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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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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世代

4

「世代」是指基於相近

年代出生，而擁有共同

特性的群體

不同時代成長的人，

會隨著當時的政治、

經濟、社會、科技

發展和環境等因素

影響，而產生不同

特徵與特性

世代的劃分，則取

決於群體的個性，

即同一時期出生的

一群人之間流行的

行為模式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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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不同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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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出生年份 年齡 (2019年) 人數 佔香港人口比例

1 1920-1945 74-99 71.6萬 10%

2 1946-1965 54-73 209萬 29%

3 1966-1975 44-53 115萬 16%

4 1976-1989 30-43 157萬 21%

5 1990-2000 19-29 92.4萬 13%

資料來源：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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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關係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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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的

傳遞和轉移

生活技能的

傳遞

價值和道德

規範的傳遞

文化、歷史和

身分的再生產

和傳遞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跨代關係對整體社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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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對年齡的

歧視和偏見

維持社會層面的世代

團結，以鞏固現有的

「世代契約」

在社區層面，維持世代

間知識和價值的傳遞，

以回應近年家庭結構的

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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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過程的
發展和老化

• 身體機能上的差異

• 認知能力的差異

• 心理上的轉變

生命歷程和世
代的差異

• 世代經歷的差異

• 人生經驗的不同

社會和經濟
的轉變

• 壽命
• 移民
• 全球化、文化和科技的轉變
• 人口結構轉變和資源競爭

跨代關係面
對的挑戰

8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改善跨代關係的相關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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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終身房屋概念

• 新加坡：不同世代居住計劃

共融空間

• 法國、德國：即將退休和年長的工人負責指導剛畢業和年輕的職員

• 香港：大專院校的活齡學院

共融活動

• 香港：為長者提供的數碼培訓課程

改善跨代關係的虛擬平台

• 英國：Generations in Action, Larne Intergenerational Project

跨代關係的項目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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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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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香港跨代關係的狀況如何？

 改善跨代關係對香港的重要性？

 導致本港世代關係矛盾的原因？

 有助改善香港跨代關係發展的具體建議和措施？

研究問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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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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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意見調查：
300 名18-29歲香港青年
302名54-73歲育有子女的香港父母

專家、學者訪問：4名

2019年10-11月：

青年個案訪問：20名18-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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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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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意見調查結果



三成七受訪青年表示，間中與父母出現爭拗
三成一受訪父母表示，間中與子女出現爭拗

15

喺過去半年，你有幾經常發生以下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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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36.7%

5.7%

20.9%

47.0%

30.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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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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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從不 甚少 間中 經常

同父母/子女出現爭拗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主因為社會事件和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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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經常)爭拗嘅原因係(最多三項）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70.9%

59.1%

26.0%

24.4%

24.4%

11.0%

1.6%

42.3%

55.7%

22.7%

17.5%

20.6%

21.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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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件／立場問題

經濟／開支問題

交友問題

消閒活動

學業問題

工作問題

其他

唔知／難講

父母/子女爭拗嘅原因

18-29歲 (N=127)

54-73歲，並有子女 (N=97)



約一成半受訪青年和父母均表示，因爭拗問
題導致個人情緒有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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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經常)同父母／子女嘅爭拗問題，對你個人情緒造成多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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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父母/子女嘅爭拗問題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青年和父母都傾向願意改善雙方的關係；
父母比子女有更大意願去改善雙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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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同意以下說法？
請以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願意，5分=一半半，10分=非常願意；88=不知/難講，99=拒絕回答。

18-29歲
(N=127)

54-73歲，並有子女
(N=97)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你有幾大意願去
改善同父母／
子女嘅關係？

6.00 1.907 6.69 1.402



分別有三成九和三成一的受訪青年和父母表
示，過去半年雙方的關係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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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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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39.0%

40.4%

31.7%

25.2%

7.7%

6.0%

0% 20% 40% 60% 80% 100%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喺過去半年，父母/子女嘅關係轉差

非常唔同意 幾唔同意 幾同意 非常同意



較多受訪者認為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看法與父母
／子女不同，但他們普遍能接納對方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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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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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16.0%

12.9%

0% 20% 40% 60% 80% 100%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對社會議題嘅睇法同父母/子女完全唔同

3.7%

3.0%

22.7%

18.9%

58.3%

62.3%

8.3%

10.6%

0% 20% 40% 60% 80% 100%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可以接納父母/子女嘅不同意見

非常唔同意 幾唔同意 幾同意 非常同意



年輕受訪者會較年長受訪者，更傾向認為雙方難以溝通
和處於對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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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請以0-10分表示：0分=完全唔同意，5分=一半半，10分=非常同意；88=不知/難講，99=拒絕回答。

*p<0.05, **p<0.01, ***p<0.001

18-29歲
(N=300)

54-73歲，並有子女
(N=298)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年長一輩同年輕一輩好難溝通* 6.11 1.83 5.75 1.84

香港現時不同世代之間正處於
非常對立關係

6.14 1.66 5.97 1.51



受訪者普遍認同以下說法；而年長受訪者的認同程度比
年輕受訪者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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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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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同意# 同意^ 唔同意 同意 唔同意 同意

年長一輩相對年輕一輩喺社會政策

上有更大影響力

年長一輩相對年輕一輩對社會有更

大貢獻

年長一輩相對年輕一輩更重視經濟

發展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年輕受訪者較認同「承受更大社會競爭壓力」和「在社
會向上流動機會較低」；而整體受訪者對「佔用較多社
會資源」的意見略顯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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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13.6%

85.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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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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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輩相對年長一輩承受更大社會

競爭壓力

年輕一輩相對年長一輩在社會向上流

動機會較低

年輕一輩相對年長一輩佔用較多社會

資源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年輕受訪者認同「年長一輩延遲退休會令到年輕一輩嘅晉升機
會減少」和「特區政府喺政策上忽略咗年輕一輩嘅需要」；
而年長受訪者則較認同「特區政府應增加年長一輩嘅福利開
支」和「年輕一輩有責任為年長一輩提供養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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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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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輕一輩嘅晉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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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喺政策上忽略

咗年輕一輩嘅需要

特區政府應增加年長一

輩嘅福利開支

年輕一輩有責任為年長

一輩提供養老支援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整體受訪者同意，不同世代對社會議題的看法有很大分
歧；但認同改善世代間的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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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講法？

11.8%

10.6%

83.8%

85.6%

4.3%

3.8%

0% 20% 40% 60% 80% 100%

不同世代對社會議題嘅睇法有很大分歧

改善世代間嘅關係有助於社會穩定發展

唔同意# 同意^ 唔知／難講



年輕受訪者較認同「自由」、「公平」和「民主」；
而年長受訪者則較認同「社會穩定」、「法治」和「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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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p<0.001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核心價值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N 平均分

標準誤差
(S.D.)

N

社會穩定** 7.39 1.404 300 7.77 1.471 302

法治 7.71 1.682 300 7.63 1.408 302

民主*** 7.84 1.578 300 6.30 1.697 297

自由*** 8.18 1.511 300 7.14 1.619 299

公平** 7.96 1.722 300 7.52 1.814 301



五成七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為改善世代關係負上
最大責任；而認為市民自己的則有三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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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一個持分者負最大責任與年齡組別的關係

67.7%

24.3%

3.7%

2.0%

2.3%

47.0%

40.1%

6.6%

2.3%

4.0%

57.3%

32.2%

5.1%

2.2%

3.2%

0% 20% 40% 60% 80%

政府

市民自己

非政府機構

商界∕僱主

唔知／難講

邊一個持分者負最大責任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價值觀、成長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差異，是造成
世代矛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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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以下邊啲原因係造成世代之間嘅矛盾與年齡組別的關係

72.3%

53.7%

54.7%

33.7%

36.7%

0.7%

70.2%

53.6%

48.7%

37.1%

30.1%

5.6%

71.3%

53.7%

51.7%

35.4%

33.4%

3.2%

0% 20% 40% 60% 80%

大家嘅價值觀唔同

有唔同嘅成長背景

教育程度或者知識嘅差異

大家嘅社會地位唔同

社會資源分配唔平均

唔知／難講

原因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改善年輕一輩的住屋問題、長者的福利支援，以及聆聽
年輕一輩的意見，有助改善世代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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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以下邊啲建議可以改善世代之間嘅關係與年齡組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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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57.3%

42.3%

40.0%

1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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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年輕一輩嘅住屋問題

改善長者嘅福利支援

施政上應多聆聽年輕一輩嘅意見

為青年提供更多事業發展機會

改善年輕一輩嘅上流機會

提供更多機會俾唔同世代可以互相學習

改善家庭內嘅親子關係

唔知／難講

建議

18-29歲 54-73歲，並有子女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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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及青年個案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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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跨代關係的觀察

就近月發生的社會事件，香港的世

代關係並沒有一面倒地惡化。相反，

年長一輩更願意改變自己，去了解

年輕一的想法

家庭內兩代間處於緊張的關係；部

分青年為減少與父母爭吵，採取迴

避態度



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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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以來我和父母的關係差了很多，他們都是極端的藍絲，經常說要斬
死示威者。之前還警告我的妹妹，如果再出去示威就會報警，拉我們到警
署。本來我們打算一起去旅行的，但都因為最近關係太差而取消一起去旅
行，我也打算離開家裡，和朋友一起夾錢搬出來住。」

（青年編號12）

「我們的關係沒有太大分別，可能我們的政治取態
都差不多，所以關係都是和以前差不多，沒有太大
影響。」

（青年編號08）

「我的爸爸是一位退休警察，我知道我們的政治立場肯定
不同，所以在家裡我都儘量減少和他討論這些話題。雖然
我們接觸的機會減少了，但關係沒有明顯轉差，和平時都
差不多。」

（青年編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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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跨代關係對香港的重要性



34

造成香港世代矛盾的原因

兩代的成長
背景不同

權力和經濟
結構的分配
不平等

社交媒體激
化矛盾

接受教育模
式有所不同

身分認同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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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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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36

工作及職場層面

社區層面政府層面

家庭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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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一：家庭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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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區政府需要在家庭服務方面提供

更多的資源，以提升子女和父母應

對親子衝突的相關處理方法

2. 鼓勵家長和青少年在發生親子衝突

時，可以嘗試尋找外界協助，例如

親子調解服務，以解決和紓緩雙方

對立的情況

3. 「家庭正向溝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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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工作和職場層面

38

鼓勵師徒計劃和僱主透過工作場所，增加不同世代的接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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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三：社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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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區議會增設恆常的社區對話
社區中擔任世代之間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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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政府層面

40

平衡不同世代的需要 設立專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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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yrc.hkfyg.org.hk facebook.com/HKFYGYouthResearchCentre

接收「青年創研庫」e-news 登記

shorturl.at/iDEL1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