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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簡介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撰寫) 

 

研究項目名稱 金融海嘯對青少年就業的衝擊 

Research Item Impact on Youth Unemployment in the Mids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研究機構 香港青年協會 

Agenc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機構性質 非政府組織 

研究主題 金融海嘯對青少年就業的影響 

報告網址，若有 新聞稿：

http://yrc.hkfyg.org.hk/news.aspx?id=1fc1d8a8-305c-4a29-b390-f054384905b8&c

orpname=yrc&i=2527 

研究資金 沒有提供 

研究時間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 

研究目的 了解本港青少年在金融海嘯下面對對之衝擊 

研究方法 1. 青少年電話調查，於 2009 年 1 月 14 至 21 日期間進行，成功共訪問 534 位非在學

青少年； 

2. 個案面談於 2008 年 12 月 22 日至 2009 年 1 月 13 日期間進行，成功訪問 20 名過

去一年曾經失業或現正失業的 15 至 24 歲青少年。 

對象 非在學青少年、曾經失業或現正失業的 15 至 24 歲青少年 

回應率 沒有提供 

有效樣本 1. 534 位非在學青少年的電話調查樣本； 

2. 20 個過去一年曾經失業或現正失業的 15 至 24 歲青少年的深入訪談。 

研究發現及建議 研究發現： 

1. 受訪的非在學青少年中，近四成(38.7%)擔心未來一年會失業； 

2. 近三分之一(33.7%)被訪者透露過去一年曾失業，其中兩成八(28.2%)表示已持續失業

達半年或以上。在上述表示曾失業的青年中，近半(50.3%)稱出現負面情緒、失去自

信(40.1%)及與家人關係變差(33.3%)；失業時間愈長，對受訪者造成的影響亦愈大，

包括感受來自家人的壓力、社交友圈子縮窄、延遲經濟獨立機會、自信心下降和出現

負面情緒等； 

3. 逾六成(64.2%)被訪者表示來年會報讀進修課程，當中以待業／失業青年所佔比例較

高。就政府提出的就業措施，受訪青年認為最有效依次是「提供津貼、鼓勵私人機構

或非政府機構聘用青少年」(46.1%)、「提供進修課程，增加青少年的就業競力」(42.1%)

及「增加青少年臨時職位」(34.5%)等； 

4. 受訪青年表示，失業期間以來自「自己」的壓力最大，其次是來自「媽媽」；但「媽

媽」同時所給予的支持度亦最大(31.1%)，其次是朋友(26.6%)； 

5. 研究亦訪問 20 位過去一年曾受待業／失業之苦的青少年，特徵包括來自學歷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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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大專學歷，以及屬內地新來港、或出現特殊障礙如學習障礙、語言障礙的青少年。

他們認為持續失業的原因，包括缺乏求職技巧、缺乏經驗和學歷、對個人的職志認識

不足，缺乏工作動機、欠缺資訊和市場職位空缺減少等。 

研究建議： 

1. 研究建議當局提出保就業措施時，除為大學生的出路提供支援外，亦應同時照顧低收

入、低學歷、低技能等處於就業弱勢的青少年。而在開創職位方面，該會亦認為當局

不應忽略低學歷失業青年的需要，例如可考慮開創一些如社區綠化、文化保育等需要

較低技能要求之工作職位； 

2. 研究建議當局擴大展翅及青見計劃的培訓名額，並考慮提高青見計劃的資助金額，由

目前之 2,000 元增至 3,000 元，鼓勵更多僱主為青年提供在職訓練空缺，讓失業青

少年獲得適切培訓和工作機會； 

3. 研究建議除工商企業、法定機構外，當局亦可鼓勵非政府機構如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提供見習就業職位，鼓勵青少年參與社會服務方面之工作。 

研究限制 沒有提供 

關鍵詞 青年、青年職涯發展、青年就業、金融海嘯 

Keywords Youth,youthintransitionfromschool-to-work,youthemployment,financialtsu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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