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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扶貧委員會 
青年教育、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 

文件第2/2015號 

智經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 
《激發原動力  開拓新思維  助青年  闖出一片天》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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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過去20年間，經濟及社會民生、教育、就業、 
創業及營商環境的變化，為青年向上流動帶來的挑戰 
 

• 就協助青年「累積資本」和「踢走障礙」提出建議， 
以促進向上流動 



研究結果 



教育問題 

• 教育程度上升，收入水平下降 
 青年的就學及「曾接受專上教育」比例增加 
 青年賺取較低收入的比例較高 

• 人力資源失衡，影響學歷對向上流動的效用 

 副學位畢業生供過於求，陷入「升學」、「就業」兩不成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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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400 
2022年：+12,900 



生活負擔重 

• 通脹壓力 

 收入增幅僅高於通脹 

• 還款壓力 

 專上畢業生還款額佔收入一定比重 

• 置業壓力 

 樓價與收入比率增加，儲蓄首期所需時間上升約一倍 

6 

14.4 
12.7 
8.8 

儲
蓄
首
期
所
需
時
間
  
  

1991 

2011 
2014 



就業創業 

• 經濟結構側重服務業，就業選擇狹窄 

• 從事高薪職位較少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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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青年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飲食及酒店業 



職業教育未盡完善 

• 職業教育法規未適時修訂 

• 《學徒制度條例》涵蓋的年齡範圍及行業未夠廣泛 

• 資歷架構推行緩慢，認受性不高 

 只有19個行業成立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只有10個行業推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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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創業 



「曾接受專上教育」者賺取高收入 
 比例遠高於「未曾接受專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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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曾接受專上教育 

 

0.38% 
未曾接受專上教育 

VS 
39.56% 
曾接受專上教育 6.92% 

未曾接受專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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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學位及以上 

 
 

0.3% 
專上非學位 

VS 
48.12% 
學位及以上 

20.54% 
專上非學位 

持「學位及以上」學歷賺取高收入 
比例高於持「專上非學位」 

教育仍然是上游的重要途徑 



社會民生 

• 人口高齡化，「無收入」或「低收入」人士增加 

• 收入差距擴闊，貧富懸殊日趨嚴重，社會流動性低 

•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額10多年來沒有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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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改革學徒制度，推動「產、學」合作 

 
 

• 優化學徒計劃名稱，以反映計劃的職業前景 
• 取消《學徒制度條例》的年齡上限 
• 涵蓋適合青年投身的行業(如調酒、郵輪及 

海上文娛康樂活動服務) 
• 畢業證書分級制(如優異、良好或合格) 
• 推動「產、學」合作，提供有系統及高質素 

的職能培訓，使專業資格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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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資歷架構成效 
 

• 整合工作技能、經驗與學歷，讓接受培訓及持續進修的青年
有機會升職加薪 

 
 加快推動更多行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和 

推行「過往資歷認可」 
 全面推廣「學分互認」機制 
 豐富課程內容(如加入更多實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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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副學位定位 

• 檢討副學位定位，配合人力市場需求 

 是學習的中途站?  
 還是終站? 

• 審視副學位成效 

 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持續進修的途徑 

 確保所學與市場需求接軌，提升認受性 

STOP 



提升個人條件 

• 協助青年裝備自己，以把握全球化和中港融合帶來的機遇 

• 為「持續進修基金」加碼，鼓勵持續進修 

• 提供資源，由院校舉辦更多有關內地經濟和營商環境的活動及課程 



紓緩畢業生還款壓力 

• 將畢業生開始償還貸款的時間與其收入掛鈎 
• 容許貸款人選擇延遲最多5年，直至收入達至某一水平才

開始還款 
    

 減低青年的即時還款壓力 
 減低在職貧窮風險 
 幫助他們儲蓄作進修及其他人生規劃之用  
  



• 推動發展更多青年宿舍計劃，紓緩青年的住屋負擔，助 
他們早日累積資金作「上車」置業之用 
 

• 鼓勵擁有土地和資源的團體，發展青年宿舍項目，以減少
青年的住屋支出 

減輕住屋支出，推動青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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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優勢產業和傳統產業在現有基礎上邁向高增值，以創造 
更多較高薪的職位 
 
• 傳統旅遊業可藉發展會展旅遊，帶動其他相關行業發展 

• 傳統產業注入創新元素，積極拓展新客源 
 傳統紡織品+設計，建立品牌特色 
 傳統商品+Apps ，以香港特色作招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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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高增值產業 
 



• 提供多元創業支援措施，為有意創業青年締造有利的發展環境 
 

 提高審批「小型創業貸款」的透明度 

 為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訂立實務指引及守則 

 提供更多商務工作間供使用(如活化工廠大廈、 將使用率不足的 

設施重新規劃) 

 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展覽會、展銷會和旗艦盛事 

20 

為有意創業青年拆牆鬆綁 
 



• 建立具分析功能及追蹤性的數據系統，以充分反映社會流動 
情況 

• 定時搜集及公佈有助量度社會流動性的資料及數據 

• 長遠而言，建立一套可量度社會流動性的指標供各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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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數據系統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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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青年需明白無論社會環境如何美好，公共政策如何完善，
前途始終由己創 

• 各方須正視並協助青年向上游，令社會穩定發展、保持 
競爭力 

• 父母應尊重子女的個性，讓他們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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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