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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留意到香港學生在聯招課程的選擇上，緊貼市場人才需求，幾乎是各行業的溫度計。學生作出的每一個選擇

，都是他們自己、家長、老師甚至學校的共同選擇，往往在某一年某一行業發展蓬勃時，相關課程的學生申請人數

會大幅上升。或者某行業入行有困難時，學生人數便會相應下跌。其實，任何行業的發展都會有升有降，不能單以

某年度畢業生受聘的情況作準，同學的眼光應該放長遠些，分析心儀行業長遠發展，4年後大學畢業時，它會有怎樣

的前景，再作決定。

美國有一個頗有用的就業參考資料，是美國勞工部對各行各業作出的10年僱員需求預測，筆者經常以這些資料作為

就業選擇的參考。當然美國與香港的行業發展情況不同，面對美國的人才需求分析，大家要經過消化，才能用於推

測香港的就業走勢。美國是世界經濟龍頭，許多行業的發展亦由美國首先帶動，因此它的就業趨勢有一定的指標作

用。

近年，美國的就業指數都以醫療行業、資訊科技等為首選。醫療行業隨着人口整體老化及醫療水準的上升，有頗大

的發展需求，前景可觀。至於資訊科技行業，無可否認其發展一直蓬勃，而且該行業所聘請的人士，不一定要唸資

訊科技出身。當不同行業聘請資訊科技人才時，多數希望聘請到具備專業知識，又懂得市場營運、管理的人。換句

話說，同學可以在學士時唸資訊科技，碩士時唸另一課程，例如會計、市場學。或者在學士時唸其他課程，碩士才

選讀資訊科技。同時兼具兩方面知識及工作經驗，應會有不錯的就業發展。

至於一些行頭較窄、聘用人手有限的行業，同學就要小心選擇。早前筆者在電台節目訪問香港準教師協會，已知現

時本地人口下降，教育課程畢業人數沒有隨需求下調，出現供過於求，畢業生找不到教師職位，只能成為準教師。

筆者亦曾經是教師，明白很多老師都是帶着熱誠或服務學生心態入行，但被拒門外；或多年擔任教學助理也等不到

轉職機會，最後不得不轉行。當然，也不是所有教育畢業生都有就業困難，主修語文科的情況會較佳。所以，若同

學打算進入行頭較窄的行業，就要留意4年後的就業走勢。

本欄歡迎讀者提問升學及就業疑難，來信請寄香港大埔工業邨大昌街23號東方報業中心《東方日報》教育版〈升學

就業信箱〉收。

傳真：3600 6800

電郵：mcshi@hki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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