平均每年增長率

     2001-07     

1986-2001︰ 6.12 局部羅吉斯 -0.07
1991-2001︰ 3.23 線性 5.72
1991-1996︰ 7.45 對數拋物線 -7.65
1996-200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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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直至一九九六年的就業人數增長，顯示由製造企業過渡至進出口貿易企業的情況。有關就業人

數其後保持平穩。

 然而，一些促進香港與內地貿易的措施的推行，包括 “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應

可推動進出口貿易業的發展，從而刺激其人力需求。

綜合專家意見及論點後的推算

選取模型
基年數字
  (2001)  

從模型所得增長率+附加因子

(調整百分點)=推算增長率
          2001-07          

推算數字
  (2007)  

局部羅吉斯 518 800 -0.07% + 0.4% = 0.33% 529 200



附件 7

二零零七年批發業 人力需求推算

平均每年的就業增長率          模型         
平均每年增長率

     2001-07     

1986-2001︰ 1.62 常數 0.00
1991-2001︰ -0.46 對數拋物線 -6.22
1991-1996︰ 1.23 倒數拋物線 -5.59
1996-200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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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大型零售商從製造商直接取貨，以減低成本。中介服務的需求因而會下跌。

 不過批發商仍憑 對產品的認識 、其業務網絡，以及議價能力，具有相當的競爭力。

 在正負因素互相抵銷下，人力需求料會大致平穩。

綜合專家意見及論點後的推算

選取模型
基年數字
  (2001)  

從模型所得增長率+附加因子

(調整百分點)=推算增長率
          2001-07          

推算數字
  (2007)  

常數 72 500 0.00% + 0.00% = 0.00% 72 500



附件 8

二零零七年物流分 支行業人力需求推算

重點

 本港物流業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內地市場的發展。隨 內地港口 及機場設施的改善，相

信會有愈來愈多貨物直接由內地輸往海外市場。

 雖然貨物處理量預計會上升，但是這方面的人力需求未必會有相同比例的增長，原因是貨物處

理是頗自動化的操作。目前的處理量尚未飽和。

 預計物流行業直至二零零七年的就業人數會持續上升。航空貨運業及第三方物流服務業相信是

未來數年主要的增長範疇。在可見的未來，空運貨物的增長，應會超逾陸路及海上貨運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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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方法

 由於物流行業涵蓋多個經濟行業，包括陸路、海上及航空貨運業，以及其他與貨運有關的服務

業，物流業的人力需求並不能以單一統計模式作推算。因此，其人力需求推算是以過去數年與

貨運有關的就業人數在相關經濟行業中所佔的比重作為基礎，從而由相關經濟行業以推算模式

得出的結果中抽取出來的。

物流行業在有關經濟行業中所佔的比例

過往所佔百分比

假定

百分比

在以下行業所佔比例 1998 1999 2000 2001 2007

陸路運輸業：

陸路貨運佔“陸路運輸業” 53.5 52.6 52.6 52.6 52.9

海上運輸業：

海上貨運佔“海上運輸業” 91.9 91.8 92.8 92.8 92.3
海上貨運佔“其他與運輸有關的

服務業”

33.2 35.0 34.8 37.7 33.3

空運業：

空運貨物佔“空運業” 60.9 65.3 64.5 61.6 63.1
空運貨物佔“其他與運輸有關的

服務業”

17.2 20.9 22.0 20.9 22.1

其他與運輸有關的服務業：

其他貨運佔“其他與運輸有關的

服務業”

4.6 5.0 3.2 2.8 3.9



綜合專家意見及論點後的二零零七年推算

相關經濟行業

相關經濟行業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假定

二零零七年在

相關經濟行業中

  所佔百分比  

物流行業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a) 貨運

(i) 陸路 陸路運輸業 226 100 52.9 119 500

(ii) 海上 海上運輸業 31 600 92.3 29 200
其他與運輸有關的服

務業

54 400 33.3 18 100

(iii) 航空 空運業 29 700 63.1 18 700
其他與運輸有關的服

務業

54 400 22.1 12 000

(iv) 其他(如貨驗、抽樣

及量重服務)
其他與運輸有關的服

務業

54 400 3.9 2 100

(b) 倉庫 倉庫業 5 900 100.0 5 900

(c) 雜項通訊服務 通訊業(電訊業除外) 30 000 100.0 30 000

整個物流行業 235 600



附件 9a

按職業類別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貿易及物流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126 700 15.9 143 700 17.2 17 000 13.4 2.1

專業人員 17 400 2.2 21 900 2.6 4 600 26.3 4.0

輔助專業人員 180 200 22.7 236 200 28.2 56 000 31.1 4.6

文員 277 700 34.9 234 100 28.0 -43 600 -15.7 -2.8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11 000 1.4 10 500 1.3 -400 -3.9 -0.7

工藝及有關人員 13 100 1.6 13 900 1.7 700 5.6 0.9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

及裝配員 90 700 11.4 102 400 12.2 11 700 12.9 2.0

非技術工人 78 500 9.9 74 600 8.9 -3 900 -5.0 -0.8

總計 795 300 100.0 837 300 100.0 42 000 5.3 0.9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9b

按職業類別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貿易分支行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112 600 19.0 123 700 20.6 11 100 9.9 1.6

專業人員 14 800 2.5 18 800 3.1 4 000 27.2 4.1

輔助專業人員 166 200 28.1 213 500 35.5 47 300 28.5 4.3

文員 230 100 38.9 185 800 30.9 -44 300 -19.3 -3.5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8 100 1.4 7 600 1.3 -500 -6.5 -1.1

工藝及有關人員 11 000 1.9 12 400 2.1 1 500 13.3 2.1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

裝配員 12 900 2.2 12 600 2.1 -300 -2.4 -0.4

非技術工人 35 700 6.0 27 200 4.5 -8 400 -23.6 -4.4

總計 591 300 100.0 601 700 100.0 10 400 1.8 0.3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9 c

按職業類別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物流分支行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14 100 6.9 19 900 8.5 5 800 41.4 5.9

專業人員 2 600 1.3 3 100 1.3 500 21.5 3.3

輔助專業人員 14 000 6.9 22 600 9.6 8 600 61.6 8.3

文員 47 700 23.4 48 400 20.5 700 1.4 0.2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2 900 1.4 3 000 1.3 100 3.6 0.6

工藝及有關人員 2 200 1.1 1 400 0.6 -700 -33.5 -6.6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

裝配員 77 800 38.1 89 800 38.1 12 000 15.5 2.4

非技術工人 42 800 21.0 47 400 20.1 4 500 10.5 1.7

總計 204 000 100.0 235 600 100.0 31 600 15.5 2.4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10 a

按教育程度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貿易及物流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研究院 12 600 1.6 18 800 2.2 6 200 49.1 6.9

學士學位 95 100 12.0 144 900 17.3 49 800 52.3 7.3

副學位 31 100 3.9 71 500 8.5 40 400 130.1 14.9

技術員 26 600 3.3 32 600 3.9 6 000 22.5 3.4

技工 2 000 0.3 2 000 0.2 # -1.1 -0.2

預科 66 300 8.3 78 100 9.3 11 800 17.8 2.8

高中 326 700 41.1 280 700 33.5 -46 000 -14.1 -2.5

初中及以下 234 900 29.5 208 800 24.9 -26 100 -11.1 -1.9

總計 795 300 100.0 837 300 100.0 42 000 5.3 0.9

註︰ (#) 增減少於 50 人。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10b

按教育程度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貿易分支行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研究院 11 000 1.9 16 000 2.7 5 000 45.3 6.4

學士學位 85 100 14.4 129 700 21.6 44 700 52.5 7.3

副學位 28 000 4.7 62 500 10.4 34 600 123.6 14.4

技術員 23 400 4.0 27 500 4.6 4 100 17.3 2.7

技工 1 600 0.3 1 400 0.2 -200 -10.8 -1.9

預科 56 500 9.6 64 100 10.7 7 700 13.5 2.1

高中 261 200 44.2 205 800 34.2 -55 400 -21.2 -3.9

初中及以下 124 500 21.1 94 600 15.7 -29 900 -24.0 -4.5

總計 591 300 100.0 601 700 100.0 10 400 1.8 0.3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10 c

按教育程度劃分的 二零零七年物流分支行業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一年

實際就業人數

二零零七年

人力需求推算 二零零七與零一年比較的變動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所佔

百分比 人數 增減率

平均每年

  增減率  

研究院 1 600 0.8 2 800 1.2 1 200 75.8 9.9

學士學位 10 000 4.9 15 100 6.4 5 100 50.7 7.1

副學位 3 100 1.5 9 000 3.8 5 800 188.2 19.3

技術員 3 200 1.6 5 100 2.2 1 900 60.5 8.2

技工 400 0.2 500 0.2 200 39.4 5.7

預科 9 800 4.8 14 000 5.9 4 100 41.9 6.0

高中 65 500 32.1 74 900 31.8 9 500 14.5 2.3

初中及以下 110 400 54.1 114 200 48.5 3 800 3.5 0.6

總計 204 000 100.0 235 600 100.0 31 600 15.5 2.4

註： 由於進位的關係，數字加起未必與總數完全相等。

資料來源： 教育統籌局以二零零一年為基期於經濟行業內按職業類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人力需求推算。



附件 11

用以推算貿易及物 流業二零零七年人力需求的

計量經濟模式

模式結構

根據一九九一至二零零一年的實際數據，制定了兩個單程式的模式，以推算貿易

及物流業的人力需求。根據先驗的推論及測試的統計數據，選取了以下兩個模式：

log EMTRADEt = 5.077 + 0.552 log TTVALUEt
(8.17) (13.10) 

R2 = 0.9502
R2 = 0.9447

DW = 1.792

log EMLOGt = 6.123 + 0.409 log TTVOLt
(10.16) (9.98)

R2 = 0.9171
R2 = 0.9079

DW = 1.833

註： (  ) 括號內數字代表各迴歸系數的 t-統計數字。

EMTRADEt = t 期間內批發業及進出口貿易業人力需求。

EMLOGt = t 期間內物流行業人力需求。

TTVALUEt = t 期間內按當時價格計算的香港貿易總額。

TTVOLt = t 期間內按固定(二零零零年)價格計算的香港貿易總額。

log = 對數。

假設

2. 有關各解釋變數的假設綜述如下：

(a) 假設香港貿易總額在二零零二至零七年間平均每年增加約 0.5%，與一九九

七至二零零二年的增長趨勢大致相若。

(b) 假設香港貿易總量在二零零二至零七年間平均每年增加約 3.5%，亦與一九

九七至二零零二年的趨勢相若。



推算結果

3. 推算結果綜述如下：

人力需求

實際平均每年

    增長率    
推算平均每年

    增長率    

1991* 2001* 2007+ 1991-2001 2001-07

貿易及物流業 571 700 795 300 860 500 3.4 1.3

其中：

貿易業 421 700 591 300 630 300 3.4 1.1

物流業 150 000 204 000 230 300 3.1 2.0

註： (*) 實際／估計數字。

(+) 推算數字。



附件 12

香 港 經 濟 轉 型 及 中 國 加 入 世 貿 對 未 來 五 年 的 業務前景

-  貿易及物流業

機構單位數目

樂觀程度：

機構單位

規模* 非常樂觀 樂觀 沒有傾向 悲觀 非常悲觀 沒有意見 總計

小型 2 052
(2.0)

22 025
(21.4)

39 789
(38.6)

32 374
(31.4)

5 948
(5.8)

918
(0.9)

103 107
(100.0)

中型 132
(0.9)

5 350
(34.4)

6 198
(39.9)

2 913
(18.7)

127
(0.8)

822
(5.3)

15 543
(100.0)

大型 16
(1.2)

720
(55.1)

311
(23.8)

47
(3.6)

104
(8.0)

108
(8.3)

1 307
(100.0)

合計 2 201
(1.8)

28 095
(23.4)

46 299
(38.6)

35 335
(29.5)

6 179
(5.2)

1 848
(1.5)

119 957
(100.0)

註： (*) 機構單位規模是按照就業人數劃分為小型、中型及大型企業三個類別。在非製造業的機構

單位中，那些少於 10 人為小型企業，10 至 49 人為中型企業，50 人或以上則為大型企業。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各列的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3

香港經濟轉型及中 國加入世貿對未來五年的營業額的影響

-  貿易及物流業

機構單位數目

營業額的影響：

有顯著增長 有些增長 沒有變動 有些減少 有顯著減少 沒有意見 總計

2 882
(2.4)

24 549
(20.5)

40 260
(33.6)

35 105
(29.3)

15 311
(12.8)

1 851
(1.5)

119 957
(100.0)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4

在中國內地的投資

-  貿易及物流業

機構單位數目

有否在中國內地投資

有 沒有 沒有闡明 總計

34 042
(28.4)

84 664
(70.6)

1 251
(1.0)

119 957
(100.0)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5

中國加入世貿所帶 來新的營商機會

-  貿易及物流業

機構單位數目

有否期望新的營商機會

有 沒有 沒有闡明 總計

49 514
(41.3%)

64 887
(54.1)

5 557
(4.6)

119 957
(100.0)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6

中國加入世貿對未 來五年香港營商環境的影響

-  貿易及物流業

主要關注的因素 機構單位數目

面對來自中國內地企業更為劇烈的競爭 101 453
(84.6)

需要加強了解中國內地市場及投資環境的變動 87 687
(73.1)

更多公司將其業務轉移中國內地 83 322
(69.5)

因中國內地的條例和法規更明確而增加在當地營商的意慾 77 231
(64.4)

香港的中介人角色會減弱 75 481
(62.9)

面對來自外國公司更為劇烈的競爭 71 209
(59.4)

因中國內地市場開放帶來的營商機會而得益 61 385
(51.2)

香港在服務業的中介人角色會加強 51 212
(42.7)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貿易及物流業的機構單位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7

因香港經濟轉型及 中國加入世貿而會在未來五年作出的措施

-  貿易及物流業

措施 機構單位數目

於公司內增加資訊科技的應用 68 636
(57.2)

擴展中國內地的業務 65 153
(54.3)

專注核心業務並收縮次要而低增值的業務 63 741
(53.1)

提升現有員工的技術水平 63 362
(52.8)

提升僱員的科技及語文能力 62 019
(51.7)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貿易及物流業的機構單位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8

教育程度劃分的二 零零二年中及二零零七年中就業人數百分比

-  貿易及物流業

教育程度 就業人數百分比

二零零二年中 二零零七年中

研究院 1.9 2.6

學士學位 19.1 28.4

副學位 4.2 5.2

技術員 1.9 2.1

技工 0.9 0.8

預科 11.9 18.4

高中 37.3 29.1

初中及以下 22.8 13.4

合計 100.0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19

按職業類別劃分的 二零零二年中及二零零七年中就業人數百分比

-  貿易及物流業

職業類別 就業人數百分比

二零零二年中 二零零七年中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26.2 25.3

專業人員 4.7 5.8

輔助專業人員 8.5 8.3

文員 29.7 29.9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11.5 12.0

工藝及有關人員 1.6 1.9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2 7.7

非技術工人 9.7 9.0

合計 100.0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20

制訂僱員培訓計劃 ／培訓預算

-  貿易及物流業

機構單位數目

有否為僱員制訂培訓計劃／培訓預算

有 沒有 沒有闡明 總計

培訓計劃 12 915
(13.2)

81 662
(83.2)

3 631
(3.7)

98 208
(100.0)

培訓預算 10 853
(11.1)

83 713
(85.2)

3 642
(3.7)

98 208
(100.0)

註： (  ) 括號內數字表示在各列的總計中所佔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21

按職業類別劃分的 需要加強提供的技能類別

-  貿易及物流業

職業類別 需要加強提供的技能類別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管理技能

專業人員 特定工作技能

輔助專業人員 管理技能

文員 語文技能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語文技能

工藝及有關人員 工作上的人際及個人才能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工作上的人際及個人才能

非技術工人 工作上的人際及個人才能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22

選取的培訓方式

-  貿易及物流業

次序 選取的培訓方式

1 自修（辦公時間以外）

2 校外課程

3 在職培訓

4 內部培訓

5 外判培訓課程

6 網上培訓課程

7 遙距學習課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二零零二年人力培訓及工作技能需求機構單位統計調查報告。



附件 23

按對行業前景的意 見劃分的就業人士數目

-貿易及物流業

對行業前景的意見      (百分比)     

快速發展 1.1

穩步發展 27.6

緩慢發展 35.6

沒有發展 21.6

萎縮 14.2

總計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三號報告書：勞動人口對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

要。



附件 24

按所面對的挑戰／ 困難劃分的就業人士數目

-貿易及物流業

所面對的挑戰／困難#      (百分比)     

生意萎縮 40.0

行業內互相競爭激烈 34.4

公司精簡人手 31.3

降低成本，包括削減薪金／工資 24.6

發展緩慢 14.8

競爭力較其他國家／地區弱 8.7

工作地點遷往其他國家／地區 8.2

外判 2.7

沒有挑戰／困難 10.6

註： (#) 可選擇多項答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三號報告書：勞動人口對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

要。



附件 25

按曾否受自二零零 一年開始企業普遍重組架構的影響及

企業重組架構對就 業人士的影響劃分的就業人士數目

-貿易及物流業

曾否受自二零零一年開始

企業普遍重組架構的影響／

企業重組架構對就業人士的影響#

     (百分比)     

有# 28.3

薪金／工資減少 (40.5)

工作壓力增加 (35.4)

工作時間增加 (34.9)

福利減少 (25.2)

開工不足 (13.8)

面臨被遣散／解僱危機 (11.4)

工作時間須更具彈性 (8.7)

曾經遭遣散／解僱 (4.8)

沒有 71.7

總計 100.0

註： (#) 可選擇多項答案。

括號內的數字顯示在所有曾受自二零零一年開始企業普遍重組架構的影響的從事貿易及物

流業人士中所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三號報告書：勞動人口對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

要。



附件 26

按有否具備足夠特 定工作技能

以應付現時的工作 要求劃分的就業人士數目

-貿易及物流業

有否具備足夠特定工作技能以應付現時的工作要求      (百分比)     

十分足夠 11.7

足夠 82.0

不足夠 4.9

十分不足夠 1.4

總計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三號報告書：勞動人口對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

要。



附件 27

按於統計調查前十 二個月內有否參加由僱主安排或主動報讀

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劃分的就業人士數目

-  貿易及物流業

有 沒有 總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參加由僱主安排與工作有關的

培訓／再培訓課程

5.9 94.1 100.0

主動報讀與工作有關的培訓／

再培訓課程

5.5 94.5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三號報告書：勞動人口對就業的關注事項及培訓需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