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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大战”

事实上，最近几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才大战”如火如荼，

两地也一直在致力于制定更加有吸引力，更加精准吸引人才的

移民政策。

在 2022 年 8 月的国庆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

加坡须不断建立全球一流的人才库，除了壮大本地人才，还需

要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就在李显龙演讲后一周，新加坡人力部宣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开放“顶级专才准证”（Overseas Networks & Expertise 

Pass，ONE Pass）申请，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限额，争夺

全球顶尖人才。相较一年前推出的“科技准证”（Tech Pass）

计划，此次推出的“顶级专才准证”不设申请人数或所属国籍

限额，持有者不必受限于特定的任职公司，可在多家公司任职，

逗留期延长至 5 年。此外，“顶级专才准证”也为持有者配偶

求职提供了便利。该准证持有者的配偶在新加坡本地求职，可

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同意书，不必另外申请工作准证。

香港同样也感受到了来自“人才荒”的压力。香港劳工及

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此前曾表示，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

约 14 万人。其中，有近 7.8 万人的年龄在 25 至 39 岁之间。此外，

有三分之二的流失人才属于高技术人才，近 8.8 万人。

“香港一定会抢人才”。在上任后，香港特首李家超曾多

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一话题。在去年 10 月公布的首份施政报告

中，新公布的吸纳人才政策力度可谓前所未有。为了更好抢人

留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磅利好政策：优才

取消限额、专才放宽要求，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

才通）在内的一系列“抢人才”措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招揽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在“抢人才”领域，去年 12 月推出的“高才通”备受关注。

这项计划瞄准海内外高学历人才和高薪人才，接受 3 类人申请：

A 类为申请前一年年收入达 250 万港元或以上的人；B 类为本

科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 5 年累计至少 3 年工作经验

的人；C 类指在申请前的 5 年内，从全球百强大学本科毕业，

但工作经验少于 3 年的人。其中，A、B 两类人可获发为期两

年的通行证来港发展，不设获批人数限额。C 类人每年限额 1

万人。根据相关标准，内地满足条件的高校有 9 所，包括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较安静了”。在夏丽看来，香港相对于新加坡来讲，会有更传

统的中国文化，更地道的东方食材，而且靠近大湾区，这是香

港比较吸引她的地方。

很多人会问夏丽，为什么要从新加坡到香港呢？“这也有

很多综合的原因。新加坡虽然是一个优秀的国家，但是作为外

国人的话，在新加坡多多少少会感觉到本国人与外国人的一些

区别。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国际学校读书，儿子不会获得学

生证，没有这个学生证，我们去到哪里都是外国人的待遇。去

图书馆办读书证是按外国人的待遇收取费用的；去美术馆、动

物园之类的，都是按外国居民来收取票价的，而本地人是免费

或者半价。他会有很多措施，让你无时无刻不觉得你是一个外

国人，你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国家。”

除了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让人有种疏离感，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一般的外国人在新加坡很难找到工作。“因为每个

公司都会有配额，就是要招到多少个新加坡人才能招一个外国

人，所以其实大部分公司都是偏向于招本地人的，除非是非常

优秀的高端人才，值得公司为你做一系列的申请和时间等待，

然后再招聘你。通常情况下，急于用人的企业都是不会招聘外

国人的。”

当然，最终促成夏丽举家搬迁的重要原因还是亲情牵绊。

“我们本来是大湾区人，说粤语，家也离香港近。在收入、住

宿环境与新加坡没有太大差异的情况下，我们更喜欢香港，气

候宜人，自然风光优美，食物可口，背靠大湾区能吃到久违新

鲜的食材，说着熟悉的粤语，虽然不是香港永久居民，除了购

房外，医疗、入学、交通，包括香港政府最近发的消费券，我

们都享受到政府一视同仁的对待，让我们很有融入感与归属感。

另外，新加坡这两年物价飞涨，香港和新加坡的消费水平已经

差不多了。相同地段，香港的房屋租金和新加坡不相上下，也

挺宜居的；学生的学位也不紧张，而且现在只要拿着香港身份

证，找工作也不困难；对老百姓而言，光就这三点，香港比新

加坡更加友好。

“更重要的是现在通关了，感觉打开了一扇大门。疫情三

年，不少海外朋友的亲人过世，也无法见到最后一面，留下遗憾。

我们的父母年事已高，随时回家看爸妈、看家人，这是我们人

生这个阶段最想做的，很高兴现在我们实现了。”

当然，夏丽一再强调，每个人的家庭境况不一，人生所处

的阶段不一，需要奋斗的方向也不尽相同，无论是香港，还是

新加坡，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