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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對象和方法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了解低學歷青年的就業狀況 

 

 低學歷青年接受就業輔導之效果 

 

 面對的就業困難 



研究對象 

 學歷在高級文憑 / 副學士以下的青年 

 

 非2013年及離校在三年以內之畢業生 

 



研究方法 

 問卷在8間單位分發 
 4 間IT、2 間YOT 及GTC 協助於工作對象中選出受訪者，進行訪問 

 

 由已受訓練的社工進行訪問及記錄 

 

 訪問人數：合共收回200份有效問卷 

 

 訪問時期：2013年7月至9月 

 

 問卷回收後由理大作資料整理及分析 

 



受訪者背景資料 

研究結果 



受訪者背景資料 

男 

66% 

女 

34% 

性別 

15-19歲 20-24歲 25-29歲 

73.2% 

23.2% 

3.5% 

年齡 

N=200 
N=198 



受訪者背景資料 

初中或以下 

高中 

毅進課程 

副學士先修 

文憑 

高級文憑/副學士未畢業 

其他 

45.7% 

49.2% 

0.5% 

1.5% 

1.0% 

0.5% 

1.5% 

最高教育程度 

少於一

年 

30.7% 

一年以

上至兩

年 

32.7% 

兩年

以上

至三

年 

36.7% 

已離校(全日制課程)時間 

N=198 
N=199 



受訪者就業情況 

全職工

作 

22.1% 

兼職工

作 

17.1% 

失業 

60.8% 

現時就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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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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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

時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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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

時
 

4
3
小

時
或

以
上

 

其
他

 

23.3% 
23.3% 

6.7% 

16.7% 

13.3% 

3.3% 

6.7% 

3.3% 
3.3% 

每週兼職平均工作時數 

N=199 
N=30 



受訪者就業情況 

全職工

作 

22.1% 

兼職工

作 

17.1% 

失業 

60.8% 

現時就業情況 

少
於

一
個

月
 

1-
3
個

月
 

4
-6
個

月
 

7
-1

2
個

月
 

13
個

月
-1

8
個

月
 

19
個

月
-2

4
個

月
 

2
5
個

月
或

以
上

 

其
他

 

44.7% 

9.6% 

19.1% 

11.7% 

3.2% 
5.3% 

5.3% 

1.1% 

失業待業時間 

N=199 
N=94 



受訪者現時對就業的心態 

研究結果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我
清楚自己的就業
志向”程度 

十分同意 

18.3% 

同意 

59.2% 

不同意 

19.4% 

十分不同意 

3.1% 

受訪者同意”我清楚自己的就業志

向”程度 

N=191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 
我喜歡現時的工
作”程度 

十分同意 

16.7% 

同意 

62.4% 

不同意 

18.1% 

十分不同意 

2.8% 

受訪者同意” 我喜歡現時的工作”

程度 

N=72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 
我有信心做好現
時的工作”程度 

十分同意 

19.2% 

同意 

68.5% 

不同意 

12.3% 

十分不同意 

0.0% 

受訪者同意” 我有信心做好現時的

工作”程度 

N=72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我
覺得自己就業上
很多困難”程度 

十分同意 

23.3% 

同意 

43.9% 

不同意 

28.9% 

十分不同意 

3.9% 

受訪者同意”我覺得自己就業上很多

困難”程度 

N=180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我
覺得只要願意，
找工作其實不
難”程度 

十分同意 

23.8% 

同意 

55.0% 

不同意 

15.3% 

十分不同意 

5.8% 

受訪者同意”我覺得只要願意，找工

作其實不難”程度 

N=189 



受訪者現時對
就業的心態 

受訪者同意＂工
資過低是找工作
時遇到最大的問
題”程度 

 十分同意 

30.0% 

同意 

46.3% 

不同意 

21.6% 

十分不同意 

2.1% 

受訪者同意＂工資過低是找工作時遇

到最大的問題”程度 

N=190 



參與就業培訓課程／支
援服務的狀況與評價 

研究結果 



在學時參與
就業輔導 

受訪者在學時參
與就業輔導情況 

 

N=200 

有參加 

29.5% 

沒有參加 

70.5% 



在學時參與
就業輔導 

受訪者在學時參
與就業輔導類型、
自願性及成效 

 

  
有效百
分比 

自願性質 成效 

職業性向測驗 65.5% 

自願 48.6% 有效果 63.2% 

必須參與 51.4%  
沒有效果 18.4% 

不清楚 18.4% 

個人輔導 39.7% 

自願 65.2% 有效果 82.6% 

必須參與 34.8%  
沒有效果 4.3% 

不清楚 13.0% 

行業講座/認識 74.1% 

自願 37.2% 有效果 67.4% 

必須參與 62.8%  
沒有效果 18.6% 

不清楚 14.0% 

搵工技巧 58.6% 

自願 58.8% 有效果 88.2% 

必須參與 41.2%  
沒有效果 5.9% 

不清楚 5.9% 

其他 3.4% 

自願 100.0% 有效果 50.0% 

必須參與 0.0%  
沒有效果 50.0% 

不清楚 0.0% 

N=37 

N=23 

N=43 

N=34 

N=2 

N=59 N=200 



進一步分析 

 當受訪者在學時有接受就業輔導， 
 他們對自己的就業志向的建立有正面的影響 

(r=0.214, p=0.003) 

  

我清楚自己的就業志向 

總計 

十分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
意 

仍在就學
時，是否
有參與任
何就業輔
導？ 

沒有參加 人數 17 84 31 5 137 

有效百份比 12.4% 61.3% 22.6% 3.6% 100.0% 

有參加 人數 18 29 7 1 55 

有效百份比 32.7% 52.7% 12.7% 1.8% 100.0% 

總計 人數 35 113 38 6 192 

有效百份比 18.2% 58.9% 19.8% 3.1% 100.0% 



離校後參與
就業輔導 

受訪者離校後參
與就業輔導情況 

 

有參加 

34.5% 

沒有參加 

65.5% 

N=200 



離校後參與
就業輔導 

受訪者離校後參
與就業輔導類型、
自願性及成效 

 

  
有效百分

比 
自願性質 成效 

職業性向測驗 75.4% 

自願 68.6% 有效果 67.3% 

必須參與* 31.4% 
沒有效果 9.6% 

不清楚 23.1% 

個人輔導 69.6% 

自願 76.1% 有效果 77.1% 

必須參與* 23.9% 
沒有效果 8.3% 

不清楚 14.6% 

行業講座/認識 56.5% 

自願 71.8% 有效果 79.5% 

必須參與* 28.2% 
沒有效果 5.1% 

不清楚 15.4% 

搵工技巧 84.1% 

自願 67.9% 有效果 84.5% 

必須參與* 32.1% 
沒有效果 5.2% 

不清楚 10.3% 

其他 1.0% 

自願 100.0% 有效果 100.0% 

必須參與* 0.0% 
沒有效果 0.0% 

不清楚 0.0% 

N=51 

N=46 

N=39 

N=56 

N=2 

N=69 

* 多數受訪者選擇”必須參與”是因為參與就業
計劃而必須參與就業輔導 

N=200 



離校後參與
就業輔導 

受訪者離開校園
後不參與就業輔
導的原因 

 

59.6% 

24.8% 

17.4% 

7.3% 

N=109 



就業情況與困難 

研究結果 



就業情況和
途徑 

曾出任全職工作
份數 

 

32.4% 

48.9% 

13.1% 

5.7% 

0份 

1-3份 

4-6份 

7份或以上 

N=176 



就業情況和
途徑 

受訪者一般尋找
工作的途徑 

 

57.3% 

38.7% 

29.1% 

21.1% 20.6% 
15.6% 

6.0% 

N=199 



就業情況和
途徑 

受訪者第一份工
作尋找工作的途
徑 

15.0% 

39.2% 

13.1% 12.1% 

9.0% 

6.0% 
4.5% 

2.5% 

N=199 



工作期望與
喜好 

受訪者選擇工作
時重視因素 

 

58.3% 57.8% 57.3% 

50.8% 
48.7% 

34.2% 

3.5% 

N=199 



工作期望與
喜好 

受訪者理想從事
的職業類型 

 

2.0% 

2.5% 

4.0% 

5.6% 

6.1% 

6.1% 

7.1% 

11.1% 

13.1% 

14.6% 

15.2% 

15.7% 

16.7% 

17.2% 

23.7% 

31.8% 

5.6% 

保險 

製造業 

房地產業 

金融業 

紀律部隊 

其他 

醫務衛生 

建築業 

資訊科技 

旅遊 

社會服務 

文化藝術 

批發零售 

物流運輸業 

髮型美容 

酒店和餐飲業 

不知道 

N=198 



工作期望與
喜好 

受訪者認為自己
能否從事理想的
職業 

 

可以 

77.4% 

不可以 

22.6% 

N=199 



就業培訓 

受訪者參加工作
上培訓的情況 

 

有 

14.7% 

沒有 

85.3% 

參加工作上培訓 

73.9% 

26.1% 

工作上培訓類型 

由公司提供 / 津助 自費報讀 

N=197 

N=23 



就業培訓 

受訪者認為對工
作有幫助的培訓
類型 

 

60.4% 

48.2% 

40.6% 

35.5% 

28.9% 27.9% 
25.4% 

20.3% 

2.5% 

N=197 



就業困難 

受訪者認為由離
校至就業的過程
是否順利 

 

順利 

42.9% 

不順利 

57.1% 

N=191 



就業困難 

受訪者在離校後
踏入社會工作時
最大的困難 

 

其他 

缺乏就業資訊 

缺乏配合自己興趣的工作 

僱主要求要有工作經驗 

不知自己的工作志向 

缺乏工作技能 

適合自己學歷程度的工作

不多 

3.1% 

28.2% 

30.8% 

44.1% 

46.2% 

46.7% 

50.8% 

N=195 



評論‧建議 

就業輔導有成效，
但參與人數少 

逾六成半低學歷
青年不曾接受就
業輔導 

職業性向測
驗67.3% 

個人輔導 

77.1% 

行業講座/
認識79.5% 

搵工技巧 

84.5% 

受訪者對離校後參與
就業輔導的成效表示
正面 

職業性向測
驗63.2% 

個人輔導 

82.6% 

行業講座/
認識67.4% 

搵工技巧 

88.2% 

受訪者對在學時參與就業
輔導的成效表示正面 



評論‧建議 

就業輔導有成效，
但參與人數少 

我清楚自己的就業志向 

在學時曾參與
就業輔導 

同意：85.4% 

不同意：14.5% 

在學時不曾參
與就業輔導 

同意：73.74% 

不同意：26.2% 



評論‧建議 

就業輔導有成效，
但參與人數少 

曾參加就業輔導的青年，不管是在學時間或
離校後參加，均認為效果良好，但…… 

逾六成半低學歷青年不曾接受就業輔導 



評論‧建議 

就業輔導有成效，
但參與人數少 

加強學校的職
業教育及就業
培訓工作，讓
青年人及早在
職涯規劃上作
出準備。 



評論‧建議 

找工作靠朋友 

現行就業服務協助尋找工作的渠道未為大部
份年輕人受落 

他們不認識就業服務？他們對工作的自信不
足，因此希望透過“熟人”爭取工作？ 



評論‧建議 

青少年的就業意
願及心態 

78.9% 受訪者認
為「只要願意，
找 工 作 其 實 不
難」。 

122名失業的受
訪者中，長期失
業 ﹝ 超 過 10 個
月﹞的受訪者達
25.8%；4至6個
月的也有19.4%。 

心態影響動力‧環境影響心態 



評論‧建議 

從學校至工作 

67.2%受訪青年覺得就業上面對很多困難 
57.1%受訪者認為由離校至就業的過程不順利 
 

50.8% 
• 適合自己學歷程度的工作不多 

46.7% 
• 缺乏工作技能 

46.2% 
• 不知自己的工作志向 



評論‧建議 

從學校至工作 

難以累積“有
用”的工作經
驗，可被取代
性高 

薪金長期被維持
在低水平之上，
使他們成為「就
業貧窮」的一員 

76.3%受訪青年反映「工資過低是找工作時遇到最
大的問題」 



評論‧建議 

從學校至工作 

就業的目標應由
「補救」轉為
「發展」 

不論是長期失業、工作缺乏回報，
抑或是職業晉升前景不佳，均會令
年青一代灰心和失望。 
 
我們的教育及培訓，應該更好地協
助年青人，做好由就學過渡至就業
階段的準備 



評論‧建議 

培 訓 、 發 展 、
規劃、機會 

在中學及早向青少年作出生涯規劃的培訓，甚至
預早進行實際的職場技能訓練。 

鼓勵企業參與，推動工作上的培訓，讓年青
人能累積有發展潛力的經驗及知識。 

政府應致力擴闊強調學歷水平以外，更配合
青年人興趣與發展潛力的職位空缺。 

給青年人機會，他們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僅足(甚至
不足)糊口的工作，而是職涯上的發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