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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是港事 

 

倡「再工業化」  勞方莫表錯情 

 

近期一個頗受重視的關鍵詞是「再工業化」。但究竟它所指的是甚麼 ，

卻好像一直未有清楚說明。究其原因，可能是如果講得十分清楚，則

「再工業化」一詞便會失去它的魅力和說服力。  

 

保持模糊 性  求方便避爭議 ？  

 

現在，在沒有清楚說明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各自表述、各取所需、各

有不同的想像。社會各界各有不同利益和考慮，並按此而各自填上自

己對「再工業化」的考慮和計算。講得太具體的話，就很難再有想像

的空間。有關「再工業化」的討論，或者就是保持着這樣的模糊性最

為方便，以免引起爭議。  

 

今時今日所謂「再工業化」，其實極難討好社會大眾，原因是以今天

的香港社會而言，這不太可能是全面振興經濟、製造大量就業的經濟

發展策略。問題倒不在於時下的年輕人或打工仔不再願意「從低做起 」

或者不能捱苦，而是在目前這個「後工業」的經濟環境裏，根本不可

能再會有舊式製造業那種由幾個行業來帶動普遍就業的發展空間。  

 

建新工業  非製造業回流  

 

由重新復興手工或技術製造，到引入科技產業，其運作方法都一定明

顯地有別於昔日的加工製造行業。所以，今時今日所講的「再工業化」，

是另有所指，而不是另一次將製造業帶回香港那麼簡單。  

 

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再工業化」便不可能只是想到一兩個點子，

覺得或者這個行業有可能在香港有所發展，而是要在很多個行業上想



出新的發展條件和空間，並且有系統地找到推動的方法與方向，那才

有可能於經濟結構層面上啟動轉變。  

 

事關就算我們可以在這個或那個行業想出一些新的發展方向，它們會

限於生產成本而需要走限量生產、以技術或手工為賣點的路綫，規模

不大，不會大量招聘人手。又或者所應用的科技要求較高，需要的是

技術人員，或甚至是專業人員，而不是一般勞工。  

 

能夠受惠於這些「新工業」的僱員，是具備技能或學歷的一群，為數

不多，而不是舊式製造業所照顧的勞苦大眾。當然，以上所講並不表

示「再工業化」的想法有些甚麼問題，而是我們應該一早將事情說得

清清楚楚，以免一些勞工界代表、工會領袖「表錯情」，事後才追問

為何最後的結果完全不是他們想像之中的東西。所以，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便應該將「再工業化」的概念搞清楚，以免日後又出現爭議。  

 

拋出大概 念  難再滿足期望  

 

我認為應該把事情說清楚，不是因為我們視此為學術討論，而是必須

明白今天在香港探討經濟發展策略、創造就業方案，思考方法必須跟

以前很不一樣：所謂策略，很難再可以一種招式而照顧不同社會、文

化背景的僱員。  

 

舊時那種普遍應用的策略或手段，基本上已不適用於現時的環境。以

為拋出一個大概念，又或者擺出一種高姿態而能夠滿足廣大市民、各

個社會界別的期望，肯定是相當不切合現實的想法。  

 

換言之，今天相關的政策討論必須很細緻的分析誰會直接受惠？有可

能帶來哪些下游產業？而那又將會為誰帶來好處？而不是很概括的泛

論「再工業化」一定能為港人帶來新的機會。  

 

社會經濟環境早已發生變化，舊的一套想法與做法均無法應付新的需

要和期望了。  

 

撰文: 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