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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大眾化

 高等教育多元化

 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教育市場化

 教育理念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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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擴張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GC) 數據 4



2014年中六學生升學途徑研究

全日制升學
(85.8%)

本地 (76.1%)

學士學位課程 25.7%

專上教育課程
(包括副學士學位課程及高級文憑課程)

31.3%

其中全日制課程
(包括職專文課程、基礎文憑課程、其他文憑課程及職業發展計
劃[包括文憑課程及展翅青見計劃]及毅進文憑課程)

17.6%

中六課程 1.5%

非本地 (9.7%)

學士學位課程 7.5%

專上教育課程 1.8%

其他全日制課程 0.4%

其他活動狀況
(14.2%)

全職就業 7.8%

兼職就業/兼職修讀 4.2%

非就業/升學 2.2%

受訪中六學生人數：62,338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 教育局，未公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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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眾化 –非學位專上教育*

註釋：*非學位專上教育課程包括文憑／證書課程及副學位課程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06, 2011及2016人口普查 6



STEM的式微?
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理學科」及「工程科及科技科」第一年學生取錄人數

註釋:

*包括「生物科學」、「物理科學」、「數學科學」、「電腦科學及資訊科技」

^為配合新學制的實施，院校在2012/13學年同時取錄舊學制及新學制的學生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 學生人數統計表 2006-201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理學科* 12,132 2,762 2,758 2,752 2,817 2,869 5,967 3,203 2,924 2,961

工程科及科技科 14,393 3,021 3,075 3,015 3,095 3,073 5,630 2,690 3,239 3,356

總數 26,525 5,783 5,833 5,767 5,912 5,942 11,597 5,893 6,163 6,317

整體百分比 36.50% 36.20% 35.80% 35.10% 35.60% 35.00% 34.50% 33.50% 34.30% 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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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與社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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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國際化還是內地化?

註釋：*修讀教資會資助課程包括副學位、學士學位及硏究院課程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 學生人數統計數據 2010-2016 

人數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內地學生 外國學生

副學位課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學士學位課程 4,638 889 4,583 1,271 6,315 2,026 6,521 2,362 6,630 2,689 6,726 2,939

硏究院修課課程 40 0 52 0 61 5 86 0 69 0 51 0

硏究院硏究課程 4,041 301 4,299 389 4,586 519 4,767 620 4,909 706 5,112 741

總和 8,719 1,190 8,934 1,660 10,962 2,550 11,374 2,982 11,608 3,395 11,889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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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2016年6月12日 財經專題 10



第二部分: 就業機會
2001年及2011年表職業（只限某些職業）及教育程度（最高完成程度）劃分的青年工作人口 (%)

中五或以下 預科及非學位課程 學士或以上

2001 2011 2001 2011 2001 2011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1.6 1.0 3.2 1.8 10.2 10.7

專業人員 0.7 0.0 6.7 1.3 29.6 24.0

輔助專家人員 12.3 10.3 36.8 29.4 42.7 38.7

文員 31.3 28.3 31.2 37.0 11.0 18.2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26.9 38.1 15.1 22.9 5.1 6.8

註釋：由於表中只顯示某些職業的百分比，因此總計少於100%。
資料來源：2001和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資料。（葉仲茵、趙永佳：2016，頁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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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轉變

2001年及2011年按教育程度（最高完成程度）劃分的青年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港元）

及青年相對於全港工作人口收入比率

中位數（港元） 收入比率

2001 2011 2001 2011

中五或以下 9,494 8,500 0.77 0.71

預科及非學位課程 11,170 9,000 0.91 0.75

學士或以上 17,313 15,500 1.41 1.29

總計 11,170 10,000 0.91 0.83

註釋：2001年和2011年15歲及以上工作人口（全港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港元）為12,287和12,000。
資料來源：2001和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資金。（葉仲茵、趙永佳：2016，頁54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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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空缺
主要職位空缺分佈（% )

主要職業組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經理及行政人員 1.9 2.1 2.4 3.0 2.8 2.1 2.3 2.2 1.3 2.4 4.4

專業人員 8.9 9.8 9.7 9.5 10.1 9.0 7.8 4.8 4.5 6.4 7.5

輔助專業人員 35.2 32.6 30.9 27.5 27.0 29.0 24.2 24.4 20.2 21.2 18.9

中產職位*（小計） 46.0 44.6 43.0 40.0 39.9 40.2 34.2 31.4 26.1 30.0 30.8

文員 16.9 17.1 18.3 11.5 12.2 12.3 13.3 11.7 11.5 11.7 10.9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21.4 21.3 20.5 30.3 26.5 25.6 27.8 33.7 35.0 33.8 33.3

工藝及有關人員 2.4 2.5 2.5 2.7 3.2 3.3 3.9 4.9 4.8 4.0 4.1

機台及機械操作員及裝配員 2.1 1.4 1.6 1.4 1.8 3.6 2.8 2.5 2.6 2.2 2.6

非技術人員 11.1 13.2 14.1 14.0 16.5 14.9 18.0 15.7 19.9 18.3 18.2

註釋：*中產職包括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統計處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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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主觀社會流動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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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對整體社會流動機會的評估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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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社會流動 X 整體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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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p<0.05，**p<0.005，***p<0.001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近十年整體年輕人
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總數

較少 差不多 較多

過去五年主
觀社會流動

下降 72.1% 23.5% 4.4% 100.0%

差不多 64.7% 29.9% 5.4% 100.0%

上升 55.5% 29.5% 15.0% 100.0%

總數 62.8% 29.4% 7.9% 100.0%

近十年整體年輕人
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總數

較少 差不多 較多

目前生活

滿意度

滿意 58.2% 32.1% 9.7% 100.0%

不滿意 77.2% 21.0% 1.9% 100.0%

總數 63.4% 29.1% 7.6% 100.0%

χ2 = 35.088*** 

χ2 = 26.473*** 



社會流動 X 與中國區域融合

17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發展方向

總數
與內地保持
一定距離

與內地
加強融合

近十年年
輕人社會
向上流動
的機會

較少 82.8% 17.2% 100.0%

差不多 61.1% 38.9% 100.0%

較多 44.6% 55.4% 100.0%

總數 73.5% 26.5% 100.0%

χ2 = 79.892***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發展方向

總數
與內地保持

一定距離

與內地

加強融合

未來十年

個人的社

會向上流

動機會

較多 67.3% 32.7% 100.0%

差不多 75.9% 24.1% 100.0%

較少 79.6% 20.4% 100.0%

總數 74.0% 26.0% 100.0%

χ2 = 10.277**

註釋：*p<0.05，**p<0.005，***p<0.001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對中國機遇的觀感

註釋：*受訪對象年齡為15至35歲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2016 香港青年對內地觀感之研究 18



往中國升就的意願

註釋：*受訪對象年齡為15至35歲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2016 香港青年對內地觀感之研究 19



第三部分: 社會政治參與

● 全球奮起 (global rising) 和非常規 (unconventional) 政治參與
○ 「顏色革命」
○ 「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
○ 「佔領運動」

● 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
○ 平等、公義、人權
○ 反對政治霸權、經濟壟斷、反對全球化，支援少數人的權利
○ 本土主義運動 (localism)

■ 美國總統選舉
■ 英國通過全民公投脫離歐盟 (Brexit)
■ 蘇格蘭通過全民公投試圖脫離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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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物質主義傾向?
香港青年更傾向後物質主義

● 物質主義：「維持社會安定」、「刺激經濟成長」、

● 後物質主義：「政府在要決策上給予市民有更大言權」、「保障言論自由」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21



民主價值
香港青年更注重政治權利，大多認同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22



政治取態
年輕的受訪者更易對政治敢興趣而對現時政府更易不滿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23



政治參與

香港青年更願意參加非傳統方式的政治表達，例如集會、靜坐或遊行。而

對於傳統政治表達方式，如選舉，香港青年則沒有如此熱衷。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24



本土主義

香港青年也更支持本土主義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25



本地政治激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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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激進主義行動和本土主義更可能是在全球後物質主義和非
傳統政治參與興起的大趨勢下，透過快速發展的資訊技術之協助，
被本地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激化。

2008年後的幾次大型社會運動不斷強化了青年心中的本土意識:
• 2009年底 - 反高鐵運動
• 2012年 - 反國教科運動
• 2014年 -「佔中」

中國大陸的一些負面新聞:
• 2008年汶川地震突顯的豆腐渣工程和政府的不作為
• 「毒奶粉」事件
• 自由行和水貨客
• 北京政府在選舉和立法方面對香港政治的干涉



身份認同與對中國的觀感

註釋：以上項目評分範圍為0至10分，當中0分為最負面而10分為最正面 *受訪對象為15至35歲香港居民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2016 香港青年對內地觀感之研究 27



社會流動 X 社會運動參與

『佔領運動』的參與

總數

沒有 有

相對於現在，未來

十年的個人主觀

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機會較多 63.3% 36.7% 100.0%

差不多 59.7% 40.3% 100.0%

機會較少 57.0% 43.0% 100.0%

總數 60.3% 39.7% 100.0%

χ2 = 1.9853 (n.s.)

『佔領運動』的參與

總數

沒有 有

近十年年輕人整體

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機會較少 54.1% 45.9% 100.0%

差不多 72.1% 27.9% 100.0%

機會較多 70.1% 29.9% 100.0%

總數 60.7% 39.3% 100.0%

χ2 = 29.641***

註釋：*p<0.05，**p<0.005，***p<0.001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28



普世價值: 民主 X 社會運動參與
『佔領運動』的參與

總數
沒有 有

民主價值

在任何情況下，

民主體制比其他政府體制好
48.3% 51.7% 100.0%

在某些情況下，

專制政府比民主體制好
71.8% 28.2% 100.0%

政府體制是否民主都一樣 76.3% 23.7% 100.0%

總數 60.5% 39.5% 100.0% χ2 = 66.503*** 

註釋：*p<0.05，**p<0.005，***p<0.001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6 社會流動對青年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港澳台比較研究
(分為 18−35 歲及 36 歲或以上兩組；每組完成隨機抽樣訪問 約 1,000 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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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高等教育

- 大眾化

- 多元化 / 國際化?

2. 就業機會與社會流動

- 下流青年

- 中國機遇

3. 社會政治參與

- 身份認同

- 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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