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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徒交流计划”视角看
香港学徒培养

一、香港“学徒海外学习及交流计

划”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职业训练局学徒事

务署推出“学徒海外学习及交流计划”，每年

筛选若干批由雇主提名的学徒前往欧洲、日、

韩等国家（地区）参加海外学习及交流，有计

划地训练青年学徒，以帮助学徒“开阔视野，

提升工作表现，促进企业发展”。该计划得到

了广大雇主及企业学徒的青睐。

二、香港“大湾区学徒学习及交流

计划”

201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职业训练局充

分利用广州在技工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资源优势

以及香港和广州之间便利的交通条件，推出

“大湾区学徒学习及交流计划”，就技能人才

培训、世界技能大赛选手训练、港企在穗人员

技能提升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至2019年底，

香港多批次派遣学徒来穗参加电气技术、楼宇

设备工程、空调技术、车身修复技术等多方面

的交流和培训。

三、香港学徒培养的特点

“学徒海外学习及交流计划”和“大湾

区学徒学习及交流计划”是在香港《学徒制

度条例》框架下，落实香港学徒制度的具体

举措。香港学徒培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

明特点。

（一）各方角色定位明确

政府是学徒制度的制定者，对学徒培养的

实施进行统一管理。

职业训练局是牵头单位，负责学徒制度的

宣传推广、学徒训练计划的制订、实施和监管

等。

企业雇主是学徒培养的具体实施主体，

必须具备履行《学徒制度条例》所规定的

聘用学徒的能力，有足够的设施为学徒提

供系统训练，愿意资助和批准学徒修读制

定课程，同意接受政府对学徒训练情况的

监督。

学徒主要指年满14岁但未满19岁，受雇于

机电、珠宝、建筑、汽车等行业且尚未完成学

徒训练的青少年，必须按照合约规定履行学徒

摘 要：本文介绍了香港“学徒海外学习及交流计划”和“大湾区学徒学习及交流计划”，分

析了香港学徒培养的特点，阐述了其对技工院校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实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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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完成学徒研修课程。

（二）关注不同行业的需求

香港学徒培养，考虑了业界和青少年的差

异化需求，为不同青少年提供了与之对应的在

职培训。学徒训练计划是职业训练局推行的法

定职业训练计划，涵盖香港各个工业技术性行

业。

同时，职业训练局还面向零售、美容、美

发、旅游及酒店服务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开展

岗前短期培训，旨在满足学徒的学习意愿，帮

助学徒获得进入服务行业的初级技能，提升就

业能力。

（三）学徒成长阶梯设计合理

根据初次学历、年龄、岗位工作经验和技

能等考查因素，香港学徒培养体系分为注册技

工学徒、技工、注册技术员、技术员、专业技

术人才（工程师、设计师、监督员等）。

学徒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攻读对应的课

程，初期可申请注册技工学徒（初中学历）或

注册技术员学徒（高中学历），后期可根据

自身能力和课程成绩申请高级别的技术等级证

书。

四、香港学徒培养的启示

香港推进学徒培养取得的成绩，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

（一）做好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

学徒培养需要制定国家、地方和行业协

调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对学校和企业

的约束机制，建立专门推进实施学徒制的跨

部门协作管理机构，建立各方认可和参与的

协调和实施、监管机制，在维护学徒权益的

同时也要确保企业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有相对

的自主权。

（二）关注企业痛点，建立共生机制

必须优先考虑企业痛点，深化校企合作，

建立校企共生机制，创造校企双赢局面；要考

虑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问题，要优先选择专

业匹配高、有广泛合作空间的项目开展学徒培

养。

（三）完善激励机制，保障学徒权益

香港在政策上给予学徒大力支持，让学徒

在安心工作的同时提升学历。这就要求我们在

制度设计层面，要充分关注学徒、雇主及政府

各方利益，要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学徒培养体

系。要明确学徒的身份定位，解决好学徒“学

生”和“准员工”的双重身份问题，完善相关

激励机制，切实保障学徒的权益。

（四）大胆实践探索，加强交流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

训、师生交流、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合作，支持

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交流合作，共建一批特

色职业教育园区。支持各级各类教育人才的培

训交流活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要深化与香港在职业教育各方面的

交流，加强在学徒培养方面的合作，借鉴香

港学徒培养的先进做法，大胆实践，努力探

索，走出一条适合行业要求的新型学徒培养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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