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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青協公布最新調查結果  

兩代衝突普遍，部份青年出現對父母憎恨感  

青年重視家庭核心價值，但實踐上自評一般  

青協建議持續推廣家庭核心價值  

 

香港青年協會一項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價值取向差異是兩代衝突的主要成

因；至於引發衝突的導火線，較多青年認為是家務問題，家長則認為是學

習及成績問題。不過，受訪青年及家長在主動求助態度方面，表現則有欠

積極。  

該項名為「現今兩代衝突」意見調查，於本年 5 至 6 月期間進行，共訪問

逾千名青年及家長。調查從該會 37 萬名青年會員中，隨機抽取年齡介乎

12 至 24 歲會員，透過網上問卷方式，成功訪問了 845 名青年；家長方面，

則以便利抽樣自填問卷方法，成功訪問 205 名義工家長及會員家長。  

兩代衝突情況普遍  

調查結果發現，分別高達八成四 (84.0%)受訪青年及九成六 (96.1%)受訪家

長在近半年曾發生兩代衝突。在列舉的三類衝突中，以發生意見爭執／言

語頂撞情況者佔最多；其次是互不瞅睬／冷戰。至於較嚴重的如打罵和肢

體上推撞，出現次數則相對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成三 (13.1%)受訪青

年表示曾與父母出現這方面的衝突。  

至於引起衝突的導火線，從青年角度，主要是與家務 (33.0%)、學習／成績

(28.3%)，及父母干涉他們的私隱 (20.8%)有關。而從家長角度，則集中在

子女學習／成績問題 (72.1%)，其次是子女上網／打機 (44.2%)及家務問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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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帶來負面情緒影響  

結果亦顯示，不論是從青年或是家長角度，衝突均帶來負面情緒影響：兩

成七 (27.1%)青年透露，處身衝突中，他們經常或間中感到徬徨無助，而家

長在這方面的情況尤甚，佔接近三成九 (38.8%)。值得注視的是，合共有四

分之一 (25.3%)青年在衝突當中經常或間中產生憎恨父母的感覺；接近一成

四 (13.8%)家長亦有此感受。  

關係影響方面，雖然有較多 (47.3%)青年認為衝突沒有影響到他們與父母的

關係，但仍有三成 (30.1%)認為與父母的關係轉差。家長方面，認為衝突令

他們與子女的關係轉差者佔最多，佔四成六 (46.1%)。  

調查亦發現，多數青年及家長均認為，引發兩代衝突的主要成因，是雙方

價值取向存有差異，青年抱此看法更為普遍，佔四成四 (44.4%)，家長方面

佔兩成六 (25.7%)。另有三成 (30.1%)青年認為成因在於兩代之間缺乏有效

溝通，兩成四 (24.0%)家長認為是父母對子女期望過高。  

向外尋求協助態度欠積極  

在尋求協助方面，接近三成 (29.7%)青年表示，假如與父母發生衝突，他們

不會尋求別人幫助；持這態度的家長佔近九個 (8.8%)百分點。值得留意的

是，在表示會尋找別人幫助的家長中，近六成 (57.2%)均傾向倚賴配偶，選

擇向其他人求助者不多。  

至於由社會提供的相關服務，高達接近七成二 (71.6%)青年表示不會尋求這

類服務；持這態度的家長亦佔三成半 (34.5%)。而假如發生衝突，受訪者會

做什麼來修補關係，結果發現，逾三成半 (35.5%)青年表示甚麼也不做。  

重視及認同家庭核心價值  

兩代衝突普遍，但調查同時顯示，受訪青年及家長自評兩代關係不俗，以

0-10 分，0 分為關係非常疏離，10 分為關係非常密切，青年平均給 7.4 分；

家長在這方面的自評分數更高，平均給 8.0 分。  

調查亦顯示，在青年及家長心目中，家庭仍佔有非常重要位置，同樣以

10 分為最高分計算，兩者認為家庭的重要程度，平均分分別高達 8.3 分及

9.5 分。  

對於調查列舉的 10 項家庭核心價值，青年及家長均顯得十分正面，當中

以「尊重」、「溝通」、「關懷」及「包容」等被視為最重要。不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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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個人在維護家庭核心價值的表現時，受訪青年在這方面的評分一

般，平均分僅為 6.6 分；反映仍有改善空間。  

負責調查的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陳瑞貞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兩

代關係整體雖然不俗，然而兩代價值觀的分歧是衝突主因；如果雙方各執

己見，關係只會持續惡化，陷入僵局。  

陳氏指出，調查反映衝突對兩代造成負面影響，包括徬徨無助感、憎恨感，

以及雙方關係轉差，但受訪者對尋求支援的動力卻不大。陳氏建議社會各

界應持續推廣家庭核心價值的重要，提升家庭成員間互諒與關愛包容的精

神。此外，亦應加強宣傳家庭及親子教育，為有需要家庭提供適切服務。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