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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集思會發表調查報告 

剖析年青人的處境和訴求 

《新聞稿》 

（2015年4月13日） 

 

香港集思會剛完成了一項題為《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和訴求》的研究，訪問了 1,505 名 15

至 39 歲的年青人，並邀請了 115 名相關人士參加聚焦小組和深入訪談，藉此瞭解不同

年齡組別、人生階段和經濟背景的年青人的情況。 

 

不只滿足於個人需要，也要求社會進步 

 

研究發現近半（48.3%）受訪年青人對個人現況感到「滿意／非常滿意」，約四成認為「一

般」，「不滿／非常不滿」的佔一成（9.8%）。對於 15-19 歲青年，「學業成績欠理想／擔

心升學」是他們對現況最為不滿的事。而 20-39 歲年青人的個人不滿，主要是「工作收

入不理想」，「自己／屋企經濟狀況欠佳」及「樓價租金太高／居住環境欠佳」。 

 

與此同時，對香港社會狀況表示不滿的受訪者佔三成（29.8%），遠高於對個人現況不滿

的 9.8%，反映年青人不只滿足於個人的發展需要，也熱切要求社會進步。受訪者當中以

20-24 歲的組別對社會最為不滿，達 42.7%。 

 

房屋是頭等大事 

整體而言，受訪青年最關注的社會議題，首三項都是關乎住屋，包括「壓抑租金／樓價」

（38.7%）、「多建公屋／居屋」（28.0%）和「提高整體房屋供應」（26.1%），其次是「物

價／交通費太貴」（24.8%）。 

對大部分受訪者來說，置業是安全感的來源。當樓價不斷上升，但薪金增長緩慢或停滯

不前的時候，置業越來越遙不可及，令他們對前途感到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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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少年青人仍以置業為目標，尤其是有剛性需求的擬結婚人士。研究發現，「婚後

分居」的個案正陸續出現。有新婚夫婦在婚後回到各自父母家裡居住，到週末才相聚，

目的是避免負擔昂貴租金，盡快儲夠首期買樓。 

此外，在低收入青年當中，居住劏房但環境越來越惡劣的情況也日趨普遍。在租金上漲，

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很多年青人不斷被迫遷，但劏房「越劏越細 越住越貴」，嚴重影響

年青人的生活質素和人生規劃。 

 

期望調整「自由行」政策 

除房屋及物價／交通費外，「減少自由行數目」是受訪者最關注的社會議題，佔受訪人

數的 23.4%。被訪者普遍認為「自由行」旅客和水貨客對民生有很大影響，包括導致交

通和市面擠迫、店鋪單一化、物價上升等，期望調整有關政策。從事與「自由行」／水

貨客相關行業的年青受訪者，對收緊政策的建議普遍處之泰然，個別被訪者的應變方法

是轉工。 

香港集思會總裁黎黄靄玲說：「當香港年青人的居住環境極其惡劣，無法改善，外出又

要面對越來越擠迫、越來越面目全非的環境時，產生壓迫感和不滿情緒，可以理解。」

她又表示：「香港應制定一套長遠的旅遊業發展策略，除經濟利益外，為求社會穩定，

兩地和諧，更須考慮香港的承載力，和本地的民生及民心問題。」 

新高中學制和副學士制度帶來問題 

研究又發現，在新高中學制下，文憑試猶如「一試定生死」，不但增加了學生的壓力，還

間接加強了學生的挫敗感。「三三四」學制令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要在學校留足六年」，

加上家長「望子成龍」的心態，限制了他們在適當時候尋找其他出路的機會。有同學因

為適應不了新學制，出現情緒問題。 

此外，受訪者普遍對副學士制度評價負面。批評包括：副學士能銜接大學的成功率偏低；

學費昂貴，不少同學欠下數以十萬元的學債；及副學士在職場的認受性受到僱主質疑，

部分人收入更低於「文憑和證書」畢業生。因此，副學士容易對社會產生怨氣。 

傾向以理性積極態度解決問題 

 

雖然年青人有很多不滿，就解決個人和社會的問題，他們的態度基本上是理性積極的，

大部份受訪者表示會努力讀書或工作。在參與解決社會問題方面，他們還表示會發表意

見、提出建議、參選及參政、貢獻社會。他們希望政府聆聽他們的意見，政府的各種諮

詢途徑，包括邀請年青人參加諮詢組織、定期會面、搜集網上意見或定期進行民調，都

有約半數的被訪者覺得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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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切追求核心價值，為公義接受抗爭行為 

 

研究顯示香港年青人最重視的核心價值，依次是廉潔、自由、公義和法治。值得留意的

是，在追求核心價值的過程中，不少年青人對抗爭表示接受。有接近四成（38.3%）受訪

年青人認為，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公義，並無不妥。20-24 歲群組的年青人對這句說話的

認同度更高達 47.1%。同時，當被問及「如再有類似佔領行動，他們會否參與其中」時，

約四分一被訪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接受兩地經濟融合多於文化融合，認同香港對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的責任 

受訪年青人對國家近年發展的評價大致是「有進有退」。除了認為經濟發展有進步外，

他們對中國的政治、民生和教育的評價都一般。 

他們支持加強兩地經濟上融合的比例較反對的多，但對於文化上的融合則較為抗拒，覺

得內地人在文化和生活習慣上與香港差距很大。 

有關香港對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的責任，受訪者認同的佔 35.5%，比不認同的多，持中

立態度的，大約四成左右。 

建議 

 

本研究認為房屋和「自由行」／水貨客問題極為重要，必須正視。但由於這兩項問題屬

全港性，非年青人獨有，同時鑑於相關政府已承諾積極處理，本研究提出的具體建議，

主要針對年青人的獨有問題。建議包括：改善副學士相關政策、加強中學生生涯規劃、

改善營商環境、優化與內地交流方式和提高青年參與政府諮詢委員會的比例。相信這些

措施長遠而言有助改善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回應他們的訴求，減少他們的怨氣，令他們

更積極正面地為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努力。 

跟進 

香港集思會總研究主任何建宗強調，年青人所面對的問題相當複雜，他們之間的差異也

很大，有各自的想法。這當中既反映世代價值觀的轉變，也與他們身處的人生階段有關。

社會各界應該繼續與年青人溝通，聆聽他們的訴求。 

香港集思會再次呼籲政府及各有關團體，定期就不同範疇及角度，進行深入研究，集思

廣益，為青年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客觀、準確、詳盡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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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於2015年1月至3月進行，方法主要分為問卷調查、聚焦小組及深入訪談，問卷

調查及聚焦小組部分委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進行。問卷調查透過隨機電話訪問，

成功訪問了1,505名15至39歲的年青人；應邀出席聚焦小組討論的年青人共68名；深

入訪談對象包括專家學者、教育界人士、青年工作者、政黨青年代表、學生及各行

各業的年青人，總被訪人數為47人。 

 

2. 香港集思會曾於2013年1月發表題為《第5代香港人－「90後」的自白》的研究報

告。《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和訴求》是香港集思會就年青人問題作出的第二項大型研

究。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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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黎黃靄玲女士 現任香港集思會總裁、前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及總經濟師。除全球貿

易推廣外，曾掌管及從事研究工作逾 30 年。 

何建宗先生 香港集思會總研究主任，曾任職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余婉華女士 香港集思會高級研究主任，曾長期任職政府統計處。 

張羽廷先生 香港集思會研究主任，曾任職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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