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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研庫」公布「青年對政治委任官員的期望」研究報告 

 

五成半以上受訪青年期望主要官員掌握民意及具有承擔精神 

六成三認為擴大問責團隊有助培育本港政治人才  

建議增設政治委任初階職位、官員履新應向公眾闡述施政理念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今天（28日）公布有關「青年對
政治委任官員的期望」研究結果。在全港隨機抽樣調查532名15至34歲的受訪青年中，
五成半以上認為主要官員最需要具備的條件是能夠掌握民意（57.7%）及具承擔精神
（55.2%），逾四成（41.4%）認為對政策要有遠見。此外，被問及如有機會與主要官
員溝通，兩成八（28.4%）受訪青年表示願意參與。  
 
調查亦顯示，三成四（34.4%）受訪青年不認為本港有足夠人才勝任問責官員。不過，
近六成三（62.6%）認為，擴大問責團隊有助培育本港政治人才。研究報告引述數據
指出，現屆政府接獲超過1,100份有關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申請，數字較前屆的
100多份，增長逾10倍，反映有興趣從政並申請這些職位的人數顯著增加。  
 
上述意見調查以隨機抽樣方法，於2017年1月期間，成功訪問全港532名年齡介乎15至
34歲的香港青年，回應率為53.8%，樣本的標準誤低於±2.2%。研究亦邀請20名青年
參與聚焦小組訪談，當中有青年指出，他們是否信任問責官員，主要視乎官員的能力，
以及他們對其施政理念的認識程度。另有參與聚焦小組的青年提及，政治委任制度有
其價值和意義，包括可提供機會服務香港、提升官員的問責承擔，以及促進公眾對監
察官員的意識等。 
 

至於政府該做些甚麼以鼓勵人才加入問責團隊效力，調查發現，逾三成受訪青年認為
政府需提高用人透明度（31.5%），另有近三成則認為要實踐用人唯才原則（29.9%）。
不過，有參與聚焦小組訪談的青年透露，他們缺乏人脈網絡，亦有感由離開院校到擔
任政治助理職位之間缺乏接駁階梯，窒礙他們發展政治事業。  
 
至於青年眼中現行政治委任制度的成效方面，調查顯示受訪青年並不滿意。由0-10分，
5為合格，受訪青年認為制度在「促進特區政府施政效能」及「令香港能更廣泛地吸
納政治人才」，平均分分別為4.74分及4.67分。此外，有近六成半(64.8%)受訪青年不
認為自己信任主要官員。被問及有關制度的最大問題時，較多受訪青年認為制度缺乏
對官員表現的監察(43.9%)，其次是人選委任程序缺乏透明度(35.2%)。  
 

青年創研庫「管治與政制」組別召集人鄭東表示，特區政府政治委任制度仍在持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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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受訪青年認為官員表現並不理想，值得當局正視和檢討。而從培養治港人才的
角度，研究反映受訪青年仍肯定制度有其價值和意義。隨著社會對問責官員的表現與
能力，期望日益提高，市民大眾與官員的了解和信任，應設法進一步增強。他建議各
層級政治委任官員履新初期，應面向公眾闡述其施政理念與工作優次，以加強政府、
官員及公眾的溝通，促進認識，從而建立互信。 
 
該組成員林智浩則認為，本港社會政治環境愈趨複雜，政治委任官員需要處理的問題，
難度亦愈來愈高。他建議當局擴大政治委任機制的規模，增設初級職位及提供實習機
會，為經驗較淺的有志人士提供事業晉升和接駁階級，強化制度作為培育政治人才的
搖籃角色，並豐富特區的政治人才庫。  
 
另一成員潘學智補充說，政治委任制度實施至今近15年，仍有改善空間。他建議參考
外地例子，有系統地收集政治委任制度下各層級退任者的管治心得，藉此傳承他們的
經驗和智慧，甚至作出文字紀錄存檔，促進制度的優化。  
 
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青年創研庫」，由近百位本地青年專業人士與大專學生組
成，平均年齡為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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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