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歲法國青年佩雷拉中學未畢

業，4個月前失去在地盤的工

作，積蓄快用盡，被迫求

助政府。

網上圖片

有經濟師指出，
大眾對市場上是否
有足夠職位愈來愈
缺乏信心。求職一
年仍一無所獲，30
多歲的貝布拉爾決
定放棄，雖然不欲
靠政府援助，但仍
迫不得已領取殘疾
津貼維生。47歲的
馬里奧特自2009年
被裁後，已提前領
取退休金，同時以
99周的失業津貼過
活。她曾每天發出
10個求職申請，但
音訊全無使她失望
勞累。她已無力再
求職，並以肺部健
康問題尋求殘疾津
貼。二人的決定其

實與千萬美國人一樣，雖然3月失業率
跌至7.5%，但專家認為原因只是愈來愈
多人放棄求職。

美國失業率計算方法，是把不打算再
找工作的失業人士剔除，因此若把3月
放棄求職的49.6萬人計算在內，失業率
實反升至7.9%。

小企「請得多炒得多」 新興企業縮水

根據美國勞工部1月底數據，僱員少
於50人的美國小企，去年第2季共聘請
300萬人，佔整體招聘人數逾半。不
過，小企同期解僱人數亦普遍多於中型
及大型企業，達280萬人，反映小企傾
向在營商環境較好時大舉招聘，生意不
景則裁員不手軟。有經濟學家指出，不
論規模大小，處於成長期的新興企業對
創造就業最有利，但自金融海嘯以來，
新興企業持續疲弱，嚴重阻礙就業市場

復甦。新興企業萎縮更早於2007年金
融海嘯前已出現，更已成為長期趨
勢。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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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香港青年協
會督導主任鄧良順接受本報訪問時指，相
較歐美經濟衰退下的「失落一代」，本港青
年失業問題不算嚴重，年輕人待業多數因為
眼高手低，但長期恐失去求職動機，令政府

花費更多精力及公帑，希望勞工處針對性提供
協助。
勞工處及青協早前舉辦多場招聘會，青年反

應一般。鄧良順指，本港15至19歲失業人數約
5,000人，他們學歷較低，求職競爭力不大。其中一

些抱 「揀工作」心態，嫌棄零售、餐飲等工時長又
辛苦的行業。不少人抗拒輪班或通宵值班工作，亦有人

只願當文職而非體力勞動，例如寧願賺取較低薪酬當接待
員，這只會限制職業選擇和發展。他擔心青少年在經濟景氣

時仍找不到合適工作，長久可能失去信心，變得依賴政府援助。
另方面，本港勞動市場職業錯配嚴重，飛機工程維修等專業性較高

職位出現大量空缺，但因職前培訓至少4至5年，始終難吸引年輕人。亦有
部分家庭條件較好的青少年，只願從事樂趣高的兼職，長遠可能影響職業發展，

削弱競爭力。

青協：港青眼高手低
削弱競爭力

《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指，2011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後就業率
為90.2%，較2010屆89.6%略升，意味
近57萬失業。另有76.8萬人從事與專業
不相關的工作或兼職，收入處於當地
最低的25%。

內地大學生就業不容樂觀，學校擴
招是重要原因。內地大專院校1999年
起擴招，規模由1998年108萬人增至前
年676萬人，令大學生整體質素及教學
質素下降。加上現時只有學生幹部或

成績突出者才獲學校介紹工作，報考
公務員又受專業、政治背景及工作經
驗限制，多數畢業生只能通過網站和
招聘會求職。

另一方面，內地大學生眼高手低，
專業趨同亦嚴重，英語、國際貿易、
法學、生物工程等專業嚴重供過於
求，拉低就業率。資訊科技等專業人
才，則質素不達需求，令企業「有工
無人開」。

■本報資料室

57萬大學生失業

高校擴招是元兇

英國不少大學生均擔心「畢業失
業」，又或最終淪為快餐店炸薯條「散
仔」，大學學位只屬虛名。《經濟學人》
認為，他們或許可申請入讀倫敦芬奇利
的麥當勞大學受訓。入讀學
生通常學歷低且自尊心較
弱，但修畢後由低做
起，表明晉升階梯，
有朝一日可成為麥
當勞的行政總裁
(CEO)，掌控麥
當勞王國。

麥當勞每年
投放4,000萬英
鎊(約4.8億港元)
於訓練上，其中芬
奇利分校於1989年開
辦，是歐洲最大培訓中心
之一，大部分教室聘用傳譯
員，又設立網上平台「Our
Lounge」，提供訓練、值勤資

訊及設計工作相關的電子遊戲供員工玩
樂。

修畢1年學徒計劃後，麥當勞亦可協
助學生報讀高等學府認可資格的課程，
此前曾助100人於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獲
得學位。由於計劃吸引，每年吸引100
萬人申請，15人爭1個學額。

■《經濟學人》

麥記大學培訓有機做CEO

日本大學畢業生近兩年來就業情況雖改善，
但「畢業失業」的問題依然嚴峻。以去年為
例，全國55.9萬大學畢業生中，近1/4、即12.8
萬人無法找到安定工作，其中8.6萬人是無法
升學或獲聘的「雙失」，其餘只能找到兼職或
臨時工。

文部科學省去年8月數據顯示，2012年4月畢
業的大學生中，有64%已獲聘，按年多2%，

但其中分別有2.2萬人和1.95萬人只能從事臨時
工及兼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
出，截至2012年3月，日本青年失業率為
8.6%。

當局亦首次公布，在「雙失青年」中，有約3.36
萬人完全放棄升學或求職，顯示當地「隱蔽青年」
問題嚴重。文科省估計，全日本起碼有60萬名隱
蔽青年。 ■《華爾街日報》/《日本經濟新聞》

歐元區多國失業率高企，其中希臘、意大利
及西班牙青年更是失業重災區，但德國青年失
業率長期偏低。《經濟學人》評論指出，德國
懂得聯繫教育和工作，提供理論與實踐並重的
高質素職業訓練，即使經濟僅溫和增長，失業
率仍不升反跌。

研究發現，懂得將教育和職訓連繫起來的國
家，青年失業率普遍較低。德國長久以來提供

高質素職業教育和學徒訓練。相反，法國不少
高中畢業生均沒工作經驗；北美大學只側重訓
練學生成為公務員，缺乏專業技術人才，形成
失業率高企局面。

德國為鼓勵公司招聘及提升就業率，又推出
政策，首兩年資助公司支付員工部分薪金，前
提是政府庫房須充裕，故非各國能仿效。

■《經濟學人》

教育職訓資助公司青年失業率低

1/4人畢業無安定工作60萬名隱青

2.9億人橫跨歐亞 美百萬大學生沖咖啡維生

踏入5、6月又到畢業季節，畢業是否就等於失業呢？

已故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1984年曾說：「年輕人不可

太空閒，這對他們不好。」時至今日，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發現，富裕國家有2,600萬名15至24歲雙

失人士，若把發展中國家計算在內，全球雙失青年更

多達2.9億人，佔全球的1/4，情況異常嚴峻。專家

指，隨 西方勞動力需求下降、職位錯配和就業

市場功能失調，一個橫跨歐亞的年輕人失業大

軍正開始成形。

以美國為例，經濟衰退導致數以百萬大學畢業
生要在咖啡店和零售店舖謀生。最新研究

指，即使經濟復甦，他們的就業前景亦不會有
明顯改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報
告顯示，情況並非如1990年代，當時企業需
要逾千名技術工建立高科技系統，包括內聯網
等，但機器代替人力後，同類需求近年大降。

人口老化無助青年就業

根據OECD估計，當前失業青年較2007年多出近1/3。
分析指，環球金融危機陰霾未散，新員工往往成為僱主
開刀首選，在希臘和西班牙兩個「歐豬」國家，便有
1/6年輕人口淪為失業大軍。

另一邊廂，南亞、中東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年輕
人口急速增長，令發展未成熟的勞工市場無法應
對，造成年輕人失業率飆升。有意見認為，全球
人口老化有助推高勞動力需求，緩解失業情
況，但有學者指出，日本人口老化嚴重但年輕
人失業率依然高企，更造就一班依賴父母、足不出戶的
隱蔽青年，反映人口老化不一定有助年輕人就業。

歐洲南部諸國、南非等地區經濟衰退或增長放緩，是
青年失業率上升主因之一。此外，印度和南非等發展中
國家勞工制度僵化，企業解僱員工需經多重障礙，北非
和中東地區政府納重稅、最低工資水平高，都大幅削弱
年輕人就業機會。

成高福利國沉重負擔

專家指，年輕人失業嚴重已對注重福利政策的富裕國家經
濟構成沉重負擔。據估計，雙失青年前年為歐洲帶來1,530億
美元（約1.2萬億港元）經濟損失，約等同歐洲生產總值（GDP）
的1%。另有研究顯示，愈遲入職的年輕人失業機會愈高，平均
20年所得薪酬亦會少多達兩成，意味青年就業難不僅阻礙國家經濟
發展，亦有機會斷送新一代的未來。

■《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

去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見慣風浪的各國政商領袖眉頭深鎖，異口同聲警

告：「世界正坐在一枚威脅社會和經濟的計時炸彈上。」這個「社會癌腫瘤」不是歐債

危機，不是致命病毒，而是愈趨嚴重的全球年輕人失業潮。

聯合國最新報告估計，全球今年將有7,300萬年輕人失業，即12.6%，當中歐

盟、中東和北非是重災區，自2008年持續飆升。報告預測此失業率有升無

跌，2018年會升至12.8%，失業潮恐持續數十年。

年輕人帶 雄心壯志投身社會，打算闖一番天地，卻迎來

無情的現實。專家形容，當代年輕人淪為「迷失世

代」，被推到社會邊緣，失去憧憬，只剩下不滿建

制的怒火。

2010年12月，突尼斯26歲大學畢業生布瓦齊

齊當小販維生，遭警方取締，憤而自焚抗議，

結果引起席捲中東的「茉莉花革命」。歐洲社

會持續動盪，年輕人成為企業裁員對象，誰也無法擔

保不會出現下一個布瓦齊齊。就如達沃斯領袖形

容：「年輕人失業潮不是危機，而是災難。」

夏天來臨，大批中學和大學畢業生投身勞動

力市場，迎接「社會大學」挑戰。年輕人固然

要把握時間裝備自己，各國政府亦應以創新思維

促進就業，如完善職業訓練機制等，否則就會產

生千千萬萬個「布瓦

齊齊」，形成千千萬

萬個定時炸彈。

警惕7千萬個「布瓦齊齊」
陳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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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片

■內地大學畢

業生失業問題

亦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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