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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集思會發表調查報告 

揭「90 後」六大特徵 

《新聞稿》 

（2013 年 1 月 24 日） 

今日，香港集思會發表題為《第5代香港人—「90後」的自白》的研究報告。研

究於去年10月至11月進行，以隨機抽樣方式透過電話訪問了1,014名於1990-99年

出生的「90後」青少年，同時邀請了117名「90後」及其他相關人士，包括家長、

教師、僱主、「80後」等，進行聚焦小組及深入訪談。 

研究發現「90後」有以下六大特徵： 

第一：「冇得上網會死！」 App 世代的網絡文化 

「90 後」生於資訊爆炸年代，擅長應用數碼科技，習慣隨時隨地上網，以互動

及全天候形式與朋友保持緊密聯繫，並喜歡以「集郵」方式交友，群組力量。 

約 8 成受訪者認為 WhatsApp（82%）及 Facebook（77%）是他們日常聯繫別人的

「重要/非常重要」渠道，其次是手機（70%）。 

在接觸資訊方面，接近 9 成（87%）受訪者表示網絡平台對他們「重要/非常重

要」，其次是 Facebook（76%）和電視（59%），報紙和電台的重要性則相對較低。 

第二：「冇人能夠代表我！」 不再服從傳統與權威 

「90 後」在政治、學校、家庭及工作的各個範疇，均體現了據理力爭、不輕易

服從權威的自主性。他們不滿政府的諮詢及施政手法，同時，逾半受訪者不認同

專業人士（54%）或政黨組織（55%）能代表他們的立場，亦抗拒吹捧「政治明

星」，強調集體參與及抗爭。 

他們傾向接受以「激進」的手法表達意見。調查發現近半（48%）「90 後」在過

去一年曾參與網上聯署，但只有 21%曾參加遊行或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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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是中國人！」 兩地文化融合卻萬萬不能 

「90 後」經過公民教育、通識教育的洗禮，對中國的認識日益加深，一般會坦

承自己擁有中國血統，並指內地發展迅速、潛力優厚。 

然而，他們會強調自己是身分較優越的「香港中國人」，選擇性地接受兩地融合。

對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基本接受，41%的被訪者表示「同意/非常同意」，遠高

於反對的 22%；但在兩地文化融合方面，「同意/非常同意」的僅得 30%，反對的

達 39%。 

同時，他們亦不願北上發展事業，願意長期到內地工作的僅得 13%。 

第四：「搵錢不是最重要！」 人生不是只得工作 

作為職場新力軍，「90 後」擁有一套獨特的工作價值觀，既強調私人時間，也要

求工作自由度和「做得開心」，近半（47%）受訪者表示「我鍾意做老闆多過打

工」，對創業抱有濃厚興趣。「90 後」的父母大多累積了一定財富，令子女的養

家壓力較少，選擇工作時變得挑剔，一旦不開心就辭職轉工，容易與上一代及僱

主產生衝突。 

第五：「我們重視生活質素！」 社會不應盲目發展 

正因成長於物質較豐裕的年代，「90 後」講求生活質素、強調可持續發展。問卷

調查中有 51%受訪者認同「環境保護比經濟發展更加重要」，不同意的只佔 14%，

可見這一代不再單純滿足於高速經濟增長。 

這批年青人亦批評香港的經濟及工種過於單一化，主張開拓新的產業，給予中小

企更多生存空間。 

第六：「其實我們想結婚！」 非常傳統的關係觀 

新一代的「90 後」經常被標籤為對戀愛關係不認真，但是次調查卻發現他們對

戀愛態度偏向保守。高達 89%受訪者不認同「一腳踏兩船」，56%表示「以結婚

為拍拖目標」，61%希望婚後生兒育女。 

此外，82%受訪者認為「年青人對社會及家庭應有責任和承擔」，不同意的只佔

3%，反映他們頗為傳統的家庭觀念。 

最後，主流社會中的「90 後」雖然諸多意見，但調查結果顯示他們頗滿意現狀，

對現時的生活質素，45%形容為「好/非常好」，60%自覺生活過得「開心/非常開

心」，認為「唔開心/非常唔開心」的只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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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集思會建議 

針對「90 後」的處境及心態，香港集思會建議推動「網絡政府」，呼籲各政策局

及部門建立更開放的互動平台，增強與年青人溝通，了解他們的訴求。香港集思

會青年課題研究名譽顧問周偉立表示：「現代社會變化急速，『90 後』的想法與

之前的世代不盡相同，他們自己之間的差異也很大。我希望大家能拋開自己的想

法，細心聆聽他們的聲音，用心與他們溝通。」 

香港集思會又建議政府與學校合作舉辦「模擬政府」活動，讓學生扮演官員、議

員、公眾等不同持分者，引導年青人從多角度思考及回應議題，加強他們對社會

政策的分析能力；同時，香港集思會建議學校與企業合作推行「模擬企業」計劃，

讓學生以模擬場景的方式運作企業，引導他們從僱主、管理層、中低層員工、顧

客等不同身分思考問題。香港集思會另一青年課題研究名譽顧問張華強說：「讓

年青人體會企業營運的各種挑戰，認識不同崗位的責任，可增強他們的知識、培

養他們將來投身社會的合適工作態度。」 

香港集思會的其他建議包括強化職業教育，企校合推現代學徒制；開拓新興產業，

為青年就業提供出路等。 

香港集思會總裁黎黃靄玲表示，由於「90 後」年紀尚輕、資歷較淺，若干年後

其思想、態度及行為或會有所改變，本研究只是以「瞬象」（snapshot）形式，

紀錄這批年青人此刻的處境及心態，作初步探討。香港集思會呼籲政府及各有關

團體就不同範疇作出深入調查，集思廣益，為有關的政策制定提供更豐富的參考

資料及建議。 

 

 

詳細研究報告及建議請參閱香港集思會網站 http://www.ideascentre.hk。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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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集思會簡介 

以「齊思考、創未來」為座右銘，香港集思會是一家獨立、無政治背景、非牟利

的政策研究機構，由一群熱愛香港人士於 2008 年 12 月創立，專門發掘、搜集和

研究對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富建設性和具創意的建議，給政府、有關人士和公眾

參考。 

透過集思廣益，香港集思會的研究工作有三大範疇：一、增加香港的競爭能力；

二、促進香港經濟及社會持續發展；及三、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 

 

青年課題研究名譽顧問 

周偉立博士 香港大學學生事務長、香港大學通識教育總監 

張華強先生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常務副會長、仁愛堂董事局前副主席 

葉兆輝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總監 

馮紹波先生 香港集思會主席 

黎黃靄玲女士 香港集思會總裁 

楊佰成先生 香港集思會理事 

 

青年課題研究組成員 

陸偉棋博士   香港集思會首席研究主任 

唐希文女士 香港集思會研究主任 

余婉華女士   香港集思會研究主任 

何雅瀚女士   香港集思會研究助理 

 

傳媒查詢 Yvonne Kwok 電話：2114 1488 / 9322 4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