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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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不少社會人士要求香港政府定立標準工時制度，但社會對此議題仍然爭論

不休。商界普遍認為制定標準工時會增加企業成本，減少商家的投資意慾。很多僱員卻

認為，制定標準工時能讓他們有更多私人時間陪伴家人，改善家庭關係。另外，傳統家

庭觀念「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女分工模式也開始轉變，社會推動兩性平等，或許將有

助年輕一代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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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流 動 （social
mobility）：指一個社會成
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
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
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
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
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
過程。它是社會結構自我調
節的機制之一。
■資料來源：MBA智庫百科

1. 《收工用手機工作 44%人難頂「隱
性加班」》，香港文匯報，2015年4月
30 日 ，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5/04/30/HK1504300055.htm
2. 《激發原動力 開拓新思維 助青年闖
出一片天》，智經研究中心，2014年

11 月 25 日，http://www.bauhinia.org/research_content.
php?id=63
3. 《男主外，女主內？》香港電台通識網，http://www.
liberalstudies.hk/relationships/ls_relationships_43.php

在香港，年輕一代普遍受過高等教育，理應可藉知識改變命運，前途一片光明，但有專家認

為，學歷上升但收入下跌是大勢所趨。大專生增加，高等學歷貶值。這種情景令香港年輕人有

時感到沮喪，深感向上流動困難。針對這種情況，有人建議香港年輕人積極北上發展，但有人

卻對此抗拒。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有不少青年認為自己收入低、未能累積財富，更遑論自

置居所。所以，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推行政策和措施協助他們向上游，這不但有助社會穩定團

結，更能使香港可持續發展，維持長遠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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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表一：工時過長對身心健康狀況的影響#
項目 沒有 有時 經常 不知道/難說

身體多處酸痛或肌肉繃緊 38.7% 33.5% 27.9% /

胃痛（或腸胃不適） 70.1% 22.9% 6.8% 0.3%

睡眠困難 57.4% 28.2% 14.4% /

睡醒仍覺得累 21.0% 42.2% 36.7% 0.1%

容易疲倦 33.5% 31.8% 34.5% 0.2%

#註：數據準確至一位小數，各百分比相加可能不等於100%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工作時數與工作壓力意見調查》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工時過長對僱員影響的調查摘錄

有機構公布一項父親壓力調查，訪問的978位爸爸中，73.6%表示生活有壓力，較
去年輕微下跌6.6個百分點。雖然感到有壓力的爸爸數量稍微下跌，但工時過長的情
況越來越嚴重，有24%受訪爸爸每天平均工時達11小時或以上，較去年上升4%。對
於每天能與家人相處的時間，17.1%指根本沒有時間與家人溝通，較去年上升1.8個
百分點。有逾40%受訪者認為自己不是好爸爸，並有超過70%認為，「能與子女溝
通」和「有時間陪家人」是好爸爸應具備的條件。
另一方面，有機構發布一項「香港女性的幸福指數」問卷調查報告，當中共訪問

520名年輕女性，結果發現，只有13%女性感到非常幸福；48%女性感到幸福；32%
覺得一般；7%女性感到不幸福。婦女感到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來自經濟壓力
（22%），其次是工時過長（18%），工作壓力（17%）和缺乏休息時間（14%）。
調查顯示，有51%受訪女性每天工作9小時或以上，42%每天睡眠只有6小時或以
下，43%每天休閒時間2小時或以下。大部分受訪女性出現負面情緒，如疲憊、焦慮
和煩躁等。近兩成女士認為逛街能有助宣洩不快樂情緒，其次是與朋友傾訴和去旅
行。結果反映在職婦女不應該忽略個人需要，才能在工作和家庭取得平衡，享受現
代女性多元化生活。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表二：工時過長對生活的影響#
項目 沒有 減少一點兒/有一點兒影響 減少了很多/有好大影響 不知道/難說

家庭生活 20.1% 46.7% 33.2% /

社交生活 16.9% 45.3% 37.5% 0.4%

#註：數據準確至一位小數，各百分比相加可能不等於100%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工作時數與工作壓力意見調查》

資料B：

a. 你怎樣解釋表一和表二所顯示的工時過長對身心
健康狀況和生活的影響？

b.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經濟壓力和工時過長是婦女感到不幸福的
原因？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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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C：
近年來高等教育普及、性別意識逐步提升，再加上女性在職場遇到的

不友善環境改善，更樂意投入職場，使兩性都能更適切發揮自己所長，
兩性職涯規劃相較過去已有轉變跡象，逐步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
家庭分工模式。調查顯示，相較於過去，近年來女性的確更加活躍於職
場，女性受僱員工人數逐年攀升。
男女角色定型的傳統觀念，在中西方社會也不斷在變。男女生理上是

大不同，但兩性角色和形象卻不一定要受固有框框所規限，誰說男孩一
定要剛強、女孩子就要溫柔？放下根深蒂固的想法，未嘗不是好事。以
前大家着重「男主外，女主內」，但如今不也對「家庭主夫」見怪不怪
嗎？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資料B：「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
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
問卷內容 同意受訪者百分比
女性該着重家庭多於工作 50.4%
男性的工作應是賺錢，女性的工作 38.9%
應是打理家居和照顧家庭
員工一般而言比較不喜歡由女性經 33.4%
理或上司管理

■資料來源：婦女事務委員會、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a. 你認為「男主內，女主外」與「男
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
哪一種更適合於香港現代社會？參
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分析香港社會的性別定型
所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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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

表一：影響社會流動的個人因素
家庭背景 家庭經濟狀況、財富世襲、父母對孩子的期望、

投放在子女身上的教育
教育成就 工作性質與收入取決於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較高

的人士，較多從事專業技術性工作，收入和社會
地位亦相對較高

個人性格 性格包括天生或後天培養的獨特之處，如個人是
否有創新冒險精神、雄心鬥志、長遠的目光、領
袖才能等

其他 配偶的社會地位、個人專長和技能等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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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海外和內地來港專才是本地青年的競爭對手。單在2006年中至2011年

中，透過幾項專才計劃入境的人士高達17萬人；2011年有超過27,000名居
於內地人士經常跨境到港上班，青年感到理想的職位不足，向上流動的路
徑受阻。面對全球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互聯網上刊登的一份工作，世界
各地人士都可應徵。站在僱主角度，聘請員工以「用人唯才」原則是理所當
然，而不少內地和外國的專才願意接受本港的待遇水平到香港工作。對本
地青年來說，就業的競爭對手不單是香港人，而是來自各方的人才。
全球化及兩地融合為本港青年帶來機會，但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準備了並不一定能派上用場，但機會來到，有備者才能好好把握。兩地交
流密切，特區政府多番鼓勵青年考慮北上尋找機會和發展個人事業。無可
否認，內地不單在地理上與香港接近，具備經濟發展潛質，是本港最重要
的合作夥伴之一，但幾項青年到內地發展的研究顯示，本地青年（包括專業
人士）對於北上有不少擔憂，包括擔心內地的政治和法制；不熟悉內地的工
作模式和文化，且欠缺人脈；未能適應生活上的差異；擔心內地專才很快
追上香港專才的技術、知識，甚至薪金水平；在內地遇到問題時難以找到
協助。各方須協助青年透過進修增值自己、了解世界發展的趨勢、離開個
人的「舒適區」、不斷激勵自己，才可把全球化和兩地融合的挑戰化作機
遇。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

a. 有觀點認為提升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機會
是政府的責任。你是否同意這一觀點？試
加以解釋。

b. 參考資料，試討論全球化和兩地融合對香港青年個人發
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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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A：有關「男女角色」的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 同意受訪者百分比
男性當「家庭主夫」很可憐，或看不起當 26.1%
「家庭主夫」的男性
男人最好不要擔任傳統女性工作（護士、保 34.7%
姆等），或看不起擔任傳統女性工作的男人
男人應比妻子更有錢和成功 66.3%
男人的事業一定要很成功，或應該很成功 59.7%

■資料來源：香港明愛家庭服務、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3. 細閱以下資料：

表二：影響社會流動的社會因素
社會資源分配 社會資源（如教育、房屋和醫療資源）

是否公平地分配到各階層
人口變動 人口流動（如內地人透過單程證來港、

港人移居海外）和人口高齡化對產業多
元化和經濟競爭力的影響

經濟結構和發展 經濟的蓬勃發展帶動職業結構的轉變，
增加更多中層／專業職位，向上流動的
機會自然較多；發展的行業不夠多元
化，則只有部分人能夠受惠

公共政策 特區政府的各項措施有重新分配收入和
縮窄收入差距的作用，但這些政策可能
會增加或會減低社會成員上進的動力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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