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今年4月，香港青年協會進行一項有關青年就業困難與出路的研究，並於6

月公布調查結果。調查透過電話訪問525名年齡介乎15歲至29歲青少年，發現

近六成人投身職場後，曾做過的全職工作最長不超過兩年。近四分一受訪者的最長工作僅持續不足1

年。更甚者有具中五學歷的男生，6年內轉工高達23

次，平均每份工作維持時間不足兩個月。

另外，根據政府統計處於5月公布的最新季度就業

統計數字，2月至4月的失業率為3.5%，失業人

數升至13.35萬，主要來自零售、製造、住宿

及膳食服務行業。在各失業人士年齡層中，

15歲至24歲有2.91萬人，比上季增加2,300

人，失業率高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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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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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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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理青少年失業問題：香港與其他選定經濟體系的比較》，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h t t p : / / w w w . g o v . h k / s c / t h e m e / b f / p d f / 2 E E C % 2 0 - I N % 2 0 2 - 0 4 -
Youth%20unemployment.pdf

2.《為青少年就業滿意率低尋求對策》，《紫荊雜誌》網絡版，2012年4月號
http://www.baumag.com.hk/big5/channel3/1204/120434.html

3.《青少年就業難　實情或「流料」？》，香港《文匯報》，2013-04-08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4/08/ED1304080025.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1. 根據資料一及資料二，指出青少年對工作的期望及其與現實的落差。

2. 試就資料三中「80後」與「90後」僱員對工作的看法進行比較。

3. 你認為資料四在多大程度上解釋「90後」青少年經常轉工的現象？參考以上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今日香港（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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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Career Planning
意指個人在一生中，面對教育、實習、職業及其他重要角色的選擇，其中每個階段的發展都在實現

自我潛能。有青少年就業專家指出，生涯規劃是人生的重要課題，越早規劃，未來生活便越順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一：青少年工作期望

•能受僱於政府或公營機構，投身紀律部隊更是首選；

•畢業後首份全職工作的薪酬可達兩萬元或以上；

•選擇工作或留任原因，最重要為金錢回報，其次為工作趣

味性，明確晉升路線圖排第三。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二：調查指專業新一代難向上流

政府統計處今年1月發表的人口普查報告指出，逾六成15
歲至24歲青少年從事一般文職、服務或銷售工作，收入中位
數在8,000元水平。另外，智經研究中心委託青年智庫「三
十會」，在前年4至7月訪問京港逾500名大學畢業少於10年的
專業人士，本港佔200人。結果發現，逾六成本港受訪者認
為，新一代專業人士缺乏向上流的機會，如晉升或找到理想
工作；亦有不少人指出，本地樓價及租金高企，令生活百上
加斤。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三：僱員工作滿意度調查

香港研究協會於今年4月18日至4月25日進行「香港僱員工
作滿意度意見調查」結果：

年齡層 最重視方面 滿意度淨值
「80後」 上司對員工認同 +36%

工作有意義 /

晉升機會 +31%

「90後」 福利及津貼 0%

有發揮機會 -9%

晉升機會 -5%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四：「80後」「90後」工作態度比較
「80後」 「90後」

工作態度 拒絕OT 拒絕上班

對待上司 最好別坐老闆旁邊 我才是老闆

工作與生活 放假時約朋友吃飯 每天都可以是假期

成長背景 小康 中產

理財 有負債 有家人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報刊

資料五：評論員對本港經濟分析

「由1950年至2000年，香港打工仔受惠於經濟起飛，出現
許多新興服務行業：如設計、物流、貿易、會計、財務等，
他們在相關行業充當『開荒牛』角色，也漸成為有關行業的
中流砥柱，藉以向上流動。不過，近年除金融、地產及大企
業仍保持向上流動外，普遍打工仔向上流動的社會條件逐漸
消失。過分傾斜金融、地產、旅遊零售（自由行）等行業，
沒有足夠新行業讓年輕人向上流動。一般大、中學畢業生覺
得：有前景又收入穩定的工作極難找。青年人口普查報告指
出，2013年青少年的收入中位數與10年前一樣⋯⋯」

■資料來源：綜合本地報刊

資料六：直升機家長每事問 子女恐更依賴

事無大小均對子女呵護備至的「直升機家長」日增，他們
對子女的保護範圍更擴展至職場。有僱主說，近年不時接獲
家長來電，替子女請病假或查詢出糧情況，甚至有家長提出
「阿仔可唔可以唔做晚市」的要求。有社工說，父母在職場
中為子女代勞，令他們凡事更倚賴父母，不單不懂解決困
難，一旦有困難時會更易放棄。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解釋理論觀點 結合現況分析
「青少年理想工作」這個題目與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有莫大關
係。若想答案更完善，同學作答時除
解釋理論及個人觀點外，可再結合香
港現況作出分析。最簡單做法是討論
青少年畢業後尋找理想工作的挑戰和
機遇。
首先挑戰方面，青少年處於「人生

八階」中「自認與迷亂」這個階段，
未必清楚自己的理想和事業方向。故
有調查顯示，近八成青少年未能升讀
大學，需要面對就業或進修問題時，

不免會失去方向感。
其次，青少年未必能在就業起始階段

便能找到理想工作。他們在勞動市場中
欠缺經驗，在新學制下普遍具有中六學
歷，因此職位競爭激烈。當發現自己未
能從事理想工作時，「理想我」和「自
觀我」的落差，會感失望。
然而，現今青少年還有很多機遇。

其一，香港失業率低，青少年不愁無
工做。其二，香港提供大量專上課程
（高級文憑、副學士等）供青少年選
擇，涵蓋幼兒教育、時裝設計等，學

生可選擇有興趣科目，為日後工作奠
下基礎，出路多元。其三，社會提供
許多支援予青少年，令他們更易獲得
理想工作。政府設有持續進修基金，
讓成年人就職時仍可持續進修，增加
競爭力以爭取理想工作。
此外，香港有不同的創業基金、青

年創業計劃等，也有很多機構協助青
少年解決畢業出路問題。
■劉穎珊 首屆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一年級生

第二屆文憑試結果公布在即，不少考生皆感緊

張。除大部分考生打算繼續升學外，相信亦有不

少人選擇投身職場。但有報道指，青少年的轉工問題

嚴重，近四分一受訪者的最長工作不足1年。到底青

少年對工作的看法與現實存有甚麼落差？有哪些因素

形成上述情況？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李浩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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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薄
職免問 中五生6年轉工高達23次

■新一代普遍

期望一畢業便

高薪厚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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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答關鍵：此題要求考生先就資料對
比，然後找出分歧，難度不高，但應
將分歧點作適當歸納及分類，以示高
層次的組織能力。參考答案如下：
工種及崗位之落差：普遍青少年期望

能受僱於政府或公營機構，反映他們希
望有穩定收入及工作環境。但據政府統
計處資料反映，青少年投身商營機構為
主，逾六成15歲至24歲人士從事一般文
職、服務或銷售工作。

薪酬期望落差：青少年期望更高生活
素質，畢業後首份全職工作的薪酬最好
有兩萬元或以上，並認為薪酬是選擇工
作或留任的最重要因素。但實際的收入
中位數只有8,000元。

晉升機會落差：根據資料一，青少年
選擇工作時，「明確晉升路線圖」排第
三，顯示他們對未來發展及晉升抱有憧
憬。但資料二的調查發現，逾六成本港
受訪者認為，新一代專業人士缺乏向上
流機會。
2.作答關鍵：此題的提問詞為「比
較」，故應以「90後」僱員為核心，
將其與其他階層之「同」及「異」進
行比較，同時可先作宏觀（整體）、
後微觀（個別項目）的描述。參考答
案如下：

【整體】
工作滿意度而言，「80後」僱員對工

作滿意度較「90後」高。在3個最重視
方面中，「80後」在其中兩項（即「上
司對員工認同」及「晉升機會」）皆達
正淨值，表示對該項目滿意；相反，
「90後」僱員在其中兩項（即「有發揮
機會」及「晉升機會」）呈負淨值，表
示對該項目不滿。

【個別項目】
．相同之處：「80後」及「90後」僱員
皆重視「晉升機會」；

．相異之處：「80後」僱員重視「上司
對員工認同」及「工作有意義」；
「90後」僱員重視「福利及津貼」及
「有發揮機會」。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給分。

3.作答關鍵：今年文憑試新設一類以資
料為核心的題目，考問資料的說服力
及全面性，讓考生判斷資料能否支持
論點。此題提問方式與上述一類相

似，考生處理題目時，宜集中於資料
本身的說服力，而不是就議題作出價
值判斷。另外，此題為「多大程度」
題型，除表述自身觀點外，亦須提出
反面觀點。參考答案如下：

a.很大程度上能解釋「90後」經常轉工

現象：

．資料四反映「90後」的生活環境較優
越，在核心家庭結構下，生活上較易
得到父母支持（理財「有家人」），生活
負擔較小，可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

．資料四反映「90後」的工作態度散漫，
欠缺目標，只視工作為賺錢途徑，因
而出現「拒絕上班」、「每天都可以
是假期」的心態，職業流動性高；

．資料四反映「90後」自我中心的特
質，不重視上司的意見及評價，如資
料所言認為「我才是老闆」，與上司
不咬弦，容易辭職。

b.在很少程度上能解釋「90後」經常轉

工現象：

．資料四忽略社會環境因素。如經濟環
境轉型下，青少年的社會流動性日
低。鑑於青少年重視發揮機會及晉升
途徑，容易另謀高就。

．資料四忽略家庭教育模式對青少年抗
逆力影響的因素。青少年轉工頻繁與
如何面對工作壓力有密切關係。資料
四只提及青少年成長背景及父母財政
協助，但未反映現今父母對子女呵護
備致、凡事代勞的情況。

．資料四所述僅屬個別事例。如成長背
景中指「90後」生於中產，與現實情
況有距離。而且也非大部分「90後」
自我中心或工作散漫，他們轉工或有
其他原因。
只要言之成理，
即可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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