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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敎育及訓練——

香港的經驗 ＊

H．R．Knig ht （黎澤鑾）＊ ＊

翻譯：廖明

導言

1 ．香港的事跡是人所共知的。儘管遇過無數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動蕩，她由一

個完全缺乏天然資源的貧瘠小島，變爲初期的轉口港再而成爲今天一個繁盛的製

造業、金融業及貿易中心，其轉變深受記載，然而，較少爲人所知的是香港在發

展一個工業敎育及訓練制度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令這些轉變成爲事實。這個制度是

爲了滿足經濟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提供足夠的技術人材。過去及現在，人力是香港

唯一的天然資源，也正是充裕的人口提供了人力資源發展制度裏所需的原動力，

使這個本來是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担變爲有高度生產效益的勞動力。

2 ．本文試圖就香港社會及經濟的歷史發展作一簡單的報導。同時亦簡單地描述

香港自戰後出現的政治、社會及經濟轉變，令香港需要適當及有組織的人力計劃

及訓練，以及政府、僱主和工人如何回應了這些轉變。本文亦會進一步講述過去

二十年香港在工業敎育及訓練方面所得的成果。

戰後的年代 1 9 4 6——1 9 5 5

3 ．香港發展成爲一個工商業中心是始於 1 8 4 2 年英人在此建立殖民地之時 ，

當時香港的人口不足七千。嗣後的一百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主要是作爲

中國與外國通商的貿易站同時亦是中國人的移民點。由於不斷有動亂，很多人爲

求較安穩的生活而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致令香港人口在 1 9 3 1 年時升至幾達

八十八萬。中日戰爭更令到無數的避難者湧到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人口

估計爲一百六十萬 。

＊ 一九八八年十月在澳門擧行之第十五屆“亞洲地區貿易及發展組織”會議上之講話。
＊ ＊ 港府工業敎育及訓練署署長兼職業訓練局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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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了香港的經濟及居民的生活，貿易活動中斷。日佔時期

很多香港居民移居澳門及返回大陸避難；另外有很多人被日人驅逐出境。 1946年

8月，香港人口減至六十萬 。

5． 1 9 4 6 年日本投降之後，急速回流的人口加上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令香

港人口數字到 1 9 4 7 年底時膨脹至一百八十萬。在 1 9 4 8 至 1 9 4 9 年間 ，

當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勢時，由中國湧入的難民數字是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1

9 5 0 年中估計人口二百二十萬而在 1 9 5 5 年底已超過二百五十萬之數 。

6． 韓戰的爆發以及聯合國對中國的貿易禁運使香港幾乎完全停止扮演中國對外

貿易轉口站的角色。結果是她沒法再單獨依靠其港口爲龐大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

。她必需另尋方法支持經濟及就業問題。香港從而堅定地轉向工業及多元化發展
。

工業化及出口貿易 1 95 6——1 9 6 5

7． 韓戰前香港主要的工業是由中國移居香港的工業家所發展的新興紡織業以及

與港口業務有密切關係的船舶製造及維修工業。這些工業的擴張以及新工業的開

展乃得力於充裕的，旣廉且勤的勞工以及尋求投資機會的內外資本 。

8． 香港的工業改革是以 5 0 年代製造及出口棉紡織品開始，接着是羊毛服裝及

成衣 。6 0 年代引進及擴展輕工業，包括製造塑膠及電子產品 。

9． 由一個轉口港變爲以製造及出口主導的經濟，這個成功的轉變是有賴於政府

所採取的自由經濟政策，在這政策之下居民和資本可以自由進出而貿易可以在政

府的最少管制及干預的情况下進行。其他有助於製造業的成長的因素包括 ：

a．政治的穩定 ；

b． 輔助設施的相伴發展，諸如銀行、保險、通訊、運輸及公用事業 ；

C． 政府對企業的鼓勵 ；

d． 和諧的勞資關係 ；

e． 香港產品主要海外市塲的開發，例如美國，以及

f ． 外資及科技的流入 。

1 0．在致力鼓勵製造業的發展的同時，政府亦參與推廣出口貿易。以下的數字說

明了由 1 9 4 7 年至 1 9 6 5 年香港工業化發展的急速步伐 ：

在五十年代中期政府感到需要調查研究工業勞動力的結構以及配合工業發展步伐

的訓練計劃是否恰當 。

298



工業敎育及職業訓練常務委員會

1 1 ．在1 954年，政府委出以勞工署署長爲主席的工業敎育及職業訓練常務委

員會，其職權範圍爲：

a．就工業敎育及職業訓練當前的設施及不同的需求作經常性的檢討，尤其

在商業及工業方面，以及

b．就配合上述需求所採取的措施及所有有關工業敎育及訓練的一般性事宜

向政府提出意見。

不幸地，委員會因組織太差以致除了調查香港的學徒訓練之外則無所做爲。

1 2．在中國或香港，傳統上一個青年人是靠跟隨着一個師傅，看他和模仿他的

技術來學習一門手藝。學徒能有多少成績便要看本身的本領，師傅的技術水平

以及師傅是否願意和懂得敎授。正規的學徒訓練只是存在於政府部門諸如工務局

、九廣鐵路局、印務局以及少數大公司如船舶修造廠及公用事業。與傳統學徒訓

練比較，在正統規劃裏的學徒有專業的訓練，就業保障以及在香港工業學院（香

港理工學院之前身）兼受工業敎育的機會。那常務委員會做到的只不過是建議政

府更全面地考慮香港的工業訓練及敎育。

1 3．在工業化的早期，除了少數較大型的企業及政府部門外，其他的機構是普遍

地缺乏有組織的工業訓練。就業前的技術訓練是由一些志願組織所提供，但多作

爲一種社會服務而非爲配合工業需求的協調規劃。那時並沒有協調計劃亦沒有設

法保証素質。

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 1 9 6 5—— 1 9 7 2

1 4．在1 965年之前的十年裏，香港製造業的急速擴展引致熟練工人數目不足

並促使政府檢討其工業訓練政策。1 965年9月，政府任命了工業訓練諮詢委

員會，一個用以取代工業敎育及職業訓練常務委員會的純諮詢性的組織。該諮委

會仍由勞工署署長領導，委員包括工業及勞工界，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的代表，

其工作是識別有關訓練的問題，向政府建議解決問題的措施。諮詢委員會需要推

介一個適當的永久機構以保証有一套合適工業訓練的綜合性制度來配合香港經濟

發展的需求。

1 5．雖然主要關系到技術員、技工及工人方面，諮委會所識別到的訓練及有關問

題包括：

a．爲應付由擴展及多元化引致的人力的需求而作出的努力並不足夠。工業

界與政府都缺乏可靠的人力資料藉以評估未來的人力需求及制定適當的

訓練計劃 ；

b．缺乏公認的標準來測量所有工業的主要工作所需的技術。工業敎育的設

施亦嚴重缺乏，特別在技工及技術員級方面，工人是需要從此獲得知識

來應付日新月異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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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僱主普遍地短視，不願培訓僱員，只想到培訓所需的成本而非日後所得

的利益。受訓者在上班前應有一段時間接受全面的基礎訓練，但很少香

港僱主能爲此而留出餘地；

d．在整體訓練工人方面，沒有用以界定政府與僱主間的責任的政策，一個

關注到香港環境趨勢的政策；

e．沒有中央部門負責組織及協調各有關方面所做的訓練以及規定優先訓練

的項 目 ；

f ．缺乏有高技術及知識的、能灌輸技術知識給別人的敎導員，因而會嚴重

地阻碍工業敎育及訓練的發展。

1 6．透過由多個工業委員會聯手進行的人力調查，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於1 971 成

功草擬出以受僱於十種主要工業的工作及級別（技術員、技工及工人）劃分的圖

表。（十種工業即爲汽車修理及服務、建築、製衣、電子、電器裝備及用品、機

械工塲及金屬、塑膠、印刷、船舶製造及修理以及紡織）。該調查對短期的人力需

求，對工業敎育及實際訓練設施的不足作了一評估，並且就解決方案作出建議，

該諮委會作出的主要結論及方案爲：

a．爲克服技術工人的短缺，僱主必需訂立包括新式學徒制的工業訓練規劃

，藉以培訓技工及技術員；

b．培訓應包含以下兩點：

（I ）根據指定的訓練計劃組織入職前及在職後的實用訓練，以及

（Ⅱ）有關的理論敎育及解釋理論的實際訓練；

c．對整體人力訓練的責任的分配應該包括：

（I ）實用訓練——僱主必須接受不論在工業塲所內或專門訓練中心內

所進行的訓練的一切成本開支。僱主必須負責開設

此類中心的投資及其經常性開支。然而，政府必須

給予免費批地建立此類訓練中心，規定它們是非牟

利性質的，又或者由發展貸款基金撥款購置現成工

厦單位用作訓練中心；

（Ⅱ）有關的技術敎育——政府必須負責有關組織各類理論性課程的費

用 ；

d．除摩利臣山工業學院外，政府應增設四所工業學院，爲技工及技術員級

人力的培訓提供額外的敎育設施，政府亦應推廣爲進入職業學校的敎育

制 度 ；

e．應設立一個取替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的永久部門，擴大其職責，不單要

加強對商業及服務行業的人力訓練需求的調查，且要培訓技師人員；

f ．應建立設施增加及進一步訓練現有的敎導員而合資格的敎導員應給予認

可 。

下文將顯示出，該諮委會所作的建議有很多是被政府接受並推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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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訓練局 1 9 7 3—— 1 9 8 1

1 7．七十年代香港的製造業及外貿有更進一步的急速擴展。然而亦存在着憂慮因

素，不單因爲主要市塲（美國及歐洲共市）的商業貿易政策與不斷收緊的經濟限

制的影响，其本身的產品亦同時遇到隣近勞力較廉的國家，諸如台灣、韓國及新

加坡的強大競爭。工業要保持競爭力需要進一步改善生產力及效率，提高產品素

質，敢於投資高檔貨品及開拓新領域。以上種種急切要求一個有技術、適應性強

及多才能的勞動力，使之能迅速適應新的要求及新的科技。

七十年代亦見到香港經濟基礎有另一個但較爲漸進的轉變，即商業、金融業及服

務行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帶領香港發展成爲一個金融中心。

1 8．1 97 3年1 0月，政府設立了香港訓練局取代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並賦

予更大的職權範圍，其主要功能是就必需的措施向政府提交意見，保証有一全面

性制度使人力訓練適應香港經濟發展的需求，其工作範圍不單包括訓練工業人力

所需的技術員、技工及工人亦包括技師級人員。它亦調查商業及服務業各類人材

的需要，它需要就設立一個適當的法定機構負責提供意見，該機構最終會取代訓

練局並且具有諮詢及執行的功能。

1 9．一如工訓諮委會，訓練局的成員包括勞資代表、敎育界、訓練組織及政府部

門的代表。不同者，它是由一名非官方的知名人仕所領導，他亦是立法局一名成

員。爲達到目標，訓練局透過分別負責訓練工作及處理共同問題的綜合委員會而

工 作 。

20．訓練局負責或參與執行由工訓諮委會提出並獲政府通過的建議，訓練局依着

諮委會所建立的基礎並大大地改善諮委會採用的人力評估法來評估未來的要求，

下文將講述訓練局成立後的一些重要發展及一些成果。

人力評估法

21．要在人力的供求方面達到一個合理的平衡，必需根據現存的就業市塲及未來

人力要求的資料來制定政策，訓練局修改過的人力評估法包含以下步驟：

a．對所有主要工商業進行大規模的人力調查，搜集現有就業情况的最新資

料 ；

b．從調查資料分析人力結構及技術短缺情况；

C．預測人力的要求，顧及流失及內部調升以及其他諸如科技的變化與市塲

需求的因素；

d．總計各經濟部門每年所需要的相似的主要工作；

e．估計從敎育機構（畢業生等）及其他方面對受訓人力的提供；

f ．將可能的供應與預計的需求作比較，確定可能的短缺或過剩。

22．香港訓練局每兩年作一次全面性的人力調查，更新統計資料及預測並查察經

301



濟的變動需求，在調查資料及預計需求的基礎上，訓練局將會就工業敎育及訓練

設施的發展作出建議以配合各自行業的需求。通過各領域在職業、科目、級別等

需求的綜合調查即可了解全港在這方面的受訓人力需求等等 。

學徒訓練

23．香港訓練局積極地向各業僱主推荐學徒訓練是培養技術員及技工的最有效及

最經濟的方法。訓練局介紹的學徒制包括了實際訓練，汲取經驗以及兼讀相關的

技術課程等方面 。

24．按照訓練局的建議，政府頒佈了在1 97 6年生效的學徒訓練法令，推廣及

管制指明行業的學徒訓練工作。該法令成爲了日後有組織的學徒訓練及爲訓練技

工及技術員提供完善法律架構的基石，法令要求僱主在指明職業僱用年齡界乎十

四至十八歲人仕時要簽訂學徒合約，除非該人仕早已完成有關的學徒訓練。法令

規定，學徒合約必須經有關官方（現時爲工業敎育及訓練署署長）登記。關於非

指明職業或與十八歲以上人仕所簽署的合約亦可隨意登記 。

25．法令對於接受適當訓練的年青人的數目起了很大作用。從1 976年起，劃

定了四十二種指明職業並有大約五萬名學徒依法登記 。

26．該法令現時是由工業敎育及訓練署屬下的學徒訓練科負責執行。該科的職責

是向僱主就學徒訓練及招聘事項提供意見及協助，保証訓練適當地進行，協助解

決從已登記的合約中出現的糾紛，以及與敎育機構協調保証學徒獲得所需的職業

敎 育 。

法定的訓練當局及訓練稅

27．香港訓練局協助執行兩項由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提出並獲政府接納，有關建

造業及製衣業的訓練計劃。它協助草擬法例，在1 97 5年設立建造業訓練局及

製衣業訓練局，爲本身的行業提供訓練，並授權兩者征收有關稅項用以資助訓練

工作，所征得之稅款乃用作興建、裝備及維持各訓練中心。所有官方訓練中心佔

用的地段均獲政府免費批出。到此刻爲止，香港有兩所建造業訓練中心，第三所

正在興建中。製衣業方面亦有兩所訓練中心 。

28．這些訓練計劃皆以當時政府對工業訓練的主流政策作爲基礎，即是僱主需負

責實際訓練的支出而政府則負責提供有關的補充性的工業敎育課程（1 6段 c ）。

這些計劃使兩個行業的僱主能夠克服有關提供入職前訓練所遇到的困難，並且盡

量使僱主們能公平分担訓練的支出 。

工業訓練撥款政策的改變

29．隨着上述兩項計劃的成功，有關方面又爲其他行業作出了相似計劃的建議 。

當香港訓練局接受了計劃所需的一切，並建議政府接納之時，有人反對出現那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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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類的稅項，原因是在征收工作方面極難甚至不可能做到。結果，訓練局在

1 9 7 8 年建議政府訂立一項類似貿易推廣的按價稅作爲基礎的工業訓練普通稅
。

30．香港政府把訓練局的建議交托“多元化顧問委員會”研究。該委員會是由政

府設立的一個權力較大的組織，工作是建議政府修改現行政策或採用新政策來促

進經濟多元化的進程。委員會同意所有由訓練局建議的計劃都應當作緊急事項加

以執行但就不同意以一個普通稅作爲經費。委員會建議工業訓練的經費應來自總

稅收。政府接受此建議，但讓製衣及建造業選擇以一般稅收或特定稅作爲經費，

兩行業都選擇了後者 。

職業訓練局 1 9 8 2－

31．經由香港訓練局本身的建議及“多元化顧問委員會”考慮之後，政府於1 982

年2月制定法令成立職業訓練局取代香港訓練局的位置。由一名非官方人仕任領

導的職訓局具有諮詢與執行兩項功能，概括如下 ：

a．向總督提交意見，採取所需措施保証有一全面的工業敎育及訓練的制度

適應香港發展需求；

b．制定和推展一系列規劃，訓練所需的工人、技工、技術員及技師以維持

及改善工業；

C．設立和管理工業敎育及訓練機構。

把工業敎育與訓練兩者交由單一機構處理的目的是能使兩者有更佳的配合。

32．與職業訓練局設立的同時，香港設立了由分屬敎育署及勞工署轄下的工業敎

育科及工業訓練科合併而組成的工業敎育及訓練署。大部份新部門的人員實際上

是替職訓局工作。這些並非被派往職訓局的人員參與非屬職訓局的工作諸如傷殘

人仕的職業訓練或執行學徒訓練法令。在職訓局法令下，該署署長亦是職訓局的

執行董事。

33．在工作方面，職訓局設立了十九個訓練部門負責所有主要工商業方面的人力

培訓以及七個綜合委員會處理涉及多於一方面的訓練工作。這些訓練部門與部份

綜合委員會的職責包括評估每個方面未來人力的需求並向職訓局建議配合措施，

準備及分發訓練材料以及管理各訓練中心或其他訓練計劃。

過去二十年工業敎育及訓練的發展

34．在六十年代末期，香港有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一所工業

學院（香港工業學院）及一所工業專科學校（摩利臣山工業學院）。香港工業學

院有全日學生350人，夜 間學生5，500人，修 讀科目包括建築、工程、 商

科及紡織。課程主要爲培訓技術員一級的人員但亦有些是爲符合英國專業學院的

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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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摩利臣山工業學院於1 969年開校，設有全日、半日及夜間課程，主要屬

技工方面，包括建築、工程及商科，有全日學生220人，半日及夜間共7，000人。

36．換言之，像大部份發展中國家般香港有一個典型的工業敎育基礎，一個爲

軍隊訓練將領的基礎。正如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所做的第一份人力調查報吿的結

果清楚顯示，這個基礎與工業需求完全不適應並且不足配合香港工業對技工及技

術員的需求。

37．同樣地，工業訓練的狀况並不明朗。如前面提過，能被認爲符合西方標準的

學徒訓練計劃，只有造船業，公用事業及兩三個政府部門所採用的那少數。這些

計劃每年吸納的人數不足三百。

38．製造業的技工水平普遍低落，但良好技術却是該業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建

築業工人的技術水平稍微好點，從各方面顯示，當工業擴展時，技工與技術員的

缺乏會愈益嚴重。除少數機構有正統學徒訓練計劃，其他提供入職前訓練者亦甚

少 。

39．在技師級別方面，本地有很少機會讓本地大學畢業生獲得他們所需的實際全

面訓練成爲工程師及獲得專業地位。

40．這是在1 965年當委任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時所出現的普遍狀况。但經過

該諮委會的建議及其接替者香港訓練局後來的工作，情况有以下的改善：

I． 1 97 4年設立工商師範學院培訓車間指導員及工業敎師；

Ⅱ．四所工業學院的其中兩所（葵涌及官塘工業學院）於1 975年開學，

使香港工校學生名額總數增至全日生2，700名，半日生5，200名及夜間生

13，400名；

Ⅲ．港府於1 97 6年制定學徒訓練計劃法令，爲訓練工作提供法律根據，

預計 1 9 87 年 學 徒訓 練 計 劃數 目 增 至 3， 4 2 9項 而 同 年新 收 學 徒 增

至 4 ， 9 0 5 人 ；

IV．同在1 97 6年港府制定建造業訓練及製衣業訓練兩項法令及據此設立

建造業與製衣業訓練局並授權各自征收稅項用以興建及管理訓練中心，

地段則由政府撥出。兩訓練局於1 983年都建立了兩所中心，前者提

供的一年課程名額分別爲基礎技工1，1 00個，技術員1 20個，及工人980

個；後者則爲工人8，828個，基礎技工及技術員207個。完成一年基本訓

練後，可接受第二年的本科訓練。

建造業訓練局的第三所中心於1 989年建成，技工方面的名額有660

個而技術員方面則有60個；

V．1 979年，餘下的兩所工校（黃克競及李惠利工業學院）啓用，使全

日、半日及夜間學生數目再分別增至3，900人；1 3，100人及1 8，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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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經有關部門的建議並在職業訓練局於1 982年成立之後，工業敎育及訓練

的工作更加快速發展。

42．1 986年增建的兩所更大型的工校（沙田及屯門工業學院）落成啓用，工

校學生名額總數分別爲全日生9，700人，半日生1 6，000人及夜間生26，000人。

43．一年後第八所亦即最後一所工業學院亦投入服務，再加上現存兩所學院的擴

建工程，使所有工校可提供之全日、半日及夜間學額分別增至1 2，600；21，400及

32，000個。

44．還有在1 985年，兩個分別位於九龍灣及葵涌的大型綜合訓練中心落成。

它們共有十個訓練所爲所有方面（由工人以至技師人員）提供多方面入職前及在

職的人力訓練，包括汽車、電機、電子、煤氣、酒店、機械車間、金屬、塑膠、

印刷、紡織及燒焊。

45．自1 985年起，職訓局設立了提高香港工具製造能力的精密工具訓練中心

、珠寶業以及海員訓練中心，後者爲香港培訓符合國際規定的海員。另外還爲保

險、銀行及電子數據處理行業設立訓練中心。1 990年亦將有關於批發零售及

出入口業的訓練中心。

46．十六所訓練中心總計有學員名額共1 9，000個，中心是由職訓局屬下各自的委

員會負責管理。完成訓練後，操作部份的學員可以就業，而技工或技術員部份的

則可進入第二年的學徒訓練課程。

47．除以上計劃外，職訓局還於1 983年開展工程畢業生訓練計劃。其主要目

標是爲工程科畢業生及就讀生提供足夠實際訓練使他們能成全面的工程師，能達

專業要求及符合海內外機構認可，透過對有能力而沒進行及有進行訓練而可增加

訓練的機構給予鼓勵以達至此計劃的目標。目前正有268人在接受此項訓練計

劃 。
48．最後，職訓局還在1 985年設立了管理發展中心爲管理敎育及訓練進行研

究及推廣，配合香港管理人材的特殊需求。自始它便推行了一個普通管理課程並

且也完成了其他重要計劃。

49．總括香港1 988年工業敎育及訓練的概况，有八間工業學院全面運作（提

供學額見43段）及職訓局轄下十六所訓練中心（見46段）再加上建造及製衣業訓

練局的工作，學徒及學員可透過其一途徑受訓成爲技工或技術員。

50．以上種種表示些什麼呢？

51．表示香港目下有一個配合工商業人力結構的工業教育基礎構架，即是，香港

擁有必要的資力爲工商業培訓基層人力；以至高層人材，即科技人員。

52．表示香港有能力爲年青人提供類似西方的首年良好基礎技術訓練，以至次年

在職進修訓練，並令到大部份香港的僱主都可以推行基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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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設備的增加使工業學院能夠講授理工學院所提供的大部份技術課程（有証書

、文憑），而容許理工學院專注搞一些更高科技及開設一些學位課程 。

54．六十年代末，政府在工業敎育及訓練方面所費的開支是微不足道的。在88

－89的財政年度，政府撥給其全部資助的職訓局去進行工業敎育及訓練工作的

經常性開支費用超過四億六仟二佰萬元 。

中學敎育及專上工業敎育的發展

55．隨着前面說過技工及技術員級別的敎育及訓練的急速發展，在大學一級的普

通及工業敎育亦有同樣急速的發展 。

56．當局 致力實現普 及敎育，於 1 97 1 年 先實行小學 免費強制敎 育，1 97 2

年制定檢討中學敎育白皮書，計劃於1 979年施行九年免費強制敎育（六年小

學，三年中學）並包括資助六成中四年級學額，結果提早一年於 1 9 7 8 年達到

目標 。

57．六十年代末港府又決定設立一所多科技學院以取代香港工業學院。結果在1 9

72年在香港工業學院原址成立了香港理工學院。其目標是在七十年代中提供四千

個全日制及二萬個非全日制學額，時至今日理工學院在技術員及技師級（包括學

位）課程方面共有全日學額九千七百個及非全日的學額一萬六千四百個 。

58． 1 9 8 2年 港 府 檢 討大 專 及 專 上 敎 育 的 一 個 結 果就 是 1 9 8 4年 1 0月 在 臨

時地址所建立的城市理工學院。當此學院於89／90年遷往永久地址時將可在較高

技術員及技師級課程方面提供全日制學額五千八百個及非全日學額一萬一千個 。

59．過去二十年，兩所大學亦經過實質性的擴展。到了1 991／92年當香港第三所

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建成啓用後，將進一步增加大學敎育的就學機會 。

結論

60．上文顯示當一個政府決定了補償失去了的時間及彌補國家在工業敎育及訓練

的不足時能夠得到什麼。香港起步已是遲了，但一旦政府肯定了必需的措施，並

沒遲疑付諸實行。過去二十年香港在工業敎育制度的發展速率以任何標準去看都

是驚人的，是香港足感自豪的一項紀錄 。

61．比其他任何更能令香港的計劃得到成功的因素有 ：

I． 制定及採用一個簡單但有效的訓練政策，清楚界定整體人力訓練的需求

以及劃分負責者（即政府與僱主）的有關職責 ；

Ⅱ．設計及採用一個簡單而經濟的方法且能估計現在與未來各方面的人力需

求 ；

Ⅲ．僱主（個別以及其組織）願意與政府合作推行計劃，以及

I V．爲求一個今日香港必需的工業敎育及訓練制度，政府樂意承諾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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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經濟上的人力需求並不是固定的，它隨着經濟的上落而變動 。

63．要成功的話，一項人力計劃及訓練制度是必需能夠察覺及計算需求的變動並

能作出回應，換言之制度必需靈活，香港的經驗一直以來都是把工業敎育及訓練

兩者同交由一個法定及自主的機構（即職業訓練局）負責進行，現時職訓局是按

年度編排預算。若能按更長的時間編排預算則更有助其靈活性 。

64．期待將來，香港完全相信倘有政府，僱主及社會的繼續承諾與支持，其所施

行的制度必能應付未來的種種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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