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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年長人士培訓需要研究」調查結果  
 
背景  
 
 近年本港人口結構步向老齡化。政府正積極鼓勵包括較年長

人士等潛在勞動力投入就業市場，以緩解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萎

縮的負面影響。  
 
2 .  為探討較年長人士對僱員再培訓局 (下稱「再培訓局」)課程和

服務的需求，及僱主對較年長人士就業的看法和取態，再培訓局

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下稱「調查機構」)進行「較年長人

士培訓需要研究」(下稱「調查」)，並就以下範疇作出觀察及建議：  
( a )  較年長人士對培訓課程的需要和期望；以及  
(b )  較年長人士求職時面對的困難，及僱主聘用較年長人士

的考慮因素。  
 
調查方法  
 
3 .  調查機構透過聚焦小組 (共 4 組 )及電話訪問 (共 304 個 )的形式，

向 50 歲或以上，具副學位或以下學歷程度，並在未來 12 個月有

求職意向或在受訪時正就業的 343 名較年長人士收集意見。另一

方面，調查機構透過深度訪談 (共 34 個 )的形式，向 34 名會聘請副

學位或以下學歷程度的較年長人士的僱主收集意見。  
 
主要調查結果  
 
4 .  在培訓需要和期望方面，調查顯示較年長人士普遍希望：  

( a)  報讀電腦、陪月、保安及護理相關的課程；  
(b )  以半日制模式上課 (上午或晚間時段較佳 )；以及  
( c)  於星期一至五上課，每星期上課 3 天或以下。  

 
5 .  至於較年長人士求職時面對的困難，及僱主聘用較年長人士

的考慮因素方面，調查的觀察包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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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體能及記憶力：較年長人士的體能、學習能力及記憶力下降，

適應新工作時或會感到壓力，僱主亦關注較年長人士容易面對職

業勞損的風險。  
 
(b )  電腦及溝通技巧：不少較年長人士未能掌握電腦科技應用及英

語運用技巧，而缺乏相關工作經驗令他們較難投身有興趣的行業。

僱主則重視員工的服務態度、英語和溝通技巧，並期望他們在入

職前已掌握基本電腦技能。  
 
( c)  調整心態：較年長人士往往因求職時遇到挫折而打擊信心，或

在工作上受到責備感到尊嚴受損，僱主亦普遍認為較年長人士需

要別人尊重及較著重面子，從事服務性行業時會較難調整心態。  
 
(d )  工作與需要或期望配合：較年長人士擔心學歷背景及家庭崗位

會令工作選擇減少，並希望從事切合自己能力和專長的工作。僱

主則普遍認為工作態度及與職位匹配的經驗和技能比學歷重要，

部份行業會考慮以兼職形式聘用較年長人士。  
 
( e)  社會主觀感覺：不少較年長人士認為年齡因素是他們受聘的主

要障礙，並擔心僱主認為他們不願意學習新事物和電腦科技，及

較堅持己見等。僱主則表示不同年齡人士受聘機會平等，而較年

長人士的優勢包括成熟穩重、對工作待遇有合理期望等，但他們

往往習慣既定的工作模式，較難適應變化。  
 
( f )  經濟效益：較年長人士的勞工保險費用偏高，削弱了僱主聘

用的動機；而距離退休時間較短亦可能令僱主缺乏誘因為他們提

供在職培訓。較年長人士認為，實施最低工資令部份員工需要擔

當額外職務，增加對員工體力和適應力的要求。僱主則表示中小

企因資源考慮，缺乏經驗的較年長人士難以投身技術含量高的工

作，故往往獲聘任勞力密集及技術要求較低的基層崗位。  
 
(g )  求職及招聘渠道：較年長人士主要從報章、街招等傳統媒介

接收求職資訊，而近年除基層工種外，大部份空缺會透過互聯網

招聘，個別人士或會因而未能取得有關資訊。僱主亦因此較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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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較年長人士求職，故缺乏資料評估他們的背景和工作期望，難

以為他們配對工作。  
 
與培訓課程有關的建議  
 
6 .  就為較年長人士而設的培訓課程發展方面，調查機構建議：  

( a)  提供職安健的培訓；  
(b )  引進職業規劃及職志測試；  
( c)  提供電腦科技應用、職業語文、求職技巧、人際關係和

溝通技巧等課程；以及  
(d )  加強職前及在職輔導。  

 
7 .  就為較年長人士而設的培訓課程設計方面，調查機構建議：  

( a)  以小班教學並根據年齡和學歷程度分班；  
(b )  靈活安排課堂設施及課室環境；  
( c)  兼顧理論與實務，以互動方式教學；  
(d )  考核以筆試和實務技能兩方面進行；  
( e)  導師需具備帶領學員的技巧，並可考慮聘請具經驗的較

年長導師；  
( f )  提供較大字體的課堂筆記；以及  
(g )  按入息水平，資助較年長人士報讀學費較高的課程。  

 
跟進工作  
 
8 .  因應調查機構的建議，再培訓局會在培訓服務方面作出以下

跟進工作：  
( a)  開發為較年長人士專設的「職場再出發基礎證書」系列，

內容涵蓋職場認知、心態調適，以及就業技能訓練；  
(b )  與持份者探討較年長人士專設課程的設計，包括班別人

數、上課時間、教學設施及活動、評核模式等；  
( c)  與僱主為較年長人士合辦「度身訂造課程」；以及  
(d )  在現有課程提供較大字體的課堂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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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支援及配套服務方面的跟進工作則包括：  
( a)  舉辦「職場再出發」實戰系列活動，讓較年長人士認識

入職要求和發展機會，並親身體會工作環境和職責；  
(b )  舉辦「認識較年長人士工作坊」，讓有意聘用較年長人士

的僱主了解他們的特性及掌握與他們溝通的技巧；  
( c)  舉辦「僱主招聘交流會」，向企業推廣聘用修讀再培訓局

課程的較年長人士；  
(d )  就企業聘用及培訓較年長人士的情況進行調查；以及  
( e)  為較年長人士籌辦地區推廣活動，如招聘會及講座等。  

 
 
僱員再培訓局  
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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