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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可能換來低收入？  
 

  每年暑假有大批大學畢業生找工作，近期有報道指大學生起身點下降，甚至追不上通貨膨

脹。高學歷等於好出路、易找工作或高收入是否已成過去？ 

  曾幾何時，大學生被喻為是「天之驕子」，社會普遍認為他們有較佳的向上流動機會，對

於改善社會經濟及民生帶來同樣重要的影響。隨着時代的轉變，再加上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

化，大學生的地位明顯大不如前。早前有研究顯示，愈是年輕世代的大學生，收入的起點就愈

低，向上流動的速度就愈慢，就連最精英的大學生也出現類似情況，究竟問題在哪裏？ 

  本港自副學士教育、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及新高中學制實施，大大刺激了社會對大專教育的

需求，政府在資助學位供應上亦有所增長。可惜，從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生育率持續下降，

導致每年入讀大學的中六畢業生比例愈來愈高。結果，大學畢業生人數激增，加上經濟前景欠

佳，影響就業機會。同時，有學者認為，這代青少年由於過分受保護，抗逆力較低，結果在成

長過程中，容易被單一價值影響，以為只要讀好書，拿好成績，大學畢業後就能找到理想及薪

酬豐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學及大學課程安排以考試學科為主，忽略就業「教育」。在欠缺

人際溝通、情緒管理、抗壓能力及責任感等訓練下，容易使時下大學生在應試找工作或就業時

表現未如理想，影響個人收入及發展。 

大學生找工只看「錢途」 

  此外，在現今充斥功利主義的社會，部分大學生找工作時過於急功近利，甚至好高騖遠，

凡事只向錢看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考慮。在欠缺全面的理解下找工作，大學生容易到處碰壁，甚

至有畢業生以進入大公司、穩定的工作時間、薪酬高、福利好作為找工作的指標，或會白白錯

過應聘及理想工作的機會。這一來，社會容易出現有些工作無人做，又或者有些工作供過於

求，影響整個就業市場。所以建議各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時，應了解社會實際需要，並要在金錢

與夢想上取個平衡，切忌過於短視。 

  至於如何令大學教育更切合市場需要，讓大學生能學以致用，一展所長，發展社會經濟，

就有賴政府進一步檢討現存的教育政策。 

註：小題為本報所加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高級講師 鄭雪愛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