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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D.E.A.S.02

01
研究背景



地區治理的重要性

地區
有效參與

Youth I.D.E.A.S.03

地區⺠意

排憂解困

市⺠⽇常⽣活
提供服務

落實決策

透過地區⼯作進⾏治理

政府

直接影響⺠⽣福祉

研究背景



作為服務受眾或活動參加者

⻘年參與社區的基本形式

Youth I.D.E.A.S.04

地 區

參與地區制度架構，在當中承擔崗位

與區內組織協作構思項⽬，

既是策劃者，也是參加者

研究背景



Youth I.D.E.A.S.05

各地政府重視地區⼯作對⺠⽣的影響

海外

内地
重視基層治理：國家主席提到城市治理的「最後⼀公⾥」就在社區。社

區是黨委和政府聯繫及服務群眾的神經末梢，治理者要及時感知和解決

居⺠的操⼼事。（2018）

進⾏市⺠對社區⽣活觀感調查，掌握市⺠的⽣活質素，例如英國政府⾃

2012年定期進⾏  Community Life Survey。

研究背景



Youth I.D.E.A.S.06

特區政府透過地⽅⾏政計劃進⾏地區⼯作

區議會

地區撲滅罪⾏委員會

地區防⽕委員會

分區委員會

全港18區
每區設有

(⾄2022年7⽉全港有71個分區委員會)

區議會及「三會」成⽴於上世紀70⾄90年代，
並獲賦予⼀定職能。

區議會每四年⼀屆；

每屆議席組成有不同，

近幾屆主要是直選議席。

「三會」成員由政府委任。

研究背景

⾄2023年10⽉：全港有2,500多名市⺠獲委任
為三會委員，於制度平台中服務社會



Youth I.D.E.A.S.07

近年「三會」18⾄35歲的⻘年參與⽐率
研究背景



Youth I.D.E.A.S.08

現屆特區政府實施完善地區治理⽅案

重塑區議會

議席組成
選區由452個合拼為44個
主席由⺠政事務專員擔任

地區⻘年發展及公⺠委員會 地區⻘年社區建設委員會

⻘年參與倡議計劃

區議會

⺠政事務專員

政務司司⻑

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政務司副司⻑

地區治理專組  

地區撲滅罪⾏委員會

分區委員會

地區防⽕委員會

（三會）

地區管理委員會

（⺠政處及相關部⾨

代表）

關愛隊

⺠意 地區治理

強化架構

資料來源：⺠政總署。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案。宣傳資料。

研究背景

1 8區設有



地區撲滅罪⾏委員會

地區防⽕委員會

多個分區委員會

Youth I.D.E.A.S.09

強化地區治理架構下「三會」的⻆⾊

提名權及投票權：

區選參選⼈無論經地⽅直選或地區委員會界別，均

須取得「三會」⼀定數額委員的提名；後者更需經

「三會」投票產⽣。

研究背景



02
Youth I.D.E.A.S.10

研究問題和⽅法



1) 青年如何看個人與社區關係？

2) 青年心目中地區治理是甚麼？

3) 對完善地區治理方案的取態？

4) 參與障礙及促進參與的元素？

Youth I.D.E.A.S.11

研究問題



Youth I.D.E.A.S.12

研究⽅法

⻘年個案訪問

部分有參與地區委員會

或地區事務

20名19⾄34歲⾹港⻘年

實地問卷調查

⾹港⻘年

526名18⾄34歲

(2023年9月28日至10月2日)

專家和學者訪問

3名熟悉是項研究議
題的專家及學者

(2023年9月12日至10月21日) (2023年9月18日至10月6日)



Youth I.D.E.A.S.13

03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14

（⼀）⻘年看個⼈與社區關係正⾯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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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九認為地區事務與⾃⼰息息相關；最關⼼交通、環境衞⽣、治安等

區內事務。

 N = 526

你有幾同意「地區事務，與你息息相關」嘅說法？ 你最關⼼該區邊啲事務？（不讀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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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D.E.A.S.15

 N = 526

49.2%

35%

16.2%

圖表只列出所佔比率5%以上的選項

78.5%
同意

21.5%
不同意

研究結果



⼤部分認為他們所屬社區有值得推介的特⾊。

食物 宗教建築物／廟宇 歷史建築物／保育活化建築物 舊式店鋪／舊式工廈 海濱長廊／公園／區內河道
0%

5%

10%

15%

20%

25%

30%

35%

 N = 526

你認為該區有乜野特⾊最值得你推介？（不讀選項）（只選⼀項）

圖表只列出所佔比率5%以上的選項
Youth I.D.E.A.S.16

32.3%

12.5%
9.7% 9.7%

6.8%

研究結果



認為參與地區事務的重要程度平均為5.56分；
⾃評對所屬社區的歸屬感平均有6.82分。

 N = 526

0-10分，0=完全唔重要；10=非常重要；5=一般。

0
完全唔重要

10
非常重要

5.56

對你⽽⾔，你認為參與地區事務重唔重要？

0-10分，0=完全無；10=非常有歸屬感；5=一般。

0
完全無

10
非常有歸屬感

6.82

你對你所屬該區有幾⼤歸屬感？

Youth I.D.E.A.S.17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

（⼆）視地區治理⽬標為改善⺠⽣質素；
⼼⽬中對地區治理有願景

18

研究結果



⼋成半認同地區治理最終⽬標是提升居⺠⽣活質素。

 N = 526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說法？ 「地區治理最終⽬標係提升居⺠⽣活質素」

Youth I.D.E.A.S.19

84.6%
同意 14.8%

不同意

研究結果



⼼⽬中地區治理是做到地區問題由

居⺠⾃⼰參與和解決的效果......
不⽤拖延問題。

⻘年個案訪問 地區治理即透過地區⾏政⽅法，以地區⼯

作和發展做得更好為⽬標，讓居⺠感知上

喜愛社區⽣活，有滿⾜感。

Youth I.D.E.A.S.20

集合區內⼒量，迅速處理居⺠⽇常問題，促進市⺠⽣活滿⾜感等；重視

地區意⾒能夠下情上達。

個案04/男/在職/現屆地區⻘年委員會委員

個案05/男/在職/⺠間團體核⼼成員

居⺠對⺠⽣議題有意⾒⽽能有效轉達給政

府......避免居⺠對地區事務的期望與政府
決策有太⼤差距；這是地區治理的重點。

個案14/男/在職/現屆地區⻘年委員會委員；⺠間團體核⼼成員

研究結果



從政府⻆度，不論是『地區⾏政』或是『地區治

理』，泛指如何透過⾏政措施或安排來組織各部

⾨，於地區展開⼯作，以達所設定⽬標。

『治理』的重點是效果。

受訪專家和學者

Youth I.D.E.A.S.21

政府通過⾏政措施來組織地區⼯作，以達預期效果；實現治理，亦需要

與⺠間協作。

⽴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先⽣
要治理好⼀個地⽅，政府是主體，但它不是

唯⼀，政府需要與⺠間協作；政府如何有效

地與⺠間協作，是⼀⾨學問。

⾹港中⽂⼤學⾹港亞太研究所⻘年研究中⼼ ⿈偉豪教授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22

（三）對 「完善地區治理⽅案」
感陌⽣；認為憑個⼈⾛進制度參與
其中有困難；但對改⾰後的區議會
有期望

研究結果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8分 9分
0%

5%

10%

15%

20%

25%

Youth I.D.E.A.S.

22.6%

逾兩成⾃評對⽅案認識程度為0分；整體平均分為3.25分，
低於調查所設5分的⼀般⽔平。

 N = 526

政府近期公布完善地區治理⽅案。你認為⾃⼰對⽅案有幾認識？

23

平均分 = 3.257.6%

10.8%
11.8% 11.8%

16%

7.4% 7.8%

3.6%

0.6%

研究結果



分別逾⼋成對若獲委任加⼊「三會」、參與關愛隊，或⾃薦加⼊地區⻘

年委員會表⽰沒有興趣。

 N = 526

假如有機會，

你對獲政府委任做地區「三會」委員嘅興趣有幾⼤？

Youth I.D.E.A.S.24

你參與關愛隊嘅興趣有幾⼤？ 你對⾃薦做委員嘅興趣有幾⼤？

82.1%
沒有興趣

80.4%
沒有興趣

82.1%
沒有興趣

17.9%
有興趣

17.9%
有興趣

19.6%
有興趣

研究結果



在接受訪問前，我未聽過『三會』所指委

員會的名字，對我來說很陌⽣，⾃⼰也不

知⾃⼰對加⼊『三會』的興趣有多少。

⻘年個案訪問

Youth I.D.E.A.S.25

有個案表⽰沒有聽過「三會」所指的委員會，因此未能確定⾃⼰對加⼊

「三會」 的興趣有多少；有個案則對若獲委任會欣然接受。

個案19/男/⼤專⽣/沒有參與

⾃⼰希望進⼀步幫助到社區。『三會』的影響⼒

愈來愈重要，若政府委任我加⼊，我樂意接受，

⼀來我相信我所表達的意⾒會有更多⼈知道，⼆

來我可以將⻘年聲⾳帶到更具影響⼒平台。

個案07/⼥/在學/現屆地區⻘年委員會委員我對『三會』⼯作認識不多，

加上⼯作時間較⻑，對參與有

關⽅⾯不感興趣。
個案17/男/在職/沒有參與

研究結果



缺乏裝備 (能力／認識) 缺乏人脈網絡 發揮唔到影響力 不想與政府有聯繫 朋輩壓力 沒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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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30%

參與地區治理主要障礙包括缺乏裝備和⼈脈網絡等。

 N = 526

你認為⻘年參與地區治理最⼤嘅障礙係乜？ （讀選項）（只選⼀項）

Youth I.D.E.A.S.26

30%

23%

17.3%

9.5% 8.9%
11.2%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

我⼀直參與地區義⼯服務，都算是活躍義⼯，但從

來沒留意誰是『三會』委員，亦沒有認識到任何⼀

位；⾃⼰都不知該如何去認識這些委員……只憑個
⼈網絡，我距離參選⾨檻很遠。

⻘年個案訪問

27

認為憑個⼈透過參選成功進⾝區議會的難度增加；亦認為⾃⼰獲委任的機會為「零」。

個案03/⼥/在職/政府不同項⽬的成員

年輕⼀代喜歡在社區深耕細作，街坊亦容易⾒到他們的努

⼒。舊制下，區議會⺠選議席較多，這些對⻘年參選是強

⼼針。新制下，⻘年根本無能⼒憑⾃⼰⼒量競爭…… 隨選區
範圍擴闊，他們深耕細作的努⼒不容易為⼤部分選⺠所認

識；⻘年參選⾨檻⼤⼤提⾼，勝算卻⼤減。

個案09/男/在職/曾為「三會」委員；⺠間團體核⼼成員

⾃⼰沒有參與地區組織或活動，

政府不認識我，我覺得⾃⼰被政

府委任的機會是『零』。

個案17/男/在職/沒有參與

研究結果



處理社區問題
49%

反映民意民情
29.5%

沒有
9.7%

籌辦社區活動
5.1%

提供社會參與平台
4.9%

近五成期望未來區議會處理社區問題，三成期望能夠反映⺠意。

 N = 526

特區第七屆區議會選舉將於今年12⽉舉⾏。響以下選項中，你最期望未來區議會可以發揮邊⼀項功能？（讀選項）（只選⼀項）

Youth I.D.E.A.S.28

研究結果

提供從政歷練機會

1.7%



未來區議會的選區範圍擴⼤，以及選⺠和居⺠⼈

數增加，區議員要思考如何更能有效掌握和反映

具代表性的地區意⾒。區議員應改善⺠意反饋的

機制，做好⺠意搜集⼯作。

⻘年個案訪問

Youth I.D.E.A.S.29

期望未來區議員有效傳遞⺠意、具備宏觀視野能⼒，推動更具規劃和願景

的地區發展。

個案16/男/在職/現屆「三會」委員；⺠間團體核⼼成員

新制度下，區議員更需具備宏觀眼界能⼒，將整

個地區的問題及發展⽅向整合，並提交上區議

會，推動政府改善和實踐。地區治理是⻑久的

事，治理者對地區發展要有規劃和願景。

個案15/男/博⼠研究⽣/現屆「三會」委員；地區⻘年委員會委員；政府不同項⽬的成員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30

（四）⻘年參與其中有意義；
願意透過不同途徑參與改善社區

研究結果



沒有
45.1%

非制度平台，如政黨、民間組織等
18.1%

政府制度平台，如區議會、「三會」等
15.8%

學校／工作平台
12.4%

自發組織
8.7%

合共五成半（54.9%）有興趣透過調查所列舉的其中途徑參與改善地區。

 N = 526

假如有機會，你最有興趣透過邊⼀類途徑參與有助改善地區嘅⼯作？  （讀選項）（只選⼀項）

Youth I.D.E.A.S.32

54.9%

研究結果



提升青年能力 可以貢獻社會 發揮青年影響力 建立事業發展 促進青年與政府嘅關係 增加青年對社會嘅歸屬感 沒有
0%

5%

10%

15%

20%

⼤部分認為⻘年參與地區治理有種種意義，包括提升⻘年能⼒、貢獻社會，

以及發揮⻘年影響⼒等。

 N = 526

你認為⻘年參與地區治理最⼤嘅意義係乜？  （讀選項）（只選⼀項）

Youth I.D.E.A.S.31

20%

16.7%
15.2%

12.9%

10.3% 9.9%

15%

研究結果



年輕⼀代學習上常需要做project，是項⽬形式，有專題，
在預期時間內⼀起協⼒完成，成果由⼤家共建；中學⽣、

⼤專⽣都要做project。從教學經驗觀察，要有效⿎勵⻘年
在社區推動project，需給他們基本resources（資源）、

responsibility（清晰責任）、以及recognition（透過成果
檢視以取得認同）。

專家個案訪問

Youth I.D.E.A.S.33

⻘年參與最重要是體驗到有效能：

⾹港中⽂⼤學⾹港亞太研究所⻘年研究中⼼ ⿈偉豪教授

學校可透過公社科安排實踐式的訓練，讓學⽣就與區內

設施有關的議題進⾏討論……並與地區組織合作做研
究…… 若⺠政專員或區議員在接獲學⽣呈交的報告後作
出回應或代為轉介到有關政府部⾨跟進，對⻘年學⽣的

參與效能感，有正⾯效果。

⾹港教育⼤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趙永佳教授

研究結果



Youth I.D.E.A.S.34

04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35

構建地區治理推廣策略

推出區議會社區專案研究項⽬

以「三個強化」連繫⻘年參與地區治理

研究建議



構建地區治理推廣策略

Youth I.D.E.A.S.36

公眾教育

績效評估 ⺠意反映

持續

適時

到位

將地區治理⼯作呈現公眾眼前

推動地區治理朝向積極參與和

效果為本⽅向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37

推出區議會社區專題研究項⽬

由各區議會夥拍院校和⺠間智庫等組織

選定地區議題並提交研究建議書

⺠⻘局從中選出優先項⽬

每年進⾏兩⾄三個研究項⽬

 地區有份參與；由下⽽上模式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38

以「三個強化」連繫⻘年參與地區治理

三個強化

強化⻘年⾃薦及獲薦機會

強化⻘年地區參與效能

強化⻘年說好地區故事能⼒

研究建議



區議會

⺠政事務專員

Youth I.D.E.A.S.39

1. 強化⻘年⾃薦及獲薦機會

地區服務

政務司司⻑

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政務司副司⻑

地區治理專組  

地區撲滅罪⾏委員會

分區委員會

地區防⽕委員會

（三會）

地區管理委員會

（⺠政處及相關部⾨

代表）

關愛隊

⺠意 地區治理

地區諮詢

擴闊⻘年委員⾃薦計劃範圍

逐步將「三會」納⼊計劃

擴⼤委任⼈選推薦來源，

讓坊間服務機構等可向當局推薦⼈才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40

2. 強化⻘年地區參與效能

賦予責任

賦予認同

有基本資助

策劃和實踐⼼⽬中認為可以

為社區帶來影響⼒的項⽬

設⽴⻘年地區改善提案
計劃

⿎勵⻘年組成地區⼩隊
或跨區⼩組

研究建議



Youth I.D.E.A.S.41

3. 強化⻘年說好地區故事能⼒

 ⻘年區區有特⾊計劃  由各區⺠政事務處統籌

從內容設計到活動帶領等環節邀請⻘年協作

體驗說好地區故事

⻑遠鞏固年輕⼀代說好⾹港故事能⼒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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