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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集思会发表调查报告 

剖析年青人的处境和要求 

《新闻稿》 

（2015年4月13日） 

 

香港集思会刚完成了一项题为《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和要求》的研究，访问了 1,505 名 15

至 39 岁的年青人，并邀请了 115 名相关人士参加聚焦小组和深入访谈，藉此了解不同

年龄组别、人生阶段和经济背景的年青人的情况。 

 

不只满足于个人需要，也要求社会进步 

 

研究发现近半（48.3%）受访年青人对个人现况感到「满意／非常满意」，约四成认为「一

般」，「不满／非常不满」的占一成（9.8%）。对于 15-19 岁青年，「学业成绩欠理想／担

心升学」是他们对现况最为不满的事。而 20-39 岁年青人的个人不满，主要是「工作收

入不理想」，「自己／屋企经济状况欠佳」及「楼价租金太高／居住环境欠佳」。 

 

与此同时，对香港社会状况表示不满的受访者占三成（29.8%），远高于对个人现况不满

的 9.8%，反映年青人不只满足于个人的发展需要，也热切要求社会进步。受访者当中以

20-24 岁的组别对社会最为不满，达 42.7%。 

 

房屋是头等大事 

整体而言，受访青年最关注的社会议题，首三项都是关乎住屋，包括「压抑租金／楼价」

（38.7%）、「多建公屋／居屋」（28.0%）和「提高整体房屋供应」（26.1%），其次是「物

价／交通费太贵」（24.8%）。 

对大部分受访者来说，置业是安全感的来源。当楼价不断上升，但薪金增长缓慢或停滞

不前的时候，置业越来越遥不可及，令他们对前途感到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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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少年青人仍以置业为目标，尤其是有刚性需求的拟结婚人士。研究发现，「婚后

分居」的个案正陆续出现。有新婚夫妇在婚后回到各自父母家里居住，到周末才相聚，

目的是避免负担昂贵租金，尽快储够首期买楼。 

此外，在低收入青年当中，居住劏房但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也日趋普遍。在租金上涨，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很多年青人不断被迫迁，但劏房「越劏越细 越住越贵」，严重影响

年青人的生活质素和人生规划。 

 

期望调整「自由行」政策 

除房屋及物价／交通费外，「减少自由行数目」是受访者最关注的社会议题，占受访人

数的 23.4%。被访者普遍认为「自由行」旅客和水货客对民生有很大影响，包括导致交

通和市面挤迫、店铺单一化、物价上升等，期望调整有关政策。从事与「自由行」／水

货客相关行业的年青受访者，对收紧政策的建议普遍处之泰然，个别被访者的应变方法

是转工。 

香港集思会总裁黎黄霭玲说：「当香港年青人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无法改善，外出又

要面对越来越挤迫、越来越面目全非的环境时，产生压迫感和不满情绪，可以理解。」

她又表示：「香港应制定一套长远的旅游业发展策略，除经济利益外，为求社会稳定，

两地和谐，更须考虑香港的承载力，和本地的民生及民心问题。」 

新高中学制和副学士制度带来问题 

研究又发现，在新高中学制下，文凭试犹如「一试定生死」，不但增加了学生的压力，还

间接加强了学生的挫败感。「三三四」学制令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要在学校留足六年」，

加上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限制了他们在适当时候寻找其他出路的机会。有同学因

为适应不了新学制，出现情绪问题。 

此外，受访者普遍对副学士制度评价负面。批评包括：副学士能衔接大学的成功率偏低；

学费昂贵，不少同学欠下数以十万元的学债；及副学士在职场的认受性受到雇主质疑，

部分人收入更低于「文凭和证书」毕业生。因此，副学士容易对社会产生怨气。 

倾向以理性积极态度解决问题 

 

虽然年青人有很多不满，就解决个人和社会的问题，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积极的，

大部份受访者表示会努力读书或工作。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他们还表示会发表意

见、提出建议、参选及参政、贡献社会。他们希望政府聆听他们的意见，政府的各种咨

询途径，包括邀请年青人参加咨询组织、定期会面、搜集网上意见或定期进行民调，都

有约半数的被访者觉得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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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追求核心价值，为公义接受抗争行为 

 

研究显示香港年青人最重视的核心价值，依次是廉洁、自由、公义和法治。值得留意的

是，在追求核心价值的过程中，不少年青人对抗争表示接受。有接近四成（38.3%）受访

年青人认为，以公民抗命方式争取公义，并无不妥。20-24 岁群组的年青人对这句说话的

认同度更高达 47.1%。同时，当被问及「如再有类似占领行动，他们会否参与其中」时，

约四分一被访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接受两地经济融合多于文化融合，认同香港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的责任 

受访年青人对国家近年发展的评价大致是「有进有退」。除了认为经济发展有进步外，

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民生和教育的评价都一般。 

他们支持加强两地经济上融合的比例较反对的多，但对于文化上的融合则较为抗拒，觉

得内地人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与香港差距很大。 

有关香港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的责任，受访者认同的占 35.5%，比不认同的多，持中

立态度的，大约四成左右。 

建议 

 

本研究认为房屋和「自由行」／水货客问题极为重要，必须正视。但由于这两项问题属

全港性，非年青人独有，同时鉴于相关政府已承诺积极处理，本研究提出的具体建议，

主要针对年青人的独有问题。建议包括：改善副学士相关政策、加强中学生生涯规划、

改善营商环境、优化与内地交流方式和提高青年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比例。相信这些

措施长远而言有助改善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响应他们的要求，减少他们的怨气，令他们

更积极正面地为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努力。 

跟进 

香港集思会总研究主任何建宗强调，年青人所面对的问题相当复杂，他们之间的差异也

很大，有各自的想法。这当中既反映世代价值观的转变，也与他们身处的人生阶段有关。

社会各界应该继续与年青人沟通，聆听他们的要求。 

香港集思会再次呼吁政府及各有关团体，定期就不同范畴及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集思

广益，为青年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客观、准确、详尽的参考数据。 

 

详细研究报告及建议请参阅香港集思会网站 http://www.ideascent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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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研究于2015年1月至3月进行，方法主要分为问卷调查、聚焦小组及深入访谈，问卷

调查及聚焦小组部分委托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进行。问卷调查透过随机电话访问，

成功访问了1,505名15至39岁的年青人；应邀出席聚焦小组讨论的年青人共68名；深

入访谈对象包括专家学者、教育界人士、青年工作者、政党青年代表、学生及各行

各业的年青人，总被访人数为47人。 

 

2. 香港集思会曾于2013年1月发表题为《第5代香港人－「90后」的自白》的研究报

告。《香港年青人的处境和要求》是香港集思会就年青人问题作出的第二项大型研

究。 

 

----- 完 ----- 

 

 

香港集思会简介 

以「齐思考、创未来」为座右铭，香港集思会是一家独立、无政治背景、非牟利的政策

研究机构，由一群热爱香港人士于 2008 年 12 月创立，专门发掘、搜集和研究对香港经

济及社会发展富建设性和具创意的建议，给政府、有关人士和公众参考。 

透过集思广益，香港集思会的研究工作有三大范畴：一、增加香港的竞争能力；二、促

进香港经济及社会持续发展；及三、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 

 

作者简介 

黎黄霭玲女士 现任香港集思会总裁、前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及总经济师。除全球贸

易推广外，曾掌管及从事研究工作逾 30 年。 

何建宗先生 香港集思会总研究主任，曾任职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 

余婉华女士 香港集思会高级研究主任，曾长期任职政府统计处。 

张羽廷先生 香港集思会研究主任，曾任职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 

 

传媒查询 Yvonne Kwok 电话：2114 1488 / 9322 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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