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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愛做老闆 無網上「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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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越來越多90後青年參

與社會運動。香港集思會昨日公布本港90後青年的網絡文

化、社會政治心態、生活質素等範疇的調查結果，發現有過

半受訪者不認同專業人士（54%）或政黨組織（55%）可代

表他們的立場，有受訪者更於訪談中直言政黨已將示威遊行

當作選舉資本。該會建議特區政府改善與年輕人的溝通渠

道，包括建立「網絡政府」等。

香港集思會於2012年10月至11月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用電話訪
問1,014名1990年至1999年出生的90後，同時以聚焦小組及深入訪

談，邀請90後、僱主及家長等合共117人作深入分析。調查發現，有過
半90後不認同專業人士（54%）或政黨組織（55%）可以代表他們的立
場，有48%人表示過去1年曾參與網上聯署或聲援活動，但就只有21%
人曾參加遊行、示威。
在其後的聚焦小組及深入訪談中，有受訪者不信任政黨，或源於政黨

利用遊行示威，令他們反感，並認為政團不能代表民眾聲音。有受訪者
指「示威遊行受到傳媒的渲染，而且去了（遊行）好像是被政黨利用，
成為一個宣傳工具」；有意見則指「七一遊行」已變得政治化，政黨並
非真心認同遊行的理念，「而是（把遊行）當作將來的選舉資本」。

逾七成嘆政策難取共識

有意見指近年社會爭拗不斷，調查發現，有72%的90後同意或非常同
意「在規劃同政策上，社會越來越難取得共識」，但同時有77%人同意
或非常同意「社會進步過程中，出現爭拗或爭論無可避免」。
報告在歸納部分受訪者的訪談意見指，90後認為自己的聲音不受重

視：有人指「（諮詢）常常無聲無息地舉行，亦無聲無息地結束」，有
人則指，「其實未必係（政府）諮詢唔夠，而係（政府）畀 資料唔
夠，我 好難去了解成件事」，報告認為這與特區政府諮詢方式不夠全
面、欠缺與年輕人互動有關。

籲建更開放互動平台了解訴求

該會建議推動「網絡政府」，呼籲各政策局及部門建立更開放的互動
平台，增加與年輕人溝通，了解他們的訴求。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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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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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等不同持份者，引導年輕人多角度思考及回應議題，
加強他們對社會政策的分析能力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香港集思
會的90後調查研究，
特別針對他們對國民
身份認同作分析。調
查指有86%受訪者認
同自己是中國人，
76%人並為身為中國
人而自豪。不過，調
查反映他們較接受在
經濟上與內地融合，
對文化融合則較為抗
拒。
41%受訪者表示

「同意或非常同意」
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融
合，但在兩地文化融
合方面，「同意或非
常同意」者佔30%，
「不同意或非常不同
意」者亦佔39%，而
願意長期到內地工作
的僅得13%。該會相
信這種選擇性融合，
是因為仍有部分香
港青年將內地的負
面問題放大，同時
「依戀」沒有親身感
受過的所謂「殖民
盛世」，而有學生在
訪談環節中，就表
示「學校年年有交
流團返內地，對內
地感覺很親切，覺
得自己是中國人」。
該會認為應透過學
生交流團及德育及
公民教育課，將香
港年輕人與內地的
距離逐步拉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集思會的調
查發現，47%受訪的本港90後表示「我鍾意做老闆多
過打工」。該會根據進一步的訪談結果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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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他們養家壓力較
小，故選擇工作時變得挑剔，容易不開心就辭職轉
工。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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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等不同身份
思考問題。

養家壓力小 搵工特挑剔

香港集思會根據調查結果，歸納出香港90後的6大
特徵，包括「沒法上網會死」、「沒人能夠代表我」、
「我是中國人」、「賺錢不是最重要」、「重視生活質
素」及「其實想結婚」。
是次調查發現，近半受訪者表示「我鍾意做老闆多

過打工」，對創業抱有濃厚興趣。在深入訪談中，他
們反映了自己的一套獨特工作價值觀，既強調私人時
間，也要求工作自由度，而他們父母大多累積了一定
財富，令子女的養家壓力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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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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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年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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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年輕人依賴網絡科技，調查顯示，近87%受訪

者認為網絡平台對他們接收資訊「重要或非常重要」，
他們於人際溝通上也十分依賴網絡，分別有82%及77%
人表示WhatsApp及facebook是他們日常聯繫的「重要或
非常重要」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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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不開心/非常不開心」的只佔5%。

重家庭觀念 89％拒踏兩船

在戀愛關係方面，調查指出90後並非如社會所標籤
對戀愛不認真，甚至「偏向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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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82%受訪者認為「年輕人
對社會及家庭應有責任和承擔」，不同意的只佔3%，
反映年輕人重視傳統家庭觀念。
調查結果又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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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集思

會 調 查 發

現 ， 逾 半

「90後」青

年不認同政

黨可代表他

們立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逾半90後：政黨不代表我
指遊行淪選舉資本 集思會倡「網絡政府」溝通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