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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主題1：自我了解
探討主題：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對於青少年把握機遇和應付挑戰，如逆境或重大轉變，各項生活技能為

何重要？為甚麼有些青少年易於掌握生活技能，但有些卻感困難？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哪些方面的生活素質被視為最重要？哪些被視為最急切的需要？甚麼人

可作出相關的決定？為甚麼？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障礙？

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首屆中學文憑試早已放榜，考

評局公布約7萬名日校考生中，只有

1.5萬人能升讀大學，餘下5萬多人需另

謀出路，投身社會工作將是不少人的選擇。

不過，過往數年的本港就業調查均顯示，青少年

失業率高企，引致其就業競爭力問題備受關注。到

底青少年在就業方面遇到甚麼具體困難？而有關問題

的責任又誰屬？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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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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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

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港青失業率
時期 失業率

2003年首季 14.5%

2004年首季 12.5%

2005年首季 10%

2006年首季 11%

2007年首季 8%

2008年首季 7%

資料二：2007年各地失業率
地方 整體失業率(a) 青少年失業率(b) 比例a:b

美國 4.6 15.7 1:3.4

韓國 3.3 8.8 1:2.7

台灣 3.9 10.6 1:2.7

英國 5.5 14.4 1:2.6

香港 4.0 9.0 1:2.3

澳洲 4.4 9.3 1:2.1

日本 3.8 7.7 1:2.0

資料三：港青自評競爭力不高
有香港青年團體於2010年6月24日至7月8日進行一項

有關個人競爭力的調查，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成功
訪問全港519名年齡介乎15歲至34歲青年。調查邀請受
訪者就數項有關競爭力的個人表現作出評分，受訪者
認為個人競爭力的平均分為6.17分(以10分為滿分)。

資料四：調查指僱主欲減聘青年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1個月，有學校以問卷訪問100

間不同行業公司的僱主。結果顯示，55%僱主表示因
最低工資而提高對求職者的工作經驗要求；42%僱主
稱提高對求職者的職業技能要求；29%僱主則說會提
高對求職者的專業證書要求。結果又顯示，12%受訪

僱主表示，減低聘用20歲至24歲青少年的意慾；24%
僱主減低聘用15歲至19歲青少年的意慾。

資料五：近半受訪港青願北上就業
為了解香港青少年北上升學和就業的意向，有青年

商會在今年7月向全港逾40間中學及教育、商業等機
構，透過社交網站等途徑成功收回1,087份有效問卷，
受訪者包括中學生、專上學生及碩士，年齡介乎14歲
至30歲。調查發現，超過八成人表示認識祖國十分重
要；但只有近半受訪者有意前往內地升學或就業，逾
九成人承認自己對國情認識不足。

資料六：「宅青」不合群難搵工
有本港大學研究本港青少年的生活、價值觀和競爭

力等範疇的發展，訪問約5,200名15歲至24歲青少年。
結果發現，在雙失(失業、失學)青年中，超過半數有
中五程度，更有兩成人考獲大學
學位。調查又發現，近四成半年
輕人找工作會以興趣為先；而在
激烈競爭下，他們的可選工種越
來越少，影響就業以致失業人數
上升。調查又發現，受訪者的閒
暇活動主要是上網及看電視等，
甚少參與群體活動，導致社交能
力下降，削弱求職能力。

資料七：勞處助畢業生尋出路
香港勞工處今年特別推出「就業GO高Goal」計

劃，舉辦多場招聘會，協助今年新舊制兩批畢業生掌
握最新的就業資訊、計劃未來事業路。

資料八：新毅進助新制生升呢
「展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培訓機構的

合作，為15歲至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
少年，提供全面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
前和在職培訓，幫助青少年認識自我和職業志向，豐
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另外，港府於2000年10月推出「毅進計劃」，為舊

學制下的中五離校生和成年學員提供更多持續進修的
機會。教育局又於今年推出新的毅進文憑課程，在
2012/13學年起為中六離校生和成年學員提供另一種

學習途徑。學員修畢新毅進文
憑課程的學歷水平，相當於香
港中學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語
文和英國語文)第二級程度。

青少年失業問題之所以成為社會關注焦點之一，皆
因在多個調查中，15歲至24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是全部
年齡組別中最高。當我們探討青少年失業議題時，一
般會以原因為首，並可從個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和社會4方面作出分析。

貪新鮮少吃苦 受氣唔撈
個人層面方面，青少年普遍貪新鮮，自認為應有更

好的工作，加上缺乏工作經驗和學歷偏低，只能做一
些低收入工作，導致他們容易辭職甚至不主動找工
作。
其次，現今父母溺愛子女，避免他們吃苦頭，故在

外工作時不願受氣，而且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青少
年年紀尚輕，工作收入主要供其個人玩樂，不需供養
父母，故工作對他們來說並非必要，即使失業，也不
會迫切找工作，部分父母眼見子女沒有收入更會給零
用錢。

工作技能不足 求助無門　
學校方面，很多青少年在中學畢業後便外出工作，

但他們在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都集中在學術方面，與工
作無關，因此他們大多欠缺工作技能，較難找工作。
另外，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在學，突然改變為以
工作為主的生活，容易因難以適應而辭職。
最後，青少年的社會流動性較低，難以與有工作

經驗者競爭。另外，社會普遍將失業問題歸咎青少
年身上，欠缺協助。社會關注青少年就業問題的機
構不多，令他們面對失業時也求助無門，無法走出
困境。

■陳潔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科大商學院一

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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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須檢討
家校也有責

1.本港青少年的失業率特徵如下：
•2003年至2008年間，整體青少年失業率顯著下
降，由2003年的14.5%，下降至2008年的約7%。

2.香港青少年的失業率與其他地方比較屬於偏低水
平。香港的整體失業率與青少年失業率的比率為
1:2.3，低過美國、英國、台灣、韓國等地方。

3.同學回答此題必須根據題目要求緊扣題1所提出
的青少年失業特徵而作出解釋：

【社會方面】

•經濟改善：自2003年沙士後，本港經濟從谷底
反彈，工作崗位日增，故題1的青少年失業率
持續回落。

•職位競爭激烈：青年學歷普遍提高，資料六指
出在雙失青年中，超過半數有中五程度，兩成
人有大學學位，這種情況令不少低學歷青少年
更難找工作。

•政策影響：資料四指出，最低工資實施令僱主
提高對求職者的工作經驗要求，不少初出茅廬

的青少年相形見拙，尤以15歲至19歲者更難受
聘。

【個人方面】

•自信不足：資料三可見，青少年對自我競爭力的
平均得分僅為6.17分，反映青少年認為自己未能
勝任工作，影響就業機會。

•欠跨地域視野：海內外的商機處處，不少僱主皆
要求應徵者具備跨地域的知識及視野；但資料五
反映逾九成人承認自己對國情認識不足，僅近半
受訪者有意北上升學或就業。

•找工不切實際：資料六的調查指，近四成半年輕
人找工作以興趣為先，在激烈競爭下，可選工種
更少，影響就業。

•時間管理欠佳：本港青少年的閒暇活動主要是上
網、看電視等個人活動，不僅未有提升競爭力，
更令社交能力下降，削弱求職能力。

4.同學在回答問題前，宜先辨清青少年失業的成
因，然後才審視政府的支援是否足夠。由於提問

詞為「多大程度上」，故無論同意與否，皆須論
述正反觀點，指出政府支援對青少年失業問題具
一定成效或不足之處。
【同意觀點】

•政府提供的招聘會等均未能針對青少年的經驗問
題而對症下藥。

•政府或私人機構開辦的課程昂貴，令無收入的青
少年無力承擔。

•政府為本港青少年開辦的課程認受性低，未有助
於他們就業。
【不同意觀點】

•政府對青少年已有足夠支援，如「展翅青見計劃」
及新毅進課程，為他們提供進修資助，鼓勵提升
競爭力。

•青少年失業乃全球性問題，也受制於經濟環境，
非港府有能力解決。

•個人因素是青少年失業
的一大重要關鍵。

1. 根據資料一，試描述本港青少年於2003年至2008年的失業特徵。

2. 根據資料二，比較香港與其他地方的青少年失業情況。

3. 參考資料三至資料六，從社會與個人兩方面解釋你在題1發現的青少年失業特徵。

4. 有人說：「港府對青少年支援不足，以致其失業率高企。」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有關說
法？解釋你的答案。

■青少年在學期間集中鑽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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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需與眾多求職者一起爭奪筍工。資料圖片

新舊制生齊搵工 青年高失業
港府於9月公布今年6月至8月的本地就業情況，結果反映失業率

維持在3.2%的低水平，與上季相同。

不過，15歲至24歲的青少年失業率持續高企，達至14.5%的高水

平。當中20歲至24歲組別的失業率更按季上升1個百分點至11.3%。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表示，本港大專每年8月公

布收生結果，未能升學的畢業生投身勞動市場，青少年失業率難免

被推高，加上新舊學制令畢業生數目大增，市場需更多時間消化，

他預料青少年失業率難於短期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