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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香港的 “雙失” 青年 : 混合幾種研究方法的一項研究 

 

中文摘要 

 

過去的二、 三十年間，在不同國家都發生了如經濟及勞動市場的轉

型、高學歷員工的需求、彈性就業措施的普遍和社會福利的減少等急

劇的社會及經濟變遷。這些變遷尤其給現今的青年人帶來很大的壓力

及不確定性。以往從學校到工作的過程都是順利及直接，現在已變得

不穩定、時間更長。因應現今青年在學校到工作過渡所面對的變化及

困境，本地及海外的政府、學者以及社會研究員提出“雙失”、 “雙待” 
等詞語來形容這些青年。 

“雙失”或 “雙待” 青年是指界乎 15 至 24 歲既沒有參與工作、也沒有

接受教育或培訓的年青人。而從九十年代後期起，在香港我們也開始

用“雙失”或 “雙待” 來形容這些青年。本研究旨在 : (1) 描述“雙失” 青
年的社會經濟特徵、(2) 探討他們從學校到工作的過程、 (3) 分析他們

“雙失” 、接受就業培訓及工作的經歷、 (4) 闡述他們的工作態度、事

業期望及對香港社會的看法、以及(5) 了解他們各方面的生活狀況。

基於實証的研究結果，我們會提出有關的政策建議，以協助青年更好

的參與主流社會，並能在勞動市場中找到立足之地，從而有把握的開

展自己的個人事業。 

本研究透過分析香港统計處 “綜合住户统計調查”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1991 至 2010 年的數據以及由深入訪談而收集 52 名現正或曾

經經歷“雙失”青年的資料，得出以下的研究發現與結果 : 

 
香港 “雙失” 青年的社會經濟特徵 

• 在 2010 年的 837,000 名青年人口中，百分之七 (58,300)的為“雙失” 
青年。其中的 67.7%是失業青年，而餘下的 23.3%都不是學生、料

理家務者或傷病人士的非從事經濟活動青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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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分析统計結果顯示 : (1)相對女性、15-19 歲和非與父母同住的

青年，男性、20-24 歲和現與父母同住的青年有更高的機會成為

“雙失”青年﹔(2) 來至較低收入家庭組別的青年有更高的機會經歷

“雙失” ﹔(3) 學歷有助青年避免經歷“雙失” , 即擁有大學學位的青

年經歷“雙失” 的機會最少﹔(4) 婚姻狀況以及居住房屋類型與會否

成為“雙失” 青年在统計上沒有顯著的關係。 

• 在 1991 至 2010 年間，“雙失”青年的比例由九十年代初的 4-5%上

升至 1998 年的 6.8%及 1999 年的 8.5%。而在 2003 年更達到有紀

錄以來的 9.7%。此後，在 2005 至 2010 年間，“雙失”青年的比例

回落至 6-7%的水平。 

• 事實上，“雙失”青年比例的上升與下降正反映了整體經濟環境以

及失業率的變化。 

 

離開學校的情况 

• 在 52 名受訪青年中，四分之一在未有完成中三教育前已輟學 (早
期輟學青年) ，而另外四成的受訪者在未有完成中五教育時已輟學 
(中期輟學青年) 。這兩組青年表示對學習沒有興趣、對課程不

滿、違返校規及其他非他們自己可控制的因素 (如經濟壓力、父母

離異、懷孕、越軌行為等)是促使他們輟學的原因。 

• 父母、朋友和社工均對受訪青年的輟學產生作用，這包括延遲他

們輟學、促使他們輟學以及為他們處理因輟學而產生的負面影

响。例如社工為輟學的青年提供就業培訓、職位空缺以及招聘會

等資訊。 

 

“雙失” 的經歷 

• 所有受訪的青年都有最少一次連續長達三個月或以上的“雙失” 經

歷。綜合每名受訪者的所有“雙失” 經歷，一方面，只有七分之一

的受訪青年有不多於六個月的“雙失” 經歷。另一方面，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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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曾經歷“雙失” 至少一年。而接近三分二的受訪青年早於

十八歲前已經歷“雙失” 。 

• 受訪青年都將自己的“雙失” 經歷素諸於個人因素，視這些“雙失” 
經歷為個人選擇或意願，而不會歸咎為是非自己個人可控制的外

在或社會因素。由於很多受訪者於未成年時已有“雙失” 的經歷，

故此他們認為自己當時仍然十分年輕，並視這些“雙失” 經歷為個

人成長的必經階段。 

• 有部份的受訪青年正面地描述及評價其“雙失” 經歷，視這些“雙

失” 經歷為與親友聯系、個人發展、豐富人生歷練的機會。另一方

面，一些受訪者卻表示在“雙失” 期間把自己關閉於家中，完全與

社會隔絕，成為“隱蔽” 青年。 

• 部份的受訪青年指出在長時間經歷“雙失” 後，他們開始發現自己

已長大，不願再浪費青春，並感到要負起家庭責任或有金錢上的

需要，於是脫離“雙失” 、投入勞動市場或接受培訓。 

 

參與就業培訓 

• 在受訪者中，雖然有不少的輟學青年曾參與由政府和社會服務機

構舉辦的就業培訓課程，但是大部份的參與者均認為這些課程無

助於他們獲得相關的工作經驗從而促進他們就業。 

• 受訪青年對參與就業培訓及正規學校教育的經驗有不同的評價及

看法。他們往住以這些經驗是否能幫助他們獲得一份 “有體面” 或

有發展前景工作的角度去評價這些學習的經驗及課程的實用性。 

 

參與勞動市場的經歷 

• 46 名受訪青年曾經工作。但是，有三分之二的青年在工作不足三

個月就離開第一份工作。而在這 46 名受訪者中，超過一半的青年

迄今已至少做過三份工作。工作時間短與轉工次數多的原因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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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受訪青年均沒有家庭責任或經濟壓力，因此他們沒有就

業的迫切性。而且，多於一半的受訪者用了 6 個月或以上的時間

才找到第一份工。 

• 無論是擁有不同學歷的受訪青年，他們的第一份工作多是屬於初

入職的職位。很多的受訪者均對這些職位的工作條件感到不滿，

指出他們的工作欠缺培訓以及事業發展前途。 

• 擁有不同教育程度的受訪青年都表示不容易尋找到自己所喜歡的

工作。一方面，低學歷的受訪青年傾向把自己在尋找工作過程中

所遇到的挫折歸咎為自己個人的不足。另一方面，較高學歷的受

訪者則將自己所遇到的困難素諸於社會、政府以及傳媒的問題。 

 

事業期望及對未來的願景 

• 絕大部份的受訪青年指出與同事有良好的關係以及良好事業發展

前途是他們所重視的工作條件。不少受訪者對理想工作有自己的

想法與定義。對早期輟學的受訪青年而言，他們對理想工作的要

求往往從其現正面對的惡劣工作處境所建立。但是，在這組群的

受訪者中，有部份明白礙於自身的經濟壓力及低學歷的因素，因

而無法獲得理想工作。相反，對高學歷的受訪者而言，他們對自

己獲得理想的工作充滿信心。 

• 雖然所有的受訪青年對自己的未來表示樂觀，但是他們也知悉可

能要面對的困難及障礙。低學歷的受訪者認為這是源於自己的個

人問題﹔相反，擁有較高學歷的則傾向批判現存的制度安排。 

 
對社會不公以及社會機遇的看法 

• 一方面，超過一半的受訪青年相信香港是一個績效制的社會，即

用人唯才、有能者居之。另一方面，有較大部份的受訪者不同意 
“香港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的看法。更有多於一半的受訪青年

對有錢人家的孩子、香港政府以及大企業表示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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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計結果顯示，有較多的 20 至 24 歲、擁有大學學位、在職以及

20 歲後才經歷第一次“雙失” 的受訪者對有錢人及當權者表示反

感。 

 

地區分佈、時間運用和網上行為 

• 相對於現正就業或接受培訓、教育的一群，正在“雙失” 的受訪青

年進行較少的地域流動。正經歷“雙失” 的受訪者多生活於異於常

人的時間模式﹔他們白天睡覺，晚間外出活動。 

• 受訪的青年花很長時間在電腦上。大部份的受訪者活躍於社交網

絡及電腦遊戲。 

 

政策建議 

• 展開一項全港性的青少年縱貫研究調查，以了解青年從學校到工

作過渡出現不穩定的過程及機制。由縱貫研究調查而獲得有代表

性的青年人口數據除了可用作為追踪離校生及輟學青年的經濟活

動身份之變化外，也可以讓研究人員比較擁有不同教育程度及追

求不同教育路徑 (如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青年之教育以及勞動

市場上的結果。 

• 更新及加強現時職業培訓和教育，並將之納入於整體教育系统設

計與計劃之中，從而為青年提供不同教育路徑的選擇。 

• 在正規中學教學課程中加入有系统的就業諮詢和職業導引，從而

為學生及將離校青年提供適切及適時的意見，並協助他們及早計

劃自己的學業及就業方向。 

• 增加正規學校系统的彈性，為輟學青年提供重返學術教育路徑的

機會及選擇。 

• 增加“雙失” 及低學歷 青年在主流經濟的工作機會，使他們獲得在

職訓練及工作經驗，以提升他們往後的就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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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對外展社工的支援，使更多的“雙失”  青年獲得他們更多及更

大的協助。並增加招聘女性外展社工，使更多“雙失”  的女性青年

得到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