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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協青年研究中心公布最新「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  

受訪青年對自我能力信心回升、赴海內外發展意願增強  

惟對社會參與度減弱，國家和國際關注度亦下降  

青協籲持續培育青年自身能力及世界視野，建立正向連繫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今天（17 日）公布最新一項「青年價值觀指標
2023」調查結果。在 522 名 15 至 39 歲的受訪青年中，他們對自身能力及
社會整體觀感的評價趨向正面，並對赴內地及海外發展的意願有所提升。
然而，青年的社會參與度減弱、對國家和全球事務的關注度下降，值得各界
關注。  

 

是次調查於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8 日期間，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方
式，涵蓋個人價值、工作、教育、政治及社會等範疇。自 1997 年起，青協
已完成 21 次同類調查，以便歸納出香港青年的趨勢分析。  

 

能力信心回升，發展意願增強  

 

綜合過去調查結果，受訪青年對兩文三語和創意的信心回升，其中對英文
及普通話的信心較 2021 年顯著增加，分別達到 61.2%和 57.7%；六成
（60.7%）青年認為自己具有創意，比率自 2018 年輾轉上升 [圖 3]。  

 

另外，考慮到內地發展的比率從 2022 年的 29.0%增至 41.6%；願意到境
外工作的比率亦由 62.5%升至 71.1%，反映青年積極尋求發展機遇 [圖 5]。 

 

不過，青年持消極人生觀近年有輕微上升趨勢，認為自己人生觀消極的比
率由 2020 年的 24.6%上升至 2023 年的 32.6%。同時，今年首次引入「你
有困難時，沒有人可以幫助你」的命題，逾三成青年表示同意（33.6%），
反映青年的精神健康需要各界持續關注與支援 [圖 4]。  

 

社會觀感改善，政治效能感微升  

 

調查亦指出，受訪青年對社會整體觀感有明顯改善。對治安感到滿意的比
率從 2019 年的 38.2%輾轉升至 66.4%；對政府廉潔的信心也從 2021 年的
22.0%大幅上升至 64.9%；同時，五成八（57.9%）青年表示對香港法治有
信心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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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效能感方面，認為市民意見能影響政策、選舉投票有用，以及關心社會
政策的比率，分別由 2021 年的 32.3%、35.5%及 67.4%，升至 2023 年的
51.5%、51.2%及 76.6%；認為政黨能反映民意的比率亦從 2022 年的 30.0%

上升至 44.1%。儘管數據有所改善，青年對政治參與及政策影響力的信心
仍有待提升 [圖 7]。  

 

社會參與度減弱，國家及國際關注度下降  

 

不過，數據反映，青年在慈善捐獻及團體參與上均創新低，義工參與則維持
低水平 [圖 8]。另外，受訪青年對國家發展與國際時事的關注度有所下降。
雖然「認識國家歷史」的比率從 2021 年的 48.8%增至 57.7%；但關注國家
發展的比率卻從 2017 年的 86.8%下降至 64.1%；對國際時事無興趣的比
率亦由 2018 年的 18.3%攀升至 40.2%[圖 9]。  

 

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指出，數據反映青年對自身能力信心提升，亦對海內外
發展事業取態積極，加上政治效能感稍有回升，整體對社會觀感轉趨正面，
相信與政府及各界在青年發展領域投放資源，以及社會氣氛漸趨穩定有關。  

 

然而，青年的社會參與度、對國家和世界的關注度下降，反映青年較著眼於
自身發展，對社會的責任及承擔需進一步提升，才能有利社會長遠發展。青
協建議各界一方面繼續提升青年自身能力，促進其個人發展，同時建立青
年與社會的正向連繫，鼓勵他們關心社區和公共事務，並開拓世界視野，發
揮社會影響力，以應對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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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調查結果所得的趨勢分析及數據已輯錄在網上平台，讓公眾掌握青年
脈搏。詳請可瀏覽網站 yrc.hkfyg.org.hk。  

 

附件  「青年價值觀指標 2023」摘要和圖表  

 

傳媒查詢︰  

香港青年協會高級傳訊經理  

何詠筠女士  

電話︰3755 7044 

香港青年協會傳訊幹事  

劉嘉裕女士  

電話︰3755 7010 

香港青年協會  hkfyg.org.hk | m21.hk 
香港青年協會（簡稱青協）於 1960 年成立，是香港最具規模的青年服務機構。隨著社會不斷轉
變，青年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時有不同，而青協一直不離不棄，關愛青年並陪伴他們一同成長。本
著以青年為本的精神，我們透過專業服務和多元化活動，培育年青一代發揮潛能，為社會貢獻所
長。至今每年使用我們服務的人次已超過 600 萬。在社會各界支持下，我們全港設有 90 多個服務
單位，全面支援青年人的需要，並提供學習、交流和發揮創意的平台。此外，青協登記會員人數已
超過 50 萬；而為推動青年發揮互助精神、實踐公民責任的青年義工網絡，亦有逾 25 萬登記義工。
在「青協‧有您需要」的信念下，我們致力拓展 12 項核心服務，全面回應青年的需要，並為他們
提供適切服務，包括：青年空間、M21 媒體服務、就業支援、邊青服務、輔導服務、家長服務、
領袖培訓、義工服務、教育服務、創意交流、文康體藝及研究出版。  
 
 
Facebook Page: www.facebook.com/hkfyg 

網上捐款平台: giving.hkfyg.org.hk 

https://yrc.hkfyg.org.hk/
http://www.facebook.com/hkfyg
https://giving.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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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年價值觀指標 2023」摘要和圖表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自 1997 年開始至今，已進行 21 次調查，希望了

解本地青年在家庭、教育、就業、公民參與及社會責任等各方面的價值觀。是

項調查於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8 日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電話訪

問，成功訪問了 522 名 15 至 39 歲青年，回應率為 52.2%，的標準誤低於

±2.19%。  

 

圖 1：認同傳統家庭觀念的比率稍下降  

 

受訪青年表示會結婚和生兒育女的比率分別由 2017 年的 91.4%和 87.6%高

位下降至 2021 年的 81.8%和 70.5%，其後再次下降至 2023 年的 71.6%和

60.0%；兩者的趨勢變化趨向一致，可見青年對婚育的意欲低。至於同意子女

供養父母已過時的被訪者，由 2021 年的 25.1%上升至 2023 年的 35.3%，為

歷屆調查中新高。反映部分青年對供養父母的觀念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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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對學校教育的信心回升，並認同持續學習的重要性  

 

對學校教育的信心回升，並認同持續學習的重要性。認為學校教育對自己有幫

助的被訪青年由 2017 年的 92.5%高位下降至 2021 年的 72.5%，及後回升至

2023 年的 82.8%。此外，認為終身學習是必須的佔 83.5%。反映青年認同學

校教育和持續學習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同意職業及培訓教育在社會認受性

低的，由 2021 年的 35.8%輾轉上升至 2023 年的 46.9%，反映青年對相關教

育的信心有待提升。  

 

圖 3：對自身兩文三語和創意的信心回升  

 

受訪青年對自身中文、英文及普通話能力的滿意度分別佔 79.2%、61.2%和

57.7%。其中，青年對英文和普通話的信心比率分別由 2021 年的 40.3%和

48.0%，上升至 2023 年的 61.2%和 57.7%。反映青年逐漸重建對自身兩文三

語的信心。至於認為自己有創意的被訪者佔 60.7%，比率自 2018 年輾轉上升。

另外，今年首次引入「你缺乏個人理財能力」的命題，逾三成青年（ 33.6%）

同意自身缺乏理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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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持消極人生觀有上升趨勢，並認為沒有人能幫助自己  

 

認為自殺是不可以接受的，由 2018 年的 48.8%上升至 2023 年的 63.2%。但

與此同時，認為自己人生觀消極的比率由 2020 年的 24.6%上升至 2023 年的

32.6%。另外，今年首次引入「你有困難時，沒有人可以幫助你」的命題，有

33.6%青年表示同意。青年的精神健康需要各界持續關注與支援。  

 

圖 5：對創業，以及到內地或外地發展事業的意願提升  

 

認為創業比打工好的比率自 2020 年的 48.6%，輾轉上升至 2023 年的 57.7%，

反映青年對創業的信心稍回升。至於表示會考慮到內地發展事業和願意到香

港以外地方工作的青年，分別由 2022 年的 29.0%和 62.5%，上升至 2023 年

的 41.6%和 71.1%。反映青年就業的流動意欲有所提升。  

 

  



 6 / 8 

 

圖 6：對社會整體觀感轉趨正面  

 

對社會整體觀感轉趨正面。表示滿意香港治安的青年由 2019 年的 38.2%，

輾轉上升至 2023 年的 66.4%。而同意香港特區政府是廉潔的比率亦由 2021

年的 22.0%，大幅上升至 2023 年的 64.9%。同時，對香港法治有信心佔

57.9%，比率自 2019 年持續上升。另外，同意奉公守法十分重要的比率由

2020 年的 79.1%回升至 2023 年的 88.2%。反映青年逐漸重建對香港治安、

廉潔和法治的信心。  

 

圖 7：政治效能感稍有回升，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受訪青年認為市民意見可影響政策、選舉投票有用，以及有留意社會政策的比

率，分別由 2021 年的 32.3%、35.5%及 67.4%，回升至 2023 年的 51.5%、

51.2%及 76.6%。至於認為政黨能反映民意的比率，則由 2022 年的 30.0%回

升至 2023 年的 44.1%。反映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和社會政策的關注度雖然稍有

回升，但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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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社會資本的累積轉弱化  

 

社會資本的累積轉弱化。受訪青年表示曾在調查前一年有當義工的青年佔

33.7%，近年比率徘徊在三成的水平。同時表示曾捐錢作慈善用途佔 54.2%，

比率呈下降趨勢；另外，僅 4.0%表示曾當團體的會員或委員。數據反映，青

年在慈善捐獻及團體參與上均創新低；義工參與則維持低水平。  

 

圖 9：對國家發展和國際時事的關注度下降  

 

表示認識國家歷史的青年由 2021 年的 48.8%上升至 2023 年的 57.7%。但表

示有留意國家發展的，則由 2017 年的 86.8%下降至 2023 年的 64.1%。另外，

表示對國際時事沒有興趣的由 2018 年的 18.3%，持續上升至 2023 年 40.2%，

為歷屆調查中第三高。數據反映青年對國家和國際關注度呈下降趨勢，有關趨

勢或會影響青年對世界的掌握，情況值得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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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對環境保護的認同性下降  

 

認為發展經濟比保護環境更重要的佔 71.5%，比率較 2018 年的 20.2%低位，

升幅逾五成；而同意為了方便生活，環境污染是在所難免的比率為 48.8%。另

外，表示願意付出更高費用來保護環境的佔 50.8%，創下新低。另外，隨著特

區政府積極建設綠色城市，是次調查首次加入「你對香港成為綠色城市有信心」

的命題，同意比率為 55.5%。當青年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減弱，並更著眼於短

期發展時，或會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長遠不利社會的持續發展；未來

如何提升青年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和實踐，尤其重要。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