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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政策與青年價值 

年輕人為社會的寶貴資源及未來的掌舵人。社會有責任提供他們一個能自由、

健康和快樂成長的環境、培育所需能力與素養、擴闊機會改善生活及社政地

位、讓其能發揮志趣所長、參與和貢獻社群及感到滿足快樂。因此了解香港年

輕人的發展狀況及趨勢十分重要，而政府及不同持份者共同制訂一套長遠全面

的青年發展政策更是刻不容緩。 

參考主要國家的經驗，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委）主席劉鳴煒，除倡議青年

政策外，早前其研究團隊還發布了香港青年發展指數（Youth Development 

Index）。該指數共分為 6 個有客觀數據衡量的範疇，分別為教育、就業、身心

健康、公民參與、預防偏差行為及經濟狀況，共 18 個指標。 

該團隊發現在過去 10 年，香港青年發展表現反覆，整體相對 10 年前有輕微改

善。但除在全日制就學人口率、中六生升讀學士課程比例、實質薪酬收入中位

數、貧窮人口率、吸煙率、吸毒率、犯罪被捕率、選民登記率、參與義工服務

率等指標有所改進外，在其他指標如大專人均教育開支佔 GDP 比率、青年就業

率、樓價與收入比、投票率及自殺率等都有倒退跡象。 

由於受制於客觀可量化指標與數據來源，劉鳴煒的團隊所採用的青年發展範

疇，不包括年輕人的主觀看法和評價，也忽略了較無形的素養與價值觀。 

筆者有見及此，倡議將香港青年發展範疇，重新劃分為 10 個範疇：教育、就業

/創業、經濟收入、向上流動、身體素質、心理素質、守法行為、公民參與、價

值觀及快樂滿足感。相信這個較全面平衡的發展模式，有助開發建立較宏觀完

整之香港青年政策。根據其他有關報道與數據，香港年輕人在創業率、創業信

心、向上流動、自信心、香港歸屬感、國民認同感、結婚生子意欲、對香港未

來前景看法，以及快樂指數等等，都有倒退趨勢，情況十分令人擔憂。無論如

何，這些指標有助香港制訂其青年發展政策的重點及先後次序。 

 

 



平衡物質與非物質所需 

香港年輕人近年面對一連串的自身困難包括教育、就業、創業、收人、居住及

向上流動等，怨氣一直增加。加上對一些社會現象如政改紛爭、樓價高企、貧

富懸殊、傾斜財團、陸港矛盾、制度政策缺失與資源分配不公等，這些矛盾與

怨氣在 2014 年底佔領事件激化突顯出來，加添年輕人對社會前景不明朗的憂

慮。 

絕大部分香港人相信應以和平非暴力手段來解決分歧。特區政府於佔領事件後

亦承認以往對年輕人訴求關注不足，除提出多項短期支援措施外，須重新檢討

和制訂更宏觀綜合的青年政策。在 2017《施政報告》提出就成立青年政策，要

求青委提交報告建議。梁並指出政策重點是為年輕人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為

他們提供升學、就業、置業、「走出去」及發展興趣的不同途徑。 

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港府決策層對現今年輕人的理解已過時，也低估了年輕人

不滿的想法與所需，以為就業、創業、上樓就可化解大部分民怨。不少香港人

相信現今年輕人不單要求自己有更多教育、就業與流動機會改善生活，也關心

自由、民主、平等、公義和法治等一些非物質核心價值的追求，冀求參與更多

社區事務及政治。 

年輕人應有價值的共識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對年輕人也重複所謂「三業三政」政策，包括資助學生就讀

自資大專院校、首置貸款、在政府委員會多加年輕委員、改組中策組並聘用年

輕人，和鼓勵參與區議會與立法會直選等。筆者認為政府除各政策範疇上加強

支援，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公平制度，從而給家

境較弱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新政府更要努力推

動年輕人關心的政改、貧富懸殊、保育、平等機會、動物權益等社會公義議

題。 

在制訂青年政策時，更重要的是釐定大家認同的一些青年價值，包括筆者曾綜

合的 12 項價值：誠信、自律、正直、謙虛、互重、忍耐、堅毅、簡樸、關愛、

包容、有禮及正向。 



由於很多家庭父母的縱容與現有教育制度文化的落後偏差，未能令一些年輕人

充分裝備新世代應有的態度與思維。這與家庭與學校息息相關，特別是在道德

教育和價值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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