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一：統計摘要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2011年從未結婚青少
年比例，由2001年96.2%上升至2011年97.9%，
增加1.7個百分點；而已婚比例於同期則由
3.6%下降至2%。
至於教育程度方面，2001年，約17.3萬名青

少年曾接受專上教育，相同數字到2011年增加
至33.8萬人，升幅近倍。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蒨指出，青

少年出現遲婚趨勢受到多個因素影響，包括社
會觀念改變，以往青年找到穩定工作後，結婚
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隨 他們越來越重視個人

主義，不少人認為毋須結婚；而且為追求私人
空間，婚後未必願意與父母同住，或因居住環
境擠迫，期望兩口子另組愛巢，但礙於現時樓
價和租金高企，難以負擔，唯有推遲結婚大
計。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資料二：持份者觀點

婚姻介紹所負責人李威廉表示，過去10年越
來越多適齡女性前往介紹所尋找對象，她們往
往因為學歷較高及經濟獨立，以致難找合適對
象，「對方既要靚仔，又要學歷達碩士以上，
職業最好是公務員、醫生、律師或會計師，但
她們的自身條件、外表、學歷不是很高，（配
對伴侶）便有一定難度」。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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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當中
最為人關注的是，從未結婚青少
年比例在10年間繼續上升，而已

婚比例則下跌，反映青少年傾向獨身，遲婚漸成普遍現象。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各種：
經濟方面，香港房價高企，青少年面對「置業難」問題，

被迫延遲結婚及生育。受到傳統觀念影響，港人普遍會先置
業，然後組織家庭。有勞工團體在去年12月訪問607名大專
生，逾四成半受訪者同意「先置業、後置家」的說法，但也
有近四成人認為需要10年時間才能置業。由此可見，置業問
題影響青少年的結婚意慾，成為其遲婚的最大主因。

陰盛陽衰 難覓終生伴侶

其次，統計處數據指出，2011年初新郎及新娘的年齡中位
數分別是31歲及29歲，較1981年的27歲及24歲，分別推遲4年
和5年。事實上，近年青少年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大增，延後
投身社會時間，因而推遲婚姻年齡，同時隨 女性教育程度
及收入的增加，獨立經濟能力增強，傾向享受單身生活，從
而降低結婚意慾。加上現今男女比例（女多男少）失衡，女
性難以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亦會導致年輕女性遲婚。

稅務優惠 鼓勵結婚生子

青少年遲婚越來越普遍，長遠影響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發
展。遲婚引致晚育，造成出生率下降，勞動人口減少，加劇
人口老化。港府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推行稅務優惠、在職
母親托兒津貼等措施，減輕年輕人的經濟負擔，鼓勵他們早
些結婚生子。
總括而言，同學溫習這類有關統計數據的議題時，可多閱

覽報章或統計處網頁的數據，練習分析數據的技巧，以及探
討有關現象原因及影響，更可背誦有用數據，以豐富自己的
答題內容。

■馬燕雯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文系一年

級生

尖子必殺技

請先閱讀以下資

料，然後回答問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
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香港有

86萬名青少年，其未婚比例由2001年

的96.2%上升至2011年的97.9%，增幅

為1.7個百分點；而已婚青年比例

則由3.6%下降至2%。政府統

計處表示，結果反映社會出

現遲婚及獨身的傾向。到底有何原因導致青少

年選擇遲婚或獨身？認為伴侶難求的青少年，

新興擇偶途徑能否幫助他們覓得人生伴侶？下

文將作詳細探討。

■謝嘉怡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高中通識

科教師

遲婚主因
首選「置業難」

1. 有人說：「高學歷是女性遲婚的主要原因。」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個說法？參考資料一及資料二，解釋你的
答案。

2. 你是否贊成年輕單身男女透過資料三所介紹的旅行團去尋找伴侶？解釋你的
答案。

何謂人口老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定義，65歲以上人士

稱為老年人，當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人

口中，老年人的比率超過7%時，便會

出現「人口老化」（Population Ageing）

現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高學歷是女性遲婚的主

要原因」這個說法：

•高學歷代表女性有獨立自主的思考，不會
對傳統封建的禮教盲從附和，安排式婚姻
已不是結婚的主要模式，女性可自由選擇
廝守終生的伴侶。由於是終生共同生活的
緣故，也不用被傳統的禮教枷鎖束縛，故
普遍不急於廿多歲時結婚，可選擇到合適
為止。

•高學歷代表可在工作擔當領導職位，薪金
及社會地位也相應提高，女性再不是男性
的附屬品，不像以前要依賴他們才可解決
經濟難題。

•既然女性不急於尋找結婚對象，加上素質
上升，對配偶要求也提高。由於中國傳統
強調男性要夠剛強才能擔當「一家之主」
的重任，因此，女性也希望尋找一個素質
比自己更高的男人，自然需要更多時間去
挑選及磨合，導致結婚年齡一再推遲。

•現代女性往往要於21歲至22歲才完成學士
學位課程，若繼續進修則要延遲2年至3年
才正式畢業。她們普遍要確保有經濟基礎
才考慮婚姻大事，故到30歲才結婚也不足
為奇。

然而，也有其他次要因素令女性遲婚：

•香港出現「女多男少」情況，加上越來越
多男性都選擇北上娶妻，令香港女性的選
擇減少，自然更需要時間去等待合適伴
侶。

•女性越來越重視個人主義，不少人認為毋
須結婚，只要兩人相愛，便不須受到一紙
婚書的束縛。加上現時結婚花費龐大，需
要時間儲錢，才能舉行婚禮。

•女性為追求私人空間，婚後未必願意與父
母或老爺家姑同住，或因居住環境擠迫，
期望擁有自己的居所，但礙於現時樓價和
租金高企，可能令年輕男女感到難以負
擔，便選擇擱置結婚計劃。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得分。
2.若同學選擇「贊成」，參考答案如下：

•提供覓侶機會：現代都市生活忙碌，令人
沒有時間結識異性，生活圈子自然較窄。
而旅行團正好給予單身男女機會去把繁忙
工作拋諸腦後，也可尋找伴侶，一舉兩
得。

•擴闊生活圈子：參加旅行團可認識一群不
同背景及不同年齡的人，與他們接觸的同
時，也可給予機會自己釐清擇偶原則，知

道哪一種性格的人才最適合自己，從而把
對象範圍收窄，更易覓得一個適合自己的
對象。

•建立交際技巧：報團者出發前可參加一系
列由名師主講的工作坊，掌握與異性交談
的技巧，這些工作坊對不擅辭令的人特別
有裨益。透過參加以上工作坊，必定可更
有自信地與異性打開話題，對提升個人自
信及魅力有很大幫助，這樣自然更易獲得
異性的注意，尋找終身伴侶。

•更全面認識對方：在一般相親飯局中，人
們都要在短時間裡聊天，決定是否與對象
發展，這種配對活動未能全面了解對方的
愛好及性格，尤其假如對方是一個偽善的
人。可是，若參與旅行團去認識配偶，通
過各種互動遊戲，可更全面地認識對方，
如知道他/她是否有急才、風度、善解人
意、會否為求在遊戲獲勝而不擇手段等。
再者，雙方也有整整兩天時間朝夕相對，
這樣就能更深入地認識對方。

學生亦可選答「不贊成」，只要言之成理，即

可得分。

資料三：旅社廣告

• 參加「深圳兩天尋緣之旅」的單身人士，一邊

旅遊，一邊結識異性，享受假期之餘，亦有

機會認識未來伴侶。

• 要覓得人生伴侶，先要塑造一個完美的自

己，香江旅行社誠意邀請「美容學校化妝總

監」陳美麗小姐及「人生導師」陳大文先生，

教授團友認識異性的策略，讓團友向未來伴

侶散發迷人的魅力！

• 特設多種尋緣節目，讓您可結識不同類型的

異性。

年輕 男女佳音單身

隆重登場　報名從速

尋找人生伴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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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1：人際關係
探討主題：哪些人際關係的因素，能幫助青少年反省和為過

渡至成年階段作好準備？

•為甚麼青少年與家人、師長、朋輩和約會對象的關係會有

轉變？

•香港青少年怎樣反省人際間的衝突和與人建立關係？

主題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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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

拖低出生率
人口更老化

從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得知，越來

越多青少年選擇單身及遲婚。以上現

象成因不外乎與青少年的學歷漸高、

崇尚個人主義、樓價高企及社會流動

性不足等有關，且對社會造成頗大影

響，如出生率下跌。香港樹仁大學社

會學系副教授陳蒨警告說，出生率偏

低長遠會導致人口老化問題，大幅增

加醫療及福利開支；而對長者而言，

也會欠缺情感支援，難有優質的晚年

生活。因此政府需針對青少

年遲婚原因，盡早對症下

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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