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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及天水圍區青少年就業政策立場書 
附件：青少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 

鑑於最近青少年失業問題十分嚴重，而元朗及天水圍區又一向是失業的重災區，

香港職工會聯盟青少年義工隊曾在去年訪問了 326 名居住在元朗及天水圍的 15

至 24 歲青少年，以了解他們的就業狀況，結果如下： 

 

1. 失業問題嚴重： 

在受訪的青少年中，有 34%正面對失業問題，另外，27%的青年人只能找到兼職

工作，其中 15 至 19 歲的青少年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有 40%青少年失業。 

 

政府在最近指出香港將會發展六大產業，可是在是次受訪的青少年中，79%的人

認為他們沒有足夠技能投身六大產業。 

 

2. 跨區工作交通費用高昂 

在是次調查中，我們收集了需要跨區工作的青少年的交通費用數據。結果發現

64%需要跨區工作的青少年每天的交通費開支都在 20 元以上，交通費開支更佔

他們工資百份之 14.1%，昂貴的交通費影響了青少年跨區找工作的機會，亦對青

年人收入做成很大影響。 

 

3. 青少年工資過低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份青少年工資偏低，有 85%的青少年時薪工資低於 33 元，當

中 42%的受訪青少年時薪更低於 25 元。 

 

本會建議，最低工資時薪水平不應少於 33 元，這是按能夠維持家庭開支的原則

推算出來的，即：  

每人平均每月綜援金額水平 ($2954) × 家庭成員供養比率(2.06)＋外出工作額外

開支(大約 800 元)，再除以每月工作時數(8x26 = 208 小時) = 時薪 33 元。 

 

在是次調查中，85%青少年的時薪低於 33 元，可見本區青少年在職貧窮問題十

分嚴重。 

 

4. 全職青年工時過長 

是次調查亦發現，本區全職工作的青少年出現工時過長問題，全職工作青少年的

平均工時是 52.7 小時，比國際標準工時高出 12.7 小時。其中兩成青少年每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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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更超過 60 小時。 

在受訪的全職工作青少年中，71%認為他們工時過長，當中有三份二的青少年認

為長工時影響他們的進修機會，59%的青少年認為長工時令他們精神壓力過大。 

 

政策建議： 
1. 改善青少年就業培訓政策 

青少年缺乏工作經驗，在金融海嘯的情況下，僱主聘請員工時更加講求經驗，

令缺乏經驗的青少年更加缺乏工作機會，令青少年的失業率高企。 

雖然政府現時推行「展翅‧青見計劃」以協助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但計

劃仍有不少問題，影響計劃成效： 

 

a. 「展翅‧青見計劃」的職業培訓課程的培訓期太短，一個課程只有十多天

至二十天左右，學員在修讀完展翅課程後，未必對一個行業有深入認識，

僱主亦未必願意承認展翅課程的質素，使學員未必可以找到相關工作。 

 

b. 「青見計劃」現時會邀請僱主提供「見習職位」給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

政府會每月提供 2000 元津貼給僱主，僱主在接受津貼後需要提供培訓給

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可是本會不少參加「展翅‧青見」的學員均反映

「青見計劃」的僱主在聘請學員時往往只願聘請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學員，

學員在入職後僱主也沒有提供培訓。這種問題，令「青見計劃」未能真正

協助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 

 

c. 另一方面，「青見計劃」在元朗及天水圍區提供的「見習職位」長期維持

在 20 多份左右，佔整體「青見計劃」職位空缺的 3%左右，可是元朗及天

水圍區的青少年人口卻佔全港青少年人口的 9%，可見「青見計劃」未能

為本區青少年提供足夠的「見習職位」。 

 

d. 政府最近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可是在是次訪問中，79%的青少年認為

自己沒有足夠技能投身六大產業，可見六大產業未能協助青少年就業。 

 

因此，我們要求： 

i) 延長「展翅‧青見計劃」培訓課程的培訓期，以加強其認受性 

ii) 加強對對「青見計劃」僱主的監察，要求參加計劃的僱主為青見學員定立詳

細的在職培訓計劃，並定期檢討培訓情況。 

iii) 增加本區的「青見計劃」見習職位空缺，增加本區青少年接受在職培訓的機

會。 

 



 

iv) 政府推動六大產業的同時，應該開設更多與六大產業相關的培訓課程，增加

青少年投身六大產業的機會。 

 

2. 長期推行交通津貼 

 

現時勞工處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低收入人士可申請每月 600 元的交通津

貼。可是只可以申領 12 次，申請完畢後則不能再申請。申請時間太短，令長

期需要跨區工作的本區青少年雖要負擔昂貴交通費，令青少年難以儲錢進修

及供養家人。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長期推行交通津貼政策，以減輕跨區工作青少年在交通費

上的所面對的壓力。 

 

3. 定立標準工時 8 小時 

不少全職工作的青少年都面對工時過長的問題，影響進修機會。但另一方面，

不少青少年正面對就業不足及失業的問題。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立法定立標準工時，每天工作 8 小時，以減輕全職

工作青少年的工作量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4. 最低工資時薪不應少於 33 元 

不少青少年的時薪低於 33 元，工資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因此政府應盡快推

行最低工資立法。將最低工資定立在 33 元，以保障青少年的基本生活。 



 

附件：元朗及天水圍區青少年就業狀況調查 

 (舉辦團體：職工盟青少年義工隊) 

I. 引言 

金融海嘯引發青少年失業問題，近期青少年的失業率嚴重，而元朗及天水圍區因

為地區偏遠，一向是失業的重災區，因此本區青少年在就業上面對重大困難。因

此本會在區內進行訪問，以了解本區青少年現時的就業狀況。 

 

II. 調查對象 

元朗(包括天水圍)區內 15 至 24 歲的青少年勞動人口(即已投身勞動市場的青少

年)。 

 

III. 調查方法 

本會透過電話訪問及網上問卷，以抽樣的形式，成功訪問了 326 名 15 至 24 歲的

青少年。 

 

IV. 調查結果 

 

1. 受訪者背景 

 

A. 性別 

男 160 人 49% 

女 164 人 51% 

 

B. 居住地點 

天水圍 189 人 58% 

元朗其他地方 137 人 42% 

 

C. 年齡 

15 – 19 歲 176 人 54% 

20 – 24 歲 150 人 46% 

 

 

 

 

 

 

 



 

D. 受訪者學歷 

超過一半的受訪青少年的學歷是「完成中五」。 

 

 

 

 

 

 

 

 

 

 

 

 

 

 

 

總人數 326 人 

2. 受訪者就業情況 

 

 

A. 就業狀況 

本區青少年失業情況嚴重，有三份之一的青少年現正失業，除了失業問題外，就

業不足問題亦十分嚴重，超過四份之一的青少年只有兼職工作，全職工作的青少

年則不足 4 成。 

 

15 – 24 歲青少年就業狀況 

就業狀況 人數 百份比 

全職工作 126 39% 

兼職工作 88 27% 

失業 112 34% 

總人數 326 人 

 

15 – 19 歲青少年就業狀況 

就業狀況 人數 百份比 

全職工作 53 30% 

兼職工作 52 30% 

失業 71 40% 

總心數 176 人                         

20– 24 歲青少年就業狀況 

就業狀況 人數 百份比 

全職工作 73 49% 

兼職工作 36 24% 

失業 41 27% 

總人數 150

學歷

13%

53%

7%

6%

8%

5%

6%
2%

中四或以下(42人)

完成中五(176人)

預科(23人)

毅進計劃(19人)

基礎文憑或中專教育

文憑(25人)

文憑或副學士先修(16
人)

高級文憑或副學士(18
人)

大學或以上(7人)



 

 

B. 職業分類 

 

 

 

 

 

 

 

 

 

 

 

 

 

 

                                                  總人數 214 人 

 

從上表可見，在在職的青少年中，有三份之二的人都投身店務或文職工作，可見

青少年的工作選擇甚少。 

 

C. 受訪者工作地區 

在職的青少年中，大約一半人在元朗(包括天水圍)區工作。 

 

 

 

 

 

 

 

 

 

 

 

 

 

                                                   總人數 214 人 

 

 

職業類別

37%

29%

6%

5%

5%

18%

店務/銷售(79人)

文職(62人)

廚務(13人)

美容(11人)

資訊科技(11人)

其他職位(39人)

 
工作地區

49%

9%

8%

7%

6%

21% 元朗(105人)

屯門(20人)

荃灣(17人)

西區(14人)

觀塘(12人）

其他地區(46人)



 

D. 受訪者工資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份青少年工資偏低。 

 

時薪 人數 百份比 

15 - 20 24 11% 

21 - 25 64 30% 

26 - 30 64 30% 

31 - 32 28 13% 

33 - 35 20 9% 

36 – 40 5 2% 

41OR 

ABOVE 

9 4% 

總人數：214 人 

 

本會建議，最低工資時薪水平不應少於 33 元，這是按能夠維持家庭開支的原則

推算出來的，即：  

每人平均每月綜援金額水平  $2954  × 家庭成員供養比率  2.06 ＋ 受通脹 

率影響的外出工作額外開支 ﹦33 元 ，根據以上表數據顯示，有 85%的青少年

時薪工資低於 33 元，可見本區青少年的在職貧窮問題十分嚴重。 

 

E. 交通費用 

 

由於本區地理位置偏遠，因此需要跨區工作的青少年需要負擔沉重交通費用。有

見及此，在是次調查中，我們亦收集了需要跨區工作的青少年的交通費用數據。 

 

i) 需要跨區工作青少年交通費用開支(每天) 

交通費用 人數 百份比 

$0 - $10 8 9% 

$11 - $20 25 28% 

$21 - $30 29 33% 

$31 - $40 23 26% 

$41 - $50 0 0% 

$50 above 4 4% 

總人數 89 人 

 

交通費佔工資的平均百份比：14.1% 

由上表可見，有 63%的青少年的交通費開支在 20 元以上，當中三成人的交通費

更是 30 元以上，可見跨區青少年需要負擔沉重的交通費開支。 



 

ii) 交通費支援計劃的宣傳成效 

 

現時政府在元朗及天水圍地區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只要每月工作超過 72 小

時，而月薪又低於 6500 元，就可以申請每月 600 元的交通津貼，為期一年，政

府指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本區低收入僱員跨區工作。 

 

在受訪的在職青少年中，150 人(佔整體在職青年 70%)合乎領取交通津貼資格，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合資格青少年都知道此計劃的存在，詳情如下： 

 

問：你知道你符合資格申請交通津貼嗎? 

答案 

知道 89 人 59% 

不知道 61 人 41% 

總人數：150 人 

由受訪者的答案中，可以了解到交通費支援計劃宣傳不足，仍然有不少合資格青

少年不知道此計劃的存在。 

 

F. 受訪者工時 

 

是次調查亦發現，本區全職工作的青少年出現工時過長問題。 

 

i) 全職工作青少年工時 

每星期平均工時 52.7 小時 

 

ii) 超時工作情況 

工作時間 人數 佔整體全職青少年百份比 

每星期超過 50 小時 79 63% 

每星期超過 60 小時 27 21% 

 

iii) 長工時對青少年的影響 

有 90 個受訪者(佔全職工作人數 71%)認為長工時對他們構成影響，影響如下： 

影響 人數 百份比 

A. 構成精神壓力 53 59% 

A. 沒有時間進修 59 66% 

B. 沒有時間陪家人 29 32% 

C. 影響工作效率 16 18% 

D. 其他 4 5% 

由此可見，長工時對青少年最大的影響是令青少年沒有時間進修，其次是令青少

年的壓力過大。 



 

 

G. 受訪者對本區就業環境的看法 

 

除了就業狀況、工資、交通費用及工時外，是次調查亦訪問了他們對本區就業環

境的意見。 

 

問題 1：你認為時找工作困難嗎? 

非常困難 84 人 25.7% 

困難 160 人 49% 

一般 55 人 16.9% 

容易 21 人 6.4% 

非常容易 6 人 1.8% 

總人數：326 人 

 

問題 2：原區是否有足夠的理想職位? 

是 43 人 13.2% 

否 238 人 73% 

不清楚 45 人 13.8% 

總人數：326 人 

 

問題 3：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會發展六大產業(教育、醫療、檢測和認證、環保、

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你覺得你有足夠的技能投身這六大產業嗎? 

答案 人數 百份比 

有 39 人 12% 

沒有 258 人 79% 

不清楚 29 人 9% 

總人數：326 人 

 

問題 4：有沒有因為居住於元朗/天水圍而在求職時被人歧視? 

i) 元朗區受訪者 

有 28 人 20% 

沒有 72 人 53% 

不清楚 37 人 27% 

總人數 137 人 

 

被歧視原因 

原因 人數 佔整體受訪者百份比 

僱主認為地方太遠，僱員容易辭職 28 20% 

社會人士對該區有負面印象 20 14% 



 

 

ii) 天水圍區受訪者 

 

總人數 189 人 

 

被歧視原因  

原因 人數 佔整體受訪者百份比 

僱主認為地方太遠，僱員容易辭職 58 人 31% 

社會人士對該區有負面印象 33 人 17% 

 

分析：由以上四條問題可見，本區青少年對就業環境並不樂觀，大部份受訪青少

年均認為現時找工作困難，亦認為本區沒有足夠理想職位，對於政府發展六大產

業，本區青少年亦認為未能支援他們就業。 

另外，是次調查亦發現本區有部份青少年在找工作時遇到歧視問題，亦值得政府

正視。 

 

H. 受訪青少年希望投身的職業 

工種 人數 百份比 

B. 文員/辦公室助理 192 59% 

C. 活動助理 88 27% 

D. 行政人員 59 18% 

E. 售貨員/營業代表 52 16% 

F. 資訊科技助理 52 16% 

G. 美容助理 46 14% 

H. 侍應/水吧 36 11% 

I. 廚房學徒 33 10% 

J. 領隊/票務員 26 8% 

K. 房務員/行李員 13 4% 

L. 髮型助理 13 4% 

 

由此可見，青少年大部份都只希望投身文職及銷售工作，這是因為青少年缺乏職

業培訓，難以投入其他較講究技術的工作(e.g.廚藝、美容)。 

有 60 人 32% 

沒有 91 人 48% 

不清楚 38 人 20% 



 

政策建議： 
5. 改善青少年就業培訓政策 

青少年缺乏工作經驗，在金融海嘯的情況下，僱主聘請員工時更加講求經驗，

令缺乏經驗的青少年更加缺乏工作機會，令青少年的失業率高企。 

雖然政府現時推行「展翅‧青見計劃」以協助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但計

劃仍有不少問題，影響計劃成效： 

 

e. 「展翅‧青見計劃」的職業培訓課程的培訓期太短，一個課程只有十多天

至二十天左右，學員在修讀完展翅課程後，未必對一個行業有深入認識，

僱主亦未必願意承認展翅課程的質素，使學員未必可以找到相關工作。 

 

f. 「青見計劃」現時會邀請僱主提供「見習職位」給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

政府會每月提供 2000 元津貼給僱主，僱主在接受津貼後需要提供培訓給

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少年。可是本會不少參加「展翅‧青見」的學員均反映

「青見計劃」的僱主在聘請學員時往往只願聘請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學員，

學員在入職後僱主也沒有提供培訓。這種問題，令「青見計劃」未能真正

協助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 

 

g. 另一方面，「青見計劃」在元朗及天水圍區提供的「見習職位」長期維持

在 20 多份左右，佔整體「青見計劃」職位空缺的 3%左右，可是元朗及天

水圍區的青少年人口卻佔全港青少年人口的 9%，可見「青見計劃」未能

為本區青少年提供足夠的「見習職位」。 

 

h. 政府最近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可是在是次訪問中，79%的青少年認為

自己沒有足夠技能投身六大產業，可見六大產業未能協助青少年就業。 

 

因此，我們要求： 

v) 延長「展翅‧青見計劃」培訓課程的培訓期，以加強其認受性 

vi) 加強對對「青見計劃」僱主的監察，要求參加計劃的僱主為青見學員定立詳

細的在職培訓計劃，並定期檢討培訓情況。 

vii) 增加本區的「青見計劃」見習職位空缺，增加本區青少年接受在職培訓的機

會。 

viii) 政府推動六大產業的同時，應該開設更多與六大產業相關的培訓課程，增加

青少年投身六大產業的機會。 

6. 增加交通津貼 

 

現時勞工處推行交通費支援計劃，低收入人士可申請每月 600 元的交通津

貼。可是只可以申請 12 次，申請完畢後則不能再申請。申請時間太短，令長



 

期需要跨區工作的本區青少年雖要負擔昂貴交通費，令青少年難以儲錢進修

及供養家人。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長期推行交通津貼政策，以減輕跨區工作青少年在交通費

上的所面對的壓力。 

 

7. 定立標準工時 8 小時 

不少全職工作的青少年都面對工時過長的問題，影響進修機會。但另一方面，

不少青少年正面對就業不足及失業的問題。 

因此，我們認為政府應該立法定立標準工時，每天工作 8 小時，以減輕全職

工作青少年的工作量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8. 最低工資時薪不應少於 33 元 

不少青少年的時薪低於 33 元，工資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因此政府應盡快推行

最低工資立法。將最低工資定立在 33 元，以保障青少年的基本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