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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香港的「女多男少」與內地的「男多女少」現象，形成兩地的異地婚姻日漸盛行。兩地青

年的成長背景不同，社會競爭也日漸激烈。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等問題，已並非
香港獨有，內地青年也面對如此相似的困境。社會要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做好人口政策措施。開放移
民，有助解決本土勞動力不足、消費巿場萎縮等問題；但同時容易加劇就業競爭、文化摩擦等問題，
激化本地人和移居者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十分複雜，豈可容易解決？

剩女（Spinster）
意指已過社會普遍認為的適婚年齡、但仍單身未婚的女性。她們普遍具備「三高」特點：高學歷、

高職位、高收入。2007年8月公布，國家教育部宣布此為171個漢語新詞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一孩政策（One-child Policy）
正稱為計劃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旨在減少國家人口數目。政策限制城鎮戶口的漢族已

婚夫妻只能生育一胎，對農村夫妻、少數民族和夫妻雙方至少一方為獨生子女等幾種情況作出例外規定，民族自治
地方也普遍設定自己的計劃生育政策。至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胎」政策（即夫婦
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生育兩個孩子），全國不設統一的實施時間表，將由各省（區、市）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
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剩女」 or 「盛女」？》，香港《文匯報》
http://sp.wenweipo.com/sn/

2. 《先育後婚反傳統 傳宗接代拋腦後》，香港《文匯報》，2013-11-28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1/28/ED1311280028.htm

3. 《港漂生活微記錄》，財新網
http://video.caixin.com/2013/gpshwjl/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與港相反與港相反，，內地出現內地出現「「男多女少男多女少」」現象現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你會為找另一半而你會為找另一半而
刻意隱瞞自己的高學刻意隱瞞自己的高學
歷 嗎歷 嗎 ？？ 圖 為 婚 紗 博圖 為 婚 紗 博
覽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舉標語大叫高舉標語大叫「「沒有住房沒有住房，，怎樣結婚怎樣結婚」」的港媽反映了新一代的的港媽反映了新一代的
無奈困境無奈困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料B：近年港女嫁內地男數據*

資料B：協助港青重建願景建議
香港最近30年的工業北移，產業飽和並轉趨單一化，減少港青

上流機會，加上房租、生活費用和人工成本高昂，以創業帶動青年
上流的模式已不可行。因此，港青有時會抱怨苦無出頭天。針對這
種情況，有香港企業家提出3個建議，希望有助港青重建未來願
景：
1. 繼續推動港青到內地實習創業：以北京為例，目前已有25家
中央企業、16家文博機構、26家政府機構、4家國家級媒體和16家
商業機構參與。這項工作可由主管港澳事務的領導層帶領，進一步
擴大實習機會的規模。
2. 利用「特區中的特區」加强港青就業和創業：利用廣東省的橫

琴、南沙和前海3個「特區中的特區」，為港青提供更好的就業和
創業平台；甚至在廣東省建立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3. 對港青企業家放寬領域的投資准入：建議中央可選擇廣東等省

份進行試驗，即對具資本實力、技術實力的港青企業家提供政策支
持，放寬部分領域的投資准入；並且加快推進跨境專業資格互認，
通過合夥人機制，在會計、法律等專業行業中引入香港專業人才。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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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剩男」等名稱，絕非中國社會的獨有產物，特別是女性教育程度的

提高，遲婚、不婚已成為大部分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趨勢。在香港、日本、台灣

和韓國，女性平均結婚年齡都已延至30歲後。有些女性擁有高學歷和社會成就，

卻令男性卻步；甚至令男女雙方在角色分工層面「不對稱」、反轉角色，變成「女主外，男主內」的局

面。許多職業女性因收入和職位高而被「歧視」，婚後要在職業和家庭間抉擇，甚至因長時間工作而被

指責為漠視家人的「工作狂」。更甚者，有些高學歷女性為與男性「平等」地交往、迎合「男尊女卑」

的傳統思想，不惜隱瞞自己的學歷和扮演「無知」的形象，顛覆日漸推崇「兩性平等」的社會現況。

■莊達成 匯知中學通識教育科科主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員

作者簡介
莊達成 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年齡組別

30歲至34歲

35歲至39歲

40歲至44歲

45歲至49歲

50歲至54歲

男

120,600人（↓1%）

72,200人（↓3%）

52,000人（↓1%）

38,800人（↓4%）

24,700人（↑2%）

女

97,800人（↑3%）

59,400人（↓1.5%）

50,300人（↑6%）

42,000人（↓1%）

31,700人（↑10%）

男

120,700人（↑0.1%）

74,000人（↑3%）

54,000人（↑4%）

45,800人（↑18%）

28,100人（↑14%）

女

104,800人（↑7%）

61,700人（↑4%）

53,200人（↑6%）

45,200人（↑8%）

34,200人（↑8%）

a. 參考以上資料，指出及解釋導
致香港男性和女性遲婚的兩個
原因。

b. 有指兩地婚姻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資料
B和資料C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種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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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相同之處
a. 貧富差距嚴重

b. 樓價高、置業難

c. 社會向上流機會少

不同之處

香港

堅尼系數由2001年
的0.525，攀升至2011
年的0.537。

整體私人住宅單位售
價指數從 2003 年的
61.6，升至 2013 年 2
月的239.3，升幅高達
288%。

54%青年認為家庭背
景和人脈關係，對大學
生的就業影響最大。

2001年至2011年家
庭住戶月入中位數和主
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增幅
分別為9.2%和9%，追
不上12%的通脹率。

內地

官方的堅尼系數由
2003年的0.479，跌至
2012年的0.474。

全國商品房平均價從
2002 年的每平方米
2,091元人民幣，上升
至 2012 年的 5,429 元
人民幣，升幅高達
159%。

公務員子女大學畢業
的起薪點比一般人高
15%；官二代、富二代
就業出路較理想。

．全國高校畢業生人
數從2003年的212萬
人，升至 2013 年的
699 萬人，升幅高達
3.3倍；
．在「一孩政策」

下，88.2%青年表示擔
憂父母的養老問題。

a. 你是否同意「缺乏政府的支援是導致兩地
青年現況的主因」這個看法？參考以上資
料，解釋你的答案。

b. 港青北上發展可為個人和家庭帶來甚麼影響？試加以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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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6,075人

6,744人

6,514人

7,445人

8,088人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239人

564人

593人

329人

286人

非本地生留港/回
港就業安排*

－

2,758人

3,367人

3,976人

5,258人

資料C：本港男女婚姻狀況相關輿論
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香港女性嫁內地男士的數目創歷

來新高；而達適婚年齡而未結婚的香港男女數目也急增。
有婚禮顧問負責人指出，兩地貿易頻繁交流增多，內地富
二代已成為香港女性眼中的首選，加上人民幣不斷升值，
嫁內地富二代更有錢途。內地男性「崇拜香港」，若娶香
港女性，感覺如「越級挑戰」及在內地顯得更有優越感；
加上內地男多女少，正好與香港女多男少相符合。此外，
近年香港男女寧願享受二人世界，也不太願意生兒育女，
所以造成男女適婚仍不結婚的現象；單身女子學歷越高、
收入越高及投入事業發展，身居要職，也間接影響女性結
婚的念頭。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本港未婚男女分布*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2.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兩地青年現況比較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香港輸入人才計劃獲批人數

*註：2008年5月19日起實施。

資料B：內地生對來港升學發展看法
2003年至今，香港先後推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非本地學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3項政策，10年內注入約9萬境外
人才。但有學者指出，港府欠缺全面的人才政策，沒有對準本港人才需求，
幾百個大學課程招來的都是內地生，他們到最後發現自己並無用武之地，只
好黯然離開。
根據調查，「毗鄰內地」、「院校科研水平優良」和「知名度高」是內地
生選擇來港升學的最主要3個原因。但有內地生認為，香港只適合他們短期發
展；長遠而言，將回內地或到其他地方尋找發展機會。

■資料來源：本地各大報刊

a. 若進一步透過輸入專才，來應付香港未來的
人才需求，港府在政策制定層面將遇到甚麼
困難？解釋你的答案。

b. 就升學就業而言，本港具備哪些優勢和不足？試各舉兩
項，並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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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材女扮懵為拍拖

兩性角色

怕「趕客」寧「降格」

類別

在港登記結婚

內地結婚

總數

2010年

3,276人

1,577人

4,853人

2011年

4,127人（↑26%）

1,738人（↑10%）

5,865人（↑21%）

2012年

4,798人（↑16%）

1,987人（↑14%）

6,785人（↑16%）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註：括號內數字與上一年比較。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註：括號內數字與上一年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