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協最新《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3》現已出版  

香港青年結婚生育意願下降  

中、英文及普通話運用信心減少  

對社會未來發展抱悲觀態度增加  

 

香港青年協會最新一項「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顯示，在 520 名年

齡介乎 15－39 歲的受訪青年中，認為自己會結婚及會生兒育女的比率，分別

從 2009 年的 86.7%和 78.0%，下降至 2012 年的 83.9%和 74.1%，同時，認為

供養父母觀念過時的比率亦見下降。該會認為面對社會人口持續老化，青年

對結婚生育的意願下降，人口政策須正視鼓勵生育問題並提出對策。  

 

上述價值觀指標自 1997 年開始至今已進行逾 10 次調查。結果發現青年

普遍認同終身學習是必須的，但近年比率出現輕微下降；認為難以於工作階

段同時進修的比率，大幅由 2009 年的 56.2%上升至 2012 年的 77.7%。可見在

職進修的青年面對不少困難，追求終身學習對他們而言實是知易行難。  

 

語文運用方面，青年對自己的中文、普通話和英文水平的運用信心比率，

分別從 2009 年的 83.0%、52.4%和 45.0%，下降至 2012 年的 71.3%、48.7%和

44.1%。報告指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良好的語文能力對於個人事業及社會

長遠發展非常重要。如何提升青年的語文能力，將是整體社會持續面對的挑

戰。  

 

就業情況方面，青年認為創業較打工好的比率下降至不足六成（56.7%），

同時，約六成（60.5%）受訪青年認為在香港找工作不難，至於表示會考慮到

內地發展事業的青年比率，則於多次調查中均維持約四成。數據反映香港青

年傾向選擇較安穩的工作環境。  

 

該指標調查亦指出，青年對香港社會前景持悲觀態度者增多；對香港未

來發展抱樂觀看法的比率，只有不足五成（47.5%）；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

表示有信心者，大幅從 2009 年的 62.0%下滑至 2012 年的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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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年對政治觀感亦趨向負面。認為政治人物關心個人利益多於社

會整體利益的青年比例上升達七成（70.5%），覺得政治「污糟」的，更大幅

從 2009 年的 42.9%上升至 2012 年的 73.0%；認為政黨可以反映民意的比率則

見下降。數據反映青年對政治感覺負面，對政黨的效能亦欠缺信心。  

 

國民身份認同方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年比率從 2009 年的 88.1%明

顯下降至 2012年的 71.6%；對中國人身份的自豪感的比率亦從 2009年的 74.6%

大幅下滑至 2012 年的 40.7%；表示有留意國家發展的比率亦見下降。數據反

映青年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對國家的自豪感，以及對國家發展的關心程度均

見減少。  

 

最後，青年在性態度方面漸趨保守。接受墮胎的比率從 2009 年的 39.1%

下降至 2012 年的 31.9%，而不接受同性戀的比率則從 2009 年的 33.2%，上升

至 2012 年的 36.7%。  

 

上述「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於 2012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期間以隨

機抽樣方法進行，成功訪問本地 520 名 15 歲至 39 歲青年，回應率為 50.7%，

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  

 

香港青年協會（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最新出版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3》

明日於書展正式發售。其中包括上述「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詳列香港青

年的價值觀趨勢，並分析年青人的最新面貌。此外，《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3》

書內亦透過整理有關香港青年的研究數據，提出以下八項值得關注的香港青

年趨勢；包括：  

 

（一）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長遠將增加青年承擔養老的壓力。隨著

勞動人口日漸減少，社會人均生產力將會隨之下降，每一位勞動青年將要承

擔更重的養老壓力。  

 

（二）雙非兒童人數驟增的問題，各項社會服務必須作出相應配合。這

無疑會為本地社會的各項服務如醫療、教育及房屋等帶來明顯壓力；但針對

本地社會人口老化的問題，相關人口增長有助為社會注入新血，紓緩社會人

口老化衍生的問題。  



（三）青年網上活動日趨活躍，社會參與亦見積極。各種新媒體如智能

手機及平板電腦等先進資訊科技產品湧現，促使青年的各種網上活動更見活

躍，其中互聯網的討論平台如網誌和論壇等，均提供相當高的自由度予青年

作出意見交流和溝通。  

 

（四）青年就業危機正因人力資源錯配及單一產業發展而逐漸浮現。低

學歷和欠缺工作經驗的青年於求職過程屢遇挫敗，反映在經濟復蘇的同時，

就業市場提供予相關青年的職位並無同期增加，供其選擇的工作種類亦愈來

愈少，以致相關青年的就業出路更見狹窄。  

 

（五）資助學士學額不足的問題，將不利社會培育人才和保持競爭力。

單以擁有學位水平學歷的人口比例而言，本港情況仍然落後於同等經濟水平

的地區，青年入讀資助大學學士學位的比率持續偏低。  

 

（六）青年殷切的住屋需求尚待滿足。隨著社會趨向個體化，青年普遍

傾向遲婚，加上進修期延長或工作需要等因素影響，現今青年對自主空間的

嚮往程度有所上升，相關的獨立住屋需求亦更見殷切。  

 

（七）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有所下降，對國家前景亦欠樂觀。青年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和自豪感有所下跌，往內地發展的青年比率呈下降趨勢；而兩

地文化差異亦影響青年對國家的整體觀感。  

 

（八）青年對於因保護環境而需付出經濟代價的猶豫態度有所上升。對

於要付出更高經濟代價以保護環境，新一代青年有所猶豫。為促進環境保育

的可持續發展，當局應持續加強年輕一代的環保教育，提升整體社會的環保

意識  

 

青協自 1997 年起持續進行「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並出版有關研究結

果。綜合 11 次調查結果所得的趨勢分析，詳細數據及討論刊載於香港青年協

會最新出版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3》，該書同時包括最新的青年發展狀況

資料。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