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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香港面對人力需求殷切。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力資源推算，預期

至 2022年，香港整體人力需求欠缺近 12萬人，而本地調查亦發現，建

造業及護理行業等個別行業的專業及技術職位人力不足情況頗為嚴峻；

預期在可見的將來，仍未能得到紓緩。另一方面，現時不少香港青年在

完成學業後，發現可讓他們發揮所長的工種並不多。究其原因，往往由

於一些青年在學期間，未能及早為自己未來就業作好準備，包括選擇有

助其就業出路的培訓。 

 

香港青年對職業教育一向並不積極。大部份未能升讀大學的青年人

在離開校園前，均是接受以通用能力為本的教育，並未能協助他們獲取

專業資格或專門技術。在沒有學位學歷，也沒有專門技術或專業資格的

情況下，這群青年人要在社會上謀求良好發展的就業機會，存在一定困

難。 

 

為了長遠經濟發展，香港有需要於人力培訓方面多下功夫，以期達

至人盡其才，協助年輕一代開拓就業出路、及早準備並學以致用、發揮

所長。 

 

是項研究將焦點放於能為青年人培養專門技術和協助他們獲取專業

資格的職業教育上，並以 14-25 歲適齡接受職業教育的青年為對象，目

的是了解他們選擇升學或培訓的考慮因素，以及對職業教育的看法，循

此方面探討開拓青年就業出路的措施。 

 

研究透過網上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訪談，深入了解青年人選擇不同

類型教育或培訓的原因、他們對技術工種的看法，以至對職業教育的意

見等。此外，研究亦訪問了相關專家及學者，了解他們對現時香港的職

業教育發展狀況及對人力需求的分析。 

 

青年創研庫綜合分析上述研究結果，以政府應為職業教育提供更大

誘因和加大力度推廣資歷架構為重點作出五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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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要數據 

 

1. 受訪青年普遍對職業教育的升學信心不足 

 

網上問卷調查於 2015年 6月期間進行，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

941 名 14-25 歲香港青年協會會員。調查顯示，只有 18.2%受訪者

認為職業教育的學歷多數可以獲得承認；而有 44.8%受訪者認為，

職業教育的升學前景較學術教育差；32.0%受訪者對職業教育的印

象更是「上不到大學／讀不成書」，反映受訪青年普遍對職業教育

的升學信心不足。 

 

2. 受訪青年對技術工種的工作內涵、工種形象和興趣感覺負面 

 

調查又發現，受訪青年認為技術工種人手短缺的原因，主要為「工

作辛苦」（86.2%）和「工種形象欠佳」（57.9%）；而認為自己不

會考慮從事飛機維修、長者護理或地盤工人等技術工種的受訪者

中，最多人表示不考慮的主因是「沒有興趣／沒有意義／不適合自

己」（58.8%），其次是「工作辛苦」（12.9%）。結果反映，受訪

青年對技術工種的工作內涵、工種形象和興趣感覺負面，窒礙了他

們投身這類工種，以至接受相關職業教育的選擇。 

 

3. 受訪者對職業教育有助就業的作用持肯定態度 

 

不過，更多受訪者認同，相比起學術教育，職業教育的求職機會（比

較好：41.9%；比較差：15.8%）和職業前景（比較好：29.0%；比

較差：17.1%）均較優勝。此外，對職業教育的印象是「一技之長」

的受訪者佔 67.0%，認為是「專業／考牌」的佔 58.3%。反映受訪

者對職業教育有助就業的作用，普遍持肯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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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果及建議 

 

結果一：青年偏重以持續升學為目標報讀課程，爭取大學學位，本屬無

可厚非，但他們忽略了升學和培訓的多元選擇。同時青年又對

職業教育存在偏見和謬誤，窒礙了考慮修讀的意欲。 

 

1. 忽略將來就業需要：青年人非常重視持續升學，即使成績未達

升學標準，他們也會嘗試以迂迴方法升學，期望最終取得大學

學位。這種情況本屬無可厚非，但他們往往只將選擇課程的重

點放在往後的升學安排上，而沒有注意到將來就業的需要。一

旦他們未能繼續升學，才發現自己沒有為就業裝備自己，錯失

及早準備的機會。 

 

2. 對職業教育缺乏認知：香港青年對多元化的升學及就業資訊缺

乏認識和掌握，以致不懂得選擇出路。部份青年人甚至到了最

後關頭，才急就章視乎自己的考試成績而選擇升學的課程。 

 

3. 抗拒選擇職業教育：不少香港青年認為技術工作和職業教育的

形象負面而不欲考慮。有青年人覺得，職業教育的宣傳經常突

出該些課程是未能升學的次選，令他們不願意選擇。 

 

4. 以為沒有銜接升學機會：部份受訪青年認為職業教育是資歷的

盡頭，升學機會渺茫。調查發現，接近一半受訪青年認為，職

業教育的升學前景較學術教育差。其實，香港職業教育發展至

今，課程的設計已包含準備升學的元素，方便學員日後銜接高

級別課程，部份青年人的擔心只緣於固有的傳統想法。 

 

� 建議：成立「職業教育配對基金」，鼓勵僱主資助僱員修讀專上職業

教育課程，為技術工種從業員提供進修機會。 

 

針對青年重視持續升學，以及對職業教育升學前景信心不足的

問題，政府應考慮成立「職業教育配對基金」，鼓勵僱主資助

技術工種僱員進修專上（資歷架構級別四及級別五1）的職業教

育課程。若僱主願意資助僱員的部份學費，基金可以配對形式，

為有關僱員支付相同金額的學費。 

                                                 1 例如：高級文憑課程及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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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進一步向中學生、家長、老師推廣多元化的升學就業資訊。 

 

針對中學生缺乏多元化升學及就業資訊，當局除了持續進行生

涯規劃教育，讓中學生及早規劃職業，以及了解不同行業外，

亦應進一步向中學生、家長和老師推廣多元化的升學就業資

訊，例如製作及播放不同工種的推介短片，協助學生及早考慮

傳統學術課程以外的升學及就業途徑，擴闊出路。 

 

� 建議：政府、業界及培訓機構應投放資源，更新老化的行業，提升其

專業形象及專業質素。 

 

為改善職業教育及技術工種的形象及提升專業質素，政府應投

放資源，聯同業界及培訓機構更新老化的行業，例如機械維修

和基層護理等職位，令其在專業形象和專業質素上有所提升，

並在傳統技術行業中開拓新的工種，吸引新血入行。 

 

 

 

結果二：資歷架構未能得到僱主普遍重視和應用，間接影響推廣力度。 

 

政府推行資歷架構多年，協助市民確立進修的目標和方向，提

升職業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不過，有關架構缺乏推廣，坊間鮮

有僱主以資歷架構作為聘用或晉升僱員的標準，影響到大眾，

包括青年對職業發展前景的信心。而制訂《能力標準說明》和

推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是將資歷架構落實到行業應用的

重要一環；加強資歷架構應用於實際就業環境，可讓從業員了

解進修的起點和出路。可是，本港現時這方面的進展仍比較緩

慢。 

 

� 建議：進一步推廣資歷架構，加快制訂《能力標準說明》和推行「過

往資歷認可」機制的進度，並於勞工處職位招聘資訊中，協助

僱主列明職位的資歷級別要求。 

 

針對資歷架構未普遍落實應用於行業的問題，教育局應加快制

訂《能力標準說明》和推行「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的進度，同

時將資歷架構推廣至更多工商機構，方法包括於政府職位招聘

中應用，以及於勞工處的職位招聘資訊中，協助僱主列明職位

的資歷級別要求，讓公眾增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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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三：專上院校開辦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偏重通識內容，令青年進修職

業導向課程的選擇機會減少。 

 

現時香港高中階段的教育，是以學術和通用技能為主。綜合估

計，每年共約 35,000名未能升讀學位課程的青年離開校園，當

中除了部份中專及高級文憑畢業生外，大部份人在投身社會

前，均接受以通用能力為本的教育，並未足以協助他們投身以

專業或技術為基礎的行業。事實上，因課程成本問題，專上院

校開辦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偏重通識內容，令青年進修職業導向

課程的選擇機會減少。儘管不少受訪青年認同職業教育的求職

機會和職業前景均較優勝，但在實際選擇時仍會卻步。 

 

� 建議：提供誘因予專上院校開辦成本較昂貴的職業教育課程，其中包

括擴大「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和級別。 

 

為鼓勵專上院校開辦更多職業教育課程，政府應提供誘因予專

上院校開辦此類成本較昂貴的課程，當中包括擴大「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和級別，資助其他職業導向

自資課程。若課程中職業導向內容佔六成至八成，又屬級別四

及級別五的資歷，可向有關課程提供定額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