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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能力大減 大專生承受苦果  

 

隨專上教育普及化，今天勞動市場上持有專上教育學歷的青年比以前多，理論

上他們在人生規劃上更有優勢，卻不難聽到社會上部分青年對自己的工作待遇和

前景感到沮喪的呼聲。筆者所屬的智庫組織「新世紀論壇」及青年論政「新青年

論壇」，最近發布一份針對大專及高中生的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務求令社會更全

面地掌握現時年輕人所面對的情況，到底那一紙大專學歷能否為他們在職場上帶

來更好待遇。 

 

研究先把各年收入數字分別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通脹）」作調整，以 2015

年為比較的價格水平，為方便比較和追蹤不同年代的大專畢業生的收入情況，研

究亦把 1995年至 2015年的大專畢業生以 5年分為一個世代，合共 6個世代【表

1】，但這並不意味各個世代分別擁有不同的特點。 

 

通過比較不同世代 20至 24歲及 25至 29歲對應年歲的收入，可以評估年輕世代

的大專生投身職場後的工作待遇及增薪速度和之前的世代有何差異。從【表 2】

可以看到，隨投身職場的年數增加，不同世代的增薪速度其實沒有明顯差距，

第五世代的增幅更回升至貼近第二世代的水平。不過，對比各個世代的起薪中位

數，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下跌趨勢，情況至第五世代方喘定。因此不同世代的收

入差距，主要是源於愈年輕的世代起薪中位數比前幾代人為低。 

 

另一方面，通過比較各世代在 20至 24歲；25至 29歲及 30至 34歲對應年歲時，

大專學歷與高中學歷勞工的收入差距，便能粗略掌握大專學歷帶來的優勢變化。 

 

分析同時期如【表 3】所示，第二世代在他們 20至 24歲時，大專學歷的勞工收

入中位數比高中學歷勞工收入中位數高 19%，但這差距隨世代推移而拉近。來到

第五世代的勞工，在他們 20至 24歲時，大專和高中學歷的勞工收入中位數已經

相等；而現年約 20至 24歲的第六世代年輕勞工的情況亦相同。 

 

成本加大 上流減慢 

 

同時分析第一至第四世代在 20至 34歲這段時期的薪酬升幅，20至 24歲時第一

及第二世代的大專學歷勞工薪酬比同期的高中學歷勞工高約 20%，30至 34歲時

薪酬已拉開至 30%至 50%；反觀比較年輕的第四世代，兩種學歷勞工在 20至 24

歲時薪酬差距約 4%，直到 30至 34歲時薪酬卻只能拉開至 18%，反映大專學歷

所帶來的增薪優勢亦隨世代推移而減少。 

 



分析各世代大專生勞工年輕時期的收入及對高中勞工的收入比，不難發現起薪實

額下跌及差距拉近的趨勢大概於第四世代出現。第四世代時值 20至 24歲的階段

約於 2005年，時間上正好和政府打算快速增加具大專學歷人口的政策吻合。 

 

2000年以前，香港的副學位課程以高級文憑為主，大部分受公帑資助並以職業

導向為目標，向各特定行業提供人力資源。自副學士推出後，副學位課程發展在

過去十數年基本上交由巿場自行發展，自資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由 2000/01學年的

1068升至 2005/06學年的 9335，升幅近 9倍；反觀資助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只由

7537微升至 7909【圖】。這種粗放式的擴張政策產生出兩個主要問題：一、副學

位學歷貶值；二、加重學貸負擔。 

 

香港社會素來奉行學歷主義，不少人對「大學生」這個資格趨之若鶩，加上大部

分家庭只養育一名子女，而新高中學制亦刺激了家長對子女入讀大學的期望，對

於一批未能直升大學的學生來說，只好報讀副學士作為升學的踏腳石。所以，在

市場運作的邏輯下，院校開辦一些不需投入大量設備的課程，例如社會科學等

等，是符合院校的「營業原則」，但此舉是否符合實際的人力市場需求，是否可

讓學生學以致用，就作別論。 

 

事實上，香港的就職市場和經濟產業一直被批評過於單一，根本沒有足夠職位及

晉升途徑讓這些課程的畢業生發揮所長。有些畢業生被迫自貶身價，與高中生競

爭低技術職位。隨最低工資的推行，不少低技術工種的薪酬都得到保證，此消

彼長之下，自然令現時副學位畢業生喪失以往的競爭優勢。 

 

令人遺憾的是上述情況造成的問題不止於此，由於香港政府放任市場獨力發展副

學士課程，大量學生入讀昂貴的自資課程。這些人不少得依靠學貸來繼續學業，

尚未投身職場就已債台高築。即使尋得一工半職，面對還款和高樓價，他們連日

常養家都成問題，試問又如何叫他們進一步提升資歷和訂定生涯規劃？ 

 

早前自資院校出現收生不足的問題，正好警示副學士的問題隨時爆煲，隨三三

四高中教育改革及適齡學生人數下降，市場上慢慢把發展重點轉移至自資學士學

位，意味副學位學歷通脹的問題隨時轉移至學士學歷，屆時一眾畢業生或借或籌

地花費高達 20萬多元學費修畢課程，會為他們帶來更強的市場競爭力，還是只

換來比高中生高出五毫的時薪，都是香港大專發展必須關注的問題。特區政府必

須慎思策進，及早做好準備，規劃好未來的人力資源需要，制定出長遠的高等教

育發展藍圖，才能避免耽誤下一代的前途。 

 

鄧駿 新論壇副召集人 

 

註：是次研究所指的大專學歷包括：證書、文憑、高級文憑/證書、專業文憑、

副學士、副學士先修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