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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專上教育發展從港英時代的只此一家，到上世紀90年代擴展到九間大學，

在 2000年特區政府推出產業化政策後，頒發政府認可學位課程的機構已大增至

20間。在大學學位畢業生也難以上流的年代，大專學歷畢業生的難處可想而知。

筆者與新論壇一向關心青少年向上流動的問題，於是向政府統計處購買 1995年

至 2015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資料，就大專學歷人士的收入數據進行研究，比較

不同年代大專學歷勞工人士的收入差異，以及向上流動的能力。 

 

今次研究將 1995 年至 2015年的大專畢業生以每 5 年一個世代作比較，發現

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專學歷勞工從 1995年的 73,200人，增長至 2015 年的 

130,800 人，升幅近八成。以收入中位數計算，整體大專學歷勞工的中位數收入

從 1995 年的 20463 元跌至 2015年的 16898 元，跌幅近兩成。 

 

按通脹調整後發現，雖然不同世代大專畢業生的收入有一定上升，但是愈年輕的

世代，收入上升的幅度較低，而且其收入的絕對水平亦較低，令不同世代出現較

大的收入差距，即使每年有收入升幅也未能彌補。這個情況同時出現在收入中位

數、收入最高及最低的 10%大專學歷勞工也有出現，令人擔憂。對比不同年代相

應的高中學歷勞工收入後，也發現年輕世代的大專學歷勞工收入領先程度有所減

少，換句話說，大專學歷於職場上的議價能力只是稍微高於高中學歷。 

 

今次研究反映殘酷現實，年輕人花大量時間和錢讀大專課程，收入卻沒明顯增長，

可謂冤枉。大專畢業生付出時間，背負巨額學債，就業後收入卻無法增升至合理

水平，終致「高不成低不就」，這些問題，當時大力推行副學位課程的特區政府

難道沒有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