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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本港整體的教育及收入狀況 



專上學歷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專上學歷的人數及比
率十年內上升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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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11 

2001-2011年15歲或以上人士不同學歷的人口分佈 

專上教育 (學位) 

專上教育 (非學位) 

中學/預科 

小學或以下 



十年間，專上學歷者的整體工資有輕微下降，月
入2萬元以下的比率，由2001年的42%上升到
2011年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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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1年15 歲或以上專上學歷人士的主要工作收入分佈 

$30,000及以上 

$20,000  -  $29,999 

$10,000  -  <$20,000 

$6,000 - <$10,000 

< $6,000 

同期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上升了11.2% 



年輕人學歷與父母收入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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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住父母工資劃分18-24歲青年是否擁有大專學歷(2011年) 

曾入讀/正就讀學位課程 

曾入讀/正就讀非學位課程 

不曾/非入讀大專 



研究背景: 
在社會整體學歷上升下，究竟年輕人擁有不同學歷，對
其收入狀況，及改善生活質素的機會有何影響 
 
研究對象： 
年輕成人(20-34歲) 
 
研究目標： 
學歷狀況對下列變項的影響 
1. 收入狀況 
2. 對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的滿意度 
3. 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的改善機會 
 
 

 
6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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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究的第一部份並非套用追蹤研究的方法，而是
在同一時間點下，比較不同年齡群組人士的工資 
 

 研究集中調查年輕成人的收入及房屋狀況，然而年
輕成人的生活質素可包括其他面向 
 

 數據只能反映不同學歷程度年輕成人，達至特定社
會經濟狀況的比率 
 

 
 



 
 

第一部份 
 

2014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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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34 歲群組中，仍有約一半為高中學歷或以
下，但較低年齡組別，專上學歷的人數則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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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一半年輕成人的工資低於中位數 

低於工資中位

數一半(低工資

人口), 25,500

人, 3% 

等於工資中位

數一半至工資

中位數, 

435,700人, 
50% 

等於工資中位

數至低於3萬元 

 301,900人, 
35% 

3萬元或以上, 

99,600人, 
12% 

按工資群組劃分的年輕成人人口 

10 

2014年工資中位數: 
$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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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歷劃分各個工資群組年輕成人的比率 

工資月薪3萬元或以上 

工資等於工資中位數

至低於月薪3萬元 

工資等於工資中位數

的一半至低於工資中

位數 

 工資低於每月工資中

位數的一半 

學歷越低工資越低，但專上(非學位)學歷者，亦有
近六成半低於工資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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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低於每月工資中位數的一半 工資等於工資中位數的一半至低於工資中位數 
工資等於工資中位數至低於月薪3萬元 工資月薪3萬元或以上 

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學位) 專上(非學位) 

專上(非學位)學歷者的工資雖隨年齡增長，但其工資增長至月
入3萬元或以上的機會明顯較專上(學位)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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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註解: 此研究並非套用追蹤研究的方法，而是在同一時間點下，比較不同年齡群組人士的工資



不同學歷者隨年齡增加，都會減少低收入
的機會，但低學歷者減少的程度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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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專上(學位)學歷者，有較高機會賺取3萬元或以上， 
即使是專上(非學位)學歷者，月入3萬元或以上的機會明
顯較專上(學位)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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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年輕成人滿意度及 
改善機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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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背景 
 於2016年3月進行 
 
 委託政策21民意調查中心透過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 
 
 共訪問了504位20-34歲非在學及非家庭照顧者的年
輕成人（即包括在職、失業或因其他狀況而非在職的
年輕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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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成人對經濟、住屋及整體生活質素的滿意度 

滿意/非常滿意 一般 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整體上來說，對經濟、住屋及整體生活質素感滿
意的年輕成人均超過三成，而不滿意則低於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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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越低，對經濟狀況滿意的比例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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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非學位) 專上(學位) 18 



學歷越低對房屋狀況的滿意度亦越低，在初中
或以下學歷者中，不滿意者比滿意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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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越低對整體生活質素的滿意度亦越低，在初中或
以下學歷者中，不滿意者比滿意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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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狀況及整體生活質素上，超過三成被訪者認為2-3年內
會有所改善，約兩成認為不會。但在房屋狀況上，只有兩成認
為會有改善，有近四成認為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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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成人認為自己在經濟、住屋及整體生活質素在未來2-3年的改善/提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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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質素感到不滿者，分別有
46.1%、69.7%及58.4%感到在上述範疇不會有改善 

10.2% 

46.1% 

32.1% 

69.7% 

11.7% 

58.4% 

0% 

20% 

40% 

60% 

80% 

以對現況的滿意度區分被訪者認為不能改善有關狀況的比率 

經濟 

房屋 

整體生活質素 

認為2-3年內
不能改善有關
狀況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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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越低，認為經濟狀況會有改善的比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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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論學歷高低，都有3-5成受訪者認為房屋狀況
不會有改善，學歷較低者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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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歷區分年輕成人認為2-3年內能改善整體生活質素的機會 

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非學位) 專上(學位) 

學歷越低，認為整體生活質素會有改善的比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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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士(非學位)與高中學歷者，不論在經濟、房屋及
整體生活質素上，認為不會有改善的比率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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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年輕成人支持的房屋政策：增建居屋及增加
單身非長者人士的公屋供應 

增建居屋 
27.8% 

增加單身非長者
人士的公屋供應 

22.4% 

資助購買私人樓宇 
15.9% 

推行租金管制 
12.7% 

興建青年宿舍 
9.9% 

提供租金津貼 
9.9% 

其他 
1.4% 增建居屋 

增加單身非長者人士
的公屋供應 

資助購買私人樓宇 

推行租金管制 

興建青年宿舍 

提供租金津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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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6.7%的受訪年輕成人是月薪低於$15,000，
並感到未來生活質素不會有改善 

低薪並感到生活
質素不會有改善, 

16.7% 

其他類別, 

83.3% 

低薪並感到未來生活質素不能改善的年輕成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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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提及低薪並感到不會有機會改善生活質素者，
超過6成為高中學歷或以下，但專上(非學位)學歷者
亦有2成半 

初中或以下 

25.0% 

高中 

40.5% 

專上(非學位) 

26.2% 

專上(學位) 

8.3% 

低薪及不能改善生活質素的年輕成人的學歷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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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或以下 

25.0% 

高中 

40.5% 

專上(非學位) 

26.2% 



觀察 
 香港現時有超過一半(53%)的年輕成人收入低於工
資中位數 
 

 低學歷人士的工資偏低，即使不同學歷人士的工資
都隨年齡有所增長，然而低學歷者的增幅較少 
 

 專上(非學位)學歷者雖然隨年齡增長工資有一定增
長，但只有少部份人月薪於$30,00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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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整體來說，對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質素感到滿意的
年輕成人都分別超過3成，不滿意者則少於2成 
 

 學歷較高者，對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質素的滿意度
亦較高 
 

 在經濟及整體生活質素上，有超過3成年輕成人感到在
未來2至3年會有改善，感到不會改善的不超過2成，但
在住屋狀況上，感到會有改善的只有約2成，感到不會
改善的超過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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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現況越佳者，越感到生活狀況會進一步改善，相反
現況較差者，越感到不會有改善，結果可能反映年
輕成人在生活狀況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學歷較低者，對經濟、房屋及整體生活質素普遍感
到更少改善生活的機會，而專上(非學位)學歷者，
對上述各項感到不會有改善的比率，與高中學歷者
相約 
 

 有16.7%的年輕成人，低薪而又感到無改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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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假上流  真基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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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時的經濟結構下，學歷較低(特別是初中或以下學歷者)
的年輕成人工資偏低，不論在工資及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
都顯著較低，而且缺乏改善生活的機會 
 

 雖然香港的大專學額增加，但專上(非學位)學歷者的薪金難
以提升至較高水平，他們亦對未來各項生活質素的改善感
到無望 
 

 高中或以下學歷的年輕成人，至30-34歲時仍有超過一半不
及工資中位數的水平，他們即使符合輪候公屋資格，亦需
要輪候很長時間，而且在輪候期間只能租住質素較差的私
樓單位，而雖然有較多專上(非學位)者工資高於中位數，但
是一方面他們的工資已超越輪候公屋資格，另一方面要在
私營市場中租住適切居所仍為他們帶來沉重負擔 
 



建議1 
發展多元化及公平的經濟結構 
 

調整香港的產業及經濟結構，使不同職業及學歷的
人士，都能有發展機會 
 

透過對勞工政策，例如提升最低工資，減少工資差
距，確保所有勞工都得到最基本的體面的工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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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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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助的大專(學位)學額 
增加資助的大專學位，讓基層市民得到更多修讀大
專學歷的機會 
 

透過減免現時學債的利息，及容許學生的還款額跟
據工資調整，減輕大專畢業生償還學債的壓力 
 

增加對貧窮學生的資助，除學費外，對學生的生活
費亦提供免還款的資助 

 
 



建議３ 

36 

建立制度，讓不同學歷的在職人士都有進修機會 
 

提供更多資助兼讀制的專上課程，讓已投身職場的低
學歷、低收入人士有進修機會 
 

訂立標準工時，並鼓勵企業推行更多人材培訓友善的
政策，讓低學歷的在職人士亦有發展機會 



建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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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公屋及居屋 
增建公屋及居屋，並研究讓更多年輕成人受惠於現
時的公屋及居屋政策。(如增加非單身長者的公屋
供應，及檢討現時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 
 

透過租金津貼及租務管制，改善私樓租戶的處境 
 

研究在公屋及私人市場外，發展其他改善青年人住
房狀況的可能性，包括發展社會房屋，或青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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