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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父母一輩較幸運
受訪的Y世代普遍認為，這一代要脫離父母獨立生活，遠

難於過去世代。30歲的籌款機構會計主任帕蒂森表示，雖然
過去6年升職加薪，但收入僅足夠生活及儲蓄，生活方式一
直沒改變，若不幸失業或減薪，或要搬回與父母同住。

■帕蒂森■田中米希

1/4年輕人每周工作50小時 退休無期

美國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
去年發表調查報告，顯

示逾9成受訪者求職時最重視薪
金，重視就業保障的亦有86%。工
時方面，印度年輕人每周工作達52
小時，為全球之冠，墨西哥、中國
和新加坡緊隨其後，達48小時，瑞
士和希臘為47小時，日本則為46
小時。報告又預計，到2020年，
「千禧世代」會佔全球勞動力
35%。

日人最怕 華18%年輕人擔憂
受訪者中，只有19%認為可在60

歲至64歲退休，34%有信心可在65
歲至69歲退休，但這已經比全球主
要國家的退休年齡晚，認為自己將
會「工作到死」的更有12%。若細
分不同國家，日本年輕人的退休前
景最嚴峻，多達37%受訪者認為要
「至死方休」，中國以18%緊隨其
後，其次是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
意外的是加拿大、印度和新加坡均
有14%年輕人擔心畢生無法退休。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日本研究專

家索利斯表示，由於日本近年經歷
不少重大社會變遷，包括國民儲蓄
率下降、就業前景不明朗及老齡化
問題愈來愈嚴重，導致社會保障體
系面臨更大壓力，迫使日本人延長

工作年數，比率遠高於英美的
12%。

美學債激增 變相扣人工
美國受訪者當中有12%認為無法

退休，縱使大部分「千禧世代」有
全職工作，但35%考慮未來可能轉
為兼職工作，41%更表示有意轉為
自僱。事實上，當地 2008 年至
2014年間，學生貸款激增84%，意

味着學生一畢業便負債纍纍，為了
還債，工資變相被扣減。美國註冊
會計師協會另一項調查則指，8成
美國人為了償還學生貸款而作出財
政犧牲。另外，美國私人機構退休
金過去30年急速下跌，公營機構亦
沒有以前那麼慷慨，年輕人面臨更
大退休壓力。

■彭博通訊社/CNBC/
《福布斯》/《赫芬頓郵報》

「「
做
到
死

做
到
死
」」
魔
咒
魔
咒

嚇
窒
千
禧
世
代

嚇
窒
千
禧
世
代

「千禧世代」經常被標籤為好吃懶做，但有調查顯

示，全球25個國家共1.9萬名年齡介乎20歲至34歲

的年輕人中，近3/4每周工作逾40小時，約1/4更工

作逾50小時，證明他們十分勤奮。但即使努力工作，

也不代表未來受到保障，約1/3受訪者擔心須工作至

70多歲才可退休，約1/8更指可能「做到死」也

不能退休。這些年輕人很多都背負沉重學

債，面對高樓價和薪金增速過慢，

退休之路可謂遙遙無期。

「千禧世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
支柱，然而他們普遍面對失業、負
債、低薪及高樓價問題，加上人口
老化及全球化衝擊，年輕人貧窮狀
況不斷加劇。《衛報》調查北美及
歐洲8個國家的年輕人收入水平，
發現他們薪金增幅過去30年間嚴重
落後全國平均水平，與中年人收入
差距擴大。專家指此現象會加劇貧
富懸殊，窒礙經濟發展。
《衛報》收集盧森堡收入研究
跨國數據中心(LISCNDC)資料，
分析英國、法國、德國、意大
利、西班牙、加拿大、美國及澳
洲的國民收入，其中英國退休人
士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年輕人快3
倍；美、法、德、意及加國的年
輕人，收入比平均線低超過2成，

實際收入在2008年金融海嘯前已
有下跌趨勢，普遍亦較中年及老
年人貧窮；扣除通脹後，美國及
意大利年輕人工資甚至追不上30
年前水平。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

書長古里亞表示，「千禧世代」
受經濟衰退打擊，勞動市場條件
至今未見太大改善，導致貧窮人
口年輕化。英國智庫「財政研究
所」主任約翰遜稱，隨着年輕一
輩愈趨貧窮，與富家子女拉遠差
距，將加劇跨代貧富懸殊。有專
家指出，現代年輕人普遍無力組
織家庭，不利社會共融，認為政
府應採取措施平衡各年齡層收
入，保障年輕人的消費力，避免
經濟發展停滯。 ■《衛報》

人工不及30年前
加劇跨代貧富懸殊

美一半實習無薪
欠認可無助求職

■奧索里奧原
打算加入當時
希拉里競選陣
營擔任全職工
作，但最後只
獲聘為無薪實
習生。

網上圖片

大學畢業生普遍缺乏工作經驗，不少人
遂選擇參加實習計劃，希望裝備自己，方
便日後求職。《實習國度》(Intern Na-
tion)作者佩林．羅斯統計顯示，美國目前
每年供應150萬個實習職位，當中一半屬
無薪，雖然實習生可藉此累積工作經驗及
技能，但不少無薪實習生難以償還學費，
企業更普遍不承認無薪職位的工作經驗，
令他們難以應徵全職工作。
24歲大學畢業生奧索里奧憶述2013年

畢業後，先後擔任公共事務及時裝設計
的無薪實習生，至去年夏天返回聖迭戈
後，原打算加入當時民主黨總統初選參
選人希拉里競選陣營擔任全職工作，但
最後只獲聘為無薪實習生。她表示，先
前實習工作不受薪，沒被認可為正式工
作，根本無助求職；加上她要償還學
費，又要兼顧生活開支，看似珍貴的實
習機會只淪為負擔。
全國大學與僱主協會(NACE)去年調查

發現，有7成僱主希望聘請實習生為正式

員工，但實際上只有52%實習生順利
「轉正」。經濟政策研究所(EPI)副主席
艾森布雷稱，僱主普遍傾向錄用受薪實
習生，而且薪金待遇較無薪實習生優
厚。 ■《衛報》

全球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加上醫療技術先進，人均
壽命延長，長者人數有增無減；他們退休後大多靠養
老金維生，福利開支重擔落在年輕人身上。《衛報》
研究發現，1980年後出生的「千禧世代」普遍面對
龐大稅務，經濟負擔沉重之餘，薪金水平又追不上物
價，長遠不利經濟持續發展。
《衛報》統計顯示，全球各國65歲至79歲人士的

養老金，在過去30年急升，其中英國更升1.46倍，
年輕人需支持更重稅項，供福利開支之需。此現象在
美國亦常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科特利科夫形
容，政府「弄得年輕一代破產」。
在全球化影響下，企業大量外判工作機會，例如法律

資訊服務或電腦程式設計等，大多由中國及印度等國家
的企業承判，導致市場對年輕勞動人口需求下跌，「千
禧世代」變相失去談判籌碼，薪酬水平停滯。
全球戰後的經濟發展，現時主要由中年人士支持，

他們收入高消費力強，一直是提振經濟的關鍵。但隨着
「千禧世代」漸漸取代中年一輩，很快成為經濟體系
中主要消費群體，而年輕人收入疲弱，未必可保持上一
代的消費能力。有經濟學家指出，這種「消費斷層」現
象已漸漸浮現，有礙發達國家持續發展。 ■《衛報》

養老金飆成重擔
「消費斷層」阻發展

世界面臨經濟不景、政治動盪、難民危機等各種問
題，這無不與人口不均衡有關，即長者集中在發達國
家，年輕人則大多在發展中國家。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數
據顯示，全球人口現時有1/4是介乎10至24歲的年輕
人，為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帶來沉重負擔，同時為各國帶
來諸多問題。
印度每月有約100萬人年滿18歲，15歲至34歲人口

更多達4.22億，是美國、加拿大及英國人口總和。他們
較長輩接受更好的教育，加上科技發展有助獲取更多資
訊，結果大批年輕人由農村移居城市，甚至移民外國，
尋求發展機會。
東亞上一代憑藉「人口紅利」發展經濟的模式已不存

在，華盛頓智囊「全球發展中心」經濟學家肯尼指，現
時眾多年輕人口反而成為負擔，各國必須為他們創造更
多職位，例如印度每年便須創造1,200萬至1,700萬個
職位。

失業率高恐掀社會動盪
目前全球2/5年輕人失業或做低收入工作，無法擺脫
貧窮。歐洲的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達25%，除因經濟疲弱
外，還因為技能錯配，例如市場需要電工及家庭健康助
理，但充斥的卻是欠缺相關技術的大學生。國際勞工組
織研究總監托雷斯指出，年輕人失業率高企，較其他任
何因素更能帶來社會動盪，中東各國便是例證。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年齡中位數差距愈來愈大，

德國為46歲，印度為27歲，尼日利亞的年齡中位數更
只有18歲，因此各發達國家已開始為爭奪發展中國家
的人力資源展開競爭。 ■《紐約時報》

人口不均衡成計時炸彈

■不少年輕人擔
憂「做到死」也
不 能 退 休 。

網上圖片

■深陷債務危機
的希臘，不少年
輕人擔心畢生無
法退休。

資料圖片

■日本老齡
化問題愈來
愈嚴重，迫
使日本人延
長 工 作 年
數。
資料圖片

於倫敦書店工作的田中米希(譯音)認為，父母一輩較幸運，大學畢
業後已有能力在倫敦置業，且有更大自由度，可選擇做自己喜歡的
事；反觀現代年輕人不斷在家庭及事業上妥協，無法一展抱負。

■《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