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领创出路  维修课程建自信  

 

近年大专文凭不断贬值，年轻人即使取得高学历，也未必觅得

理想的「白领」工作，入职薪酬持续下跌，却又苦无晋升机

会。  

反观「蓝领」市场如汽车、电梯及冷气维修，虽对学历的要求

较低，但学徒或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模式，学得一技之长后，

可确保有稳定收入，前景不一定逊于大专毕业生 。  

学 历通 胀  文凭 非高 薪保 证  

在过去 10 多 年，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大不如前，同时副学位及

衔接学位不断扩张，全港修读专上课程的年轻人接近 7 成，结

果高薪的「白领」劳动市场无法消化。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

据， 2015 年大专学历劳工收入中位数只有 16 , 898 元，较 20 年

前还要少 17 . 4%，反映一纸文凭不再是高薪厚职的保证 。  

撇开经济放缓、学历通胀的挑战，每个年轻人的天赋、兴趣各

异，有些人根本不适合修读传统学术科目。 笔者之前访问了 10

多个职业训练局（职训局）青年学院的学生，他们自我介绍时

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是读唔成书那种人 」。可是现有的

学制不再有中三的「出口」，很多人还是捱过了文凭试，拿着

远低于大学门槛的成绩，顿觉前路一片茫茫 。  

他们初时选择青年学院的汽车科技、升降机 及自动梯（电梯）

及空调制冷（冷气）职专文凭课程（ D VE） ，心态都像溺水的

人看到救生圈，只想「暂时活命」，没料到慢慢从中发掘到乐

趣。不少人形容青年学院的课堂气氛自由，与老师、同学的关

系紧密，校园生活开心充实，跟过往在传统中学「担惊受

怕」，完全是天壤之别，令他们「重新爱上返学」 。  

发 掘兴 趣  边学 边做 有津 贴  

最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读唔到书」，只是不适

合传统的学习模式。 他们完成第一年课程及实习培训后，大部

分会在第二年加入「学徒训练计划」，一边工作，一边进修，

这种实务训练既提升了学习动力，也成功令他们重建自信。有

学生一语道破：「因为我份人钟意落手落脚做，只系听我唔会



明白。」另一名学生就表示 ：「要整冷气时同学都会好踊跃，

一齐分工合作，唔会好似以前中学咁，坐埋一边打机。 」  

而在 2014 年，政府为协助多个技术性行业吸引及挽留人才，与

职训局合作推出了「职学创前路先导计划」（「职学计

划」），选取某些可发展、但缺乏人手的行业，当中汽车、电

梯及冷气维修业亦占数百个名额。 参加的学徒除了获得工资，

也会得到雇主及政府共同支付的「职学金」、政府提供的津

贴， 3 年当学徒期间共获得约 40 万元的收入，成功吸纳了不少

年轻人入行。  

事实上，香港人几乎每天都要使用交通工具、电梯和冷气设

备，加上本港近年的基建发展蓬勃，对有关维修保养 需求亦不

断上升，它们就如「柴、米、油、盐」一般重要。 而且这些行

业既不能北移，也难被取代，本土市场庞大而稳定，学生们都

深信发展前景甚佳，人才却一直供不应求，所以「唔担心无人

请、冇工开」。  

提 升认 受  摒弃 惟有 读书 高  

而当年轻人透过另一种模式学习，重拾读书的乐趣，有人认为

将来有需要可持续进修。 现时的职专文凭设计了清晰的升学阶

梯，毕业生只要完成有关升学指定单元，即可报读职训局开办

的相关高级文凭课程，日后更可透过修读衔接学位等方式，最

终取得学士学位 。  

即使学历不高，很多学徒入行后却发现，维修技术员的工作相

当专业，须具有极高的解难能力及技术水平，社会必须提升从

业员的认受性，有学生就指出： 「一般人都觉得技工系社会上

低级的工作，家长又觉得学生是无人要，先俾人掟入 VTC，而

唔系自己想读，社会要改变这种想法。 」  

如此看来，不论是家长或教师，都必须放下长久以来「惟有读

书高」的心态，鼓励年轻人了解自 身的竞争优势及弱点，按自

己的兴趣、天赋能力和客观条件发展。 当大家不再执着于是

「蓝领」还是「白领」，在寻找出路时将有更多参考和选择，

看到另一片更辽阔的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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