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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關注青年參與 
多年來不斷推動，青年角色更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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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聯合國行動 

1985 國際青年年 
以【參與，發展，和平】為主題 

2015 國際青年年30週年 
以【青年的公民參與】為今年國際
青年日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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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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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式 崗位式 

建制內平台－ 
例子如 

建制外平台－ 
例子如 

1) 問責團隊 
2) 公務員體系 
3) 行政會議 
4) 立法會議 
5) 區議會 
6) 公營架構諮詢及法定組織 

1) 非政府機構 
2) 專業團體 
3) 宗教團體 
4) 中學或大專院校學生會 
5) 學生組織 
6) 社會議題關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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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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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公共事務崗位有價值嗎? 

與社會及公共事務崗位關係? 

參與意願如何? 

需要甚麼條件? 

遇到甚麼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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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訪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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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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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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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名18－33歲青年 

7月至8月：520名18 - 34歲青年 

7月至8月：5位學者及資深公共服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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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主要建議 調查及訪問結果 



同意 

64.4% 

有助增加青年 

對社會的承擔感 百分比 

利他精神 22.7% 

關心社會 21.1% 

貢獻精神 19.3% 

對擔任這些崗位人士 

最欣賞之處 

「做公共事務崗位，我
停學一年全力參與。假
如我有八、九十歲，用
我人生一年時間參與崗
位，我覺得這經歷難能
可貴，用錢也買不到。」 

（個案09/男/23歲） 

(1) 青年對擔任公共事務崗位 
的價值予以肯定 



(2) 青年對擔任公共事務崗位人士的
條件有要求 

% 

有誠信 37.0% 

有承擔感 25.2% 

做事夠透明度 17.3% 

不怕被批評 7.7% 

不怕忙 3.2% 

對公共事務有好奇 2.9% 

其他 0.6% 

不需特別特質 1.8% 

唔知/難講 4.4% 
合計 100.0% 

% 

親和力 25.7% 

溝通能力 22.6% 

團隊合作能力 14.2% 

識得面對公眾 13.5% 

專業知識 12.3% 

有學歷 5.7% 

其他 0.7% 

不需特別能力 2.2% 

唔知/難講 3.2% 
合計 100.0% 

最適合做公共事務崗人士的能力 



(3) 青年與社會關係正面， 
但不認為他們有力量影響社會政策 

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                       61.9% 

有在問卷所列舉組織中

擔任崗位  22.3% 

不認為有能力影響香港社會政策的發展 65.2% 



願意參與 28.2% 

主要原因：希望藉此改善社會 

於讀書時曾擔任學生崗位

者，有較高比例表示願意 

不願意參與 59.0% 

主要原因：缺乏興趣、

能力、時間及認識 

(4) 青年願意或不願意擔任崗位的 
主因，值得留意 



(5.1) 阻力：3個不知，3個擔心 

  

25.7%  

不知崗位工作內容 

 不知崗位委任準則 

「青年不知道起點在那裡，想加入做諮詢委員

會的委員，可聯絡甚麼部門或人士？將來有機

會被委任到更高層次的崗位嗎？」 

（個案19/女/沒有提供年歲資料） 

3個 

不知 
18.1% 

擔心被起底 

擔心前途受影響 
 

3個 

擔心 

「我不知政府諮詢委員會做些甚麼，亦不知前
景發展；政府用甚麼準則來委任有關成員？政
府的委任制度欠缺透明度。」（個案02/女
/19歲） 
 

不知崗位前途發展 

「近年政府傾向委任親政府人士加入，親政
府形象太明顯，如青年人加入，在朋輩間容
易被邊緣化，容易被標籤為親政府。」（個
案20/男/23歲） 
 
 

「社會愈來愈政治化，作為學生會會長，受到社會
和媒體關注；找工作時，不排除機構會在網絡媒體
中搜尋我的背景，機構不想冒險去聘請這些學生運
動的成員或領袖，這會給學生造成心理壓力，漸漸
形成所謂寒蟬效應，不敢參與學生會。」 
（個案09/男/23歲） 

擔心被標籤為親政府 



個人事業發展VS參與公共事務： 
有拉扯 

二選一：選擇延後參與 
未能出席崗位所需會議： 

考慮放棄參與 

歷練機會易受影響 

「新生代有好多怨氣，尤其搵工及住屋困
難。青年自感個人生計問題都未做好，自
然不會想到參與公共事務；修身、齊家都
做不好，怎能治國平天下；這是很無奈的
想法。我會優先處理好個人事業發展。」 

（個案11/女/28歲） 

「很多時我都未能出席會議，我不知如何
向上司請假，對個組織感到很有歉意，曾
想過退下來，因不想妨礙組織的發展。」 

（個案10/女/27歲） 

(5.2) 阻力：個人事業與參與公共事務 
有拉扯 



(5.3) 阻力：對現時政府有保留 

63.6% 

不認為他們 

信任特區政府 

對政府觀感負面 
對政府諮詢架構

青年比例不滿 

「青年在諮詢會內人數比例向來
偏低，較難發揮影響力，經驗累
積也受影響。」 

（個案20/男/23歲） 

「近年政府做事缺乏透明度，無
章則，人事複雜，連普通市民都
不太想加入建制內給意見，更何
況是經驗尚淺的青年，青年好似
純羊，把羊放在狼群中，只會被
欺負。」 

（個案12/男/18歲） 

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的青年，他們願意參與崗位的比例較低 



研究結果總結 – (1)  
誰願意參與公共事務? 

理念: 
肯定參與崗位的價值 

願景: 
對香港社會未來抱有願景，對能夠為

社會帶來進步有訴求 

能力: 
與社會互動能力較強，且具有誠信，
肯承擔，較有親和力與溝通能力等。 

適應社會環境: 
可應對新媒體文化，事業工作上相對

取得平衡 



研究結果總結 – (2)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崗位三個階段的處境 

起點 
 

樂於擔任公共事務崗
位，有服務社會心志，

但 
滿有疑問和擔心， 
對現時政府有保留 

過程 
 

個人事業發展VS參與公
共事務：有拉扯 

成效評估 
 

對改變社會政策存有 
明顯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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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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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成員組成部份，設定年齡基準目標 

 

2. 職場公共事務參與友善文化 

 

3. 全球交流論壇或會議 

 

4. 開設對話平台 

 

5. 提供能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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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非官方
成員組成部份，設定年齡基準目標 

年齡比例 (現時) 

< 40 > 40 

11% 

設定比例基準目標 (建議) 

< 40 > 40 

1. 釋放更多建制內參與公共事務崗位的機會 

2. 顯示當局對青年意見的重視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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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場公共事務參與友善文化 

每月安排4個工作小

時參與崗位所需會議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 

同步發展個人事業和

參與公共事務 

提升機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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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場公共事務參與友善文化 

公共事務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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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全球交流論壇會議 

提供能力培訓 

開設對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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