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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研庫」公布最新研究報告  

「年輕一代可以為高齡社會做什麼？」  

受訪青年照顧上一代的意願甚高但對個人養老存憂慮  

近七成選擇讓父母留在家庭受照顧  

約六成願意就全民退休保障供款  

建議設「祖父母節」，並由青年身體力行推動敬老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今天（27日）公布第二項

「年輕一代可以為高齡社會做什麼？」研究結果。研究指出，香港65歲或以上

人口佔總人口的15%，已可列為「高齡社會」，而人口高齡化趨勢將仍然持續。  

研究顯示，受訪青年很大程度願意照顧自己父母，以10分為最高分，平均分達

8.31；他們亦對自己將來有能力供養父母，抱一定程度信心，平均分為7.14。不

過，對於下一代能供養自己的信心則相對不大，平均分為5.26。  

此外，受訪青年認同人口老化，青年撫養老人壓力增加（平均分為6.66），但他

們並不同意老人是社會負擔（平均分僅4.51）。相反，他們仍相當同意社會應投

放更多資源予長者（平均分為7.24）。在被問及對長者觀感時，三成半以上（37.5%）

認為長者「人生閱歷豐富」，而認為他們「體弱多病」、「固執」和「受尊重」

者，各佔三成左右；反映香港青年對長者印象傾向正面。  

研究發現，受訪者雖然肯定青年的養老責任，但亦表達對高齡社會的憂慮。在

青年小組訪談中，有受訪者指出現時青年的經濟負擔已沉重，社會不能忽視對

青年持續投入資源。  

研究亦顯示，在三成（30.6%）表示擔心自己將來老年生活的受訪青年中，他們

主要的擔心分別為「財政困難」（66.9%）、「體弱多病」（54.1%）及「乏人

照顧」（38.2%）。至於如何為自己將來老年生活作好準備，較多受訪青年表示

要儲蓄（56.1%）、投資理財（48.5%）及保持身體健康（40.7%）。  

研究又指出，逾半數（52.2%）受訪青年認為最應該由「家庭」肩負照顧長者的

責任；至於認為應由「長者自己」和「政府」承擔責任的，分別佔19.0%和20.5%。

另外，近七成（68.4%）受訪青年表示將來會選擇「家居照顧」模式照顧父母；

而在小組訪談中，有受訪青年表示支持「家居照顧」概念，並認為若能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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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額外支援服務，有助實踐家居照顧。這反映政府在承擔養老責任上，也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在被問及政府如果推行全民退休計劃的假設性問題時，近六成（58.3%）受訪者

表示願意供款，其中願意於每月入息承擔的百分比，由1%至15%不等；表示願意

承擔5%的，佔23.5%；但亦有18%的受訪青年表示不願意供款。不過，在小組訪談

中，受訪青年對推行有關計劃的意見紛紜，取態不一。  

上述調查以隨機方法，成功訪問全港529名年齡介乎15至29歲的青年，回應率為

51.1%，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是項研究亦與29名青年進行聚焦小組訪談，

深入了解他們對高齡社會的看法，以及如何回應高齡社會的挑戰。另外，研究

為增加對長者需要的了解，亦邀請7名年齡介乎66至90歲人士，進行三次聚焦小

組訪談。  

青年創研庫「社會與民生」組別副召集人陳翠珊表示，為紓緩青年養老壓力，

報告建議提高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以及持續投放資源，改善

青年的教育及培訓機會。另外，在改善服務措施上，他們建議增建長者社區飯

堂和有助長幼共融之空間如綠蔭休息區、長椅等。此外，報告亦認為有需要增

加社區照顧服務名額，以及安老院舍的供應，縮短有需要長者的輪候時間。  

另一副召集人譚沛楹亦表示，為推廣敬老觀念，他們參考外地經驗，建議設立

「祖父母節」，以肯定高齡人士對社會付出的貢獻。另外，她認為在推動長幼

共融上，年輕一代可以扮演積極角色，創研庫部份成員已發起由青年身體力行，

推廣「青年愛回家」行動，鼓勵青年人從關心家中長者開始，推己及人。此外，

他們亦建議青年人定期探訪獨老／二老人士，以及鼓勵青年成為長者的「老幼

記」，幫助長者了解社會新興事物或新趨勢。  

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由超過110位本地青年專業人士與大

專學生組成，平均年齡為26歲。透過以研究實證為基礎的討論、交流，創研庫

成員提出政策建議，期望能為社會建言獻策。青年創研庫四項專題研究系列包

括：「經濟與就業」、「管治與政制」、「教育與創新」，以及「社會與民生」。

八位專家、學者應邀擔任創研庫的顧問導師，包括張子欣博士、黃元山先生、

陳弘毅教授、倪以理先生、馮玉麟博士、陳維安先生、  葉兆輝教授和葉志衡博

士，並就各項研究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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