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耕耘地區工作多年的青年切身感受
到，對前程規劃沒有清晰方向、無力改善住
屋環境等，是基層青年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問
題。他們希望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創新思維，
加快土地審批程序，多渠道增加房屋供應；
大力推動產業發展多元化，加大力度扶持新
興產業，多管齊下讓青年出路更多、更廣、
更闊。

「對未來感迷茫」成共同難題
香港青年會主席陳凱榮是一名九十後，

屋邨出身的他從港大畢業後，積極投身服務
社區。陳凱榮深深感受到， 「普遍欠缺人生
規劃，對未來感到迷茫」 是困擾不少基層青
年的共同難題，對此，他認為，樓價高企令
不少年輕人對置業失去信心，選擇放棄儲蓄
成為 「月光族」 ，進而導致對婚姻、生兒育
女等規劃也放棄， 「整個過程如同骨牌效
應」 。此外，長期依賴金融、地產等支柱產
業的香港，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都相對單
一，致使不少青年難以發揮所長，他們中的

部分人，即便對文化創意產業、體育
產業等感興趣，真正投身行業後卻發現難
以維持生計，最後還是作出妥協， 「違
心」 踏入傳統產業，久而久之難免對個人生
活不滿、失望。

如何加速青年 「上車」 進程？陳凱榮期
盼政府能夠重推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幫助一
些 「中產青年」 盡早置業。此外，可考慮設
立 「青年市集」 並以 「年宵市場」 的模式營
運，供年輕人租用小攤檔用來創業，激發
更多青年的創業熱情。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
席、青研香港召集人陳志豪，是
一名耕耘地區工作多年的青
年。他認為，新一屆政府要加
大力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
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綜合競爭
力，讓整個社會環境有利於為青年
提供更多發展機會，開拓更廣的出
路，進而帶來收入的增加。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助基層青年置業
扶持創業增出路

專家倡改革文憑試

議員促政府加強資助

胡女士的女兒琳琳今年在長沙灣
的一間小學讀三年級，疫情下，學校
網課由上午7時至中午12時，共有6節
課。胡女士說，由於家中沒法上網，
只能買WiFi卡回去用。由於用4G網
絡，女兒上網課經常出現網絡延遲等
問題，後來轉用5G後問題解決，但價
錢都貴不少， 「一張卡50G流量，一個
月要用兩張，平時就女兒學習專用，
自己不敢用，怕網絡變慢，亦不想花
錢買多張卡。」 而100平方呎的劏房只
有一張枱，自己在家中走動都會令女
兒上網課分心。

胡女士表示，第五波疫情下人心
惶惶，加上長期困在家中，自己和女
兒的情緒都不太穩定，大家講話都不
耐煩，每日 「大眼瞪小眼」 。不過，
令胡女士感到欣慰的是，昨日琳琳的
學校終於恢復半日面授課堂。胡女士
說，回校前一晚琳琳興奮到難以入
眠，早上7點已完成快測並準備回校。
「課室空間大，又可以見到同學仔；
回校聽到老師表揚就好開心，回家還
不停分享第一日的趣事，我聽着都很

開心。」
雖然琳琳已回校上半日堂，但是

胡女士仍未能復工。第五波疫情之
前，胡女士會趁琳琳回校的時間去做
兼職，賺取家用。不過，由於疫情嚴
重，她之前兼職的麵包店裁員，胡女
士被迫離開。她有想過重新找兼職，
但無奈的是，上午短時間的兼職很
少，下午或全日兼職會有更多機會，
「希望學校快啲恢復全日課堂，我就

可以出去賺多啲；再停課我就要崩潰
了。」

「開飯都成問題，更不用說補
習。」 胡女士早前有送過女兒去收費
的補習班，但回家後仍發現作業錯漏
百出；而在免費的補習班，義工要顧
及的學生太多，對女兒幫助不大。由
於網課之下學習效率低，琳琳開始出
現偏科，英文成績較落後。胡女士擔
心，若日後還不夠錢給女兒補習，或
會影響她中學文憑試成績， 「她想讀
醫科，做牙醫；若沒有及時補救，怕
偏科會越來越嚴重，畢竟DSE這種
『一試定終身』 的考試制度，真的太

殘酷。」
胡女士責怪自己文化水平不高，

對女兒學業無能為力，她懇請下屆政
府能給與基層家庭學生更多實在的公
共學習資源，讓基層學子毋須在外花
錢補習，就能與其他孩子站在同一起
跑線；同時她亦期望中學文憑試的考
試制度能夠改革，提供多元出路，讓
每個學生都能盡展所長。

疫情下，貧富學習距離被再次拉
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
表示，像琳琳的情況在本港越來越
多，由於學習環境和設備等較差，基
層學童往往無法專心上網課， 「之前
的調查顯示，很聰明的基層學生才能
聽明白六成的網課內容；疫情下，貧
富學習距離被再次拉闊。」

施麗珊又提到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早前一份調查報告指出，逾五成半受
訪基層兒童表示學習成績退步，其中
原 因 包 括 跟 不 上 學 習 進 度
（54.4%）、沒有人指導或解答問題
（43.4%）、沒有人協助澄清課堂內
容（36.4%）等。

失業母：無錢供女補習 輸在起跑線
疫下長期停課 貧富學習差距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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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鍾偉畧

A5
要聞

畢業後創業 港青冀向上流
本港有志創業的青年不在少

數，但逐夢過程卻是困難重重：
啟動資金不足，銀行開戶不
易，香港市場太細，拓展市
場求助無門……有立法會議
員表示，現時政府對青年
創業的協助仍十分有限，
期望下屆政府設立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制訂整體的
青年政策和青年發展藍
圖，將推動青年向上流動

的措施落到實處。

大學畢業後在金融機構中從事法
規工作的張遠深，在2018年與友人共
同創辦了具有 「共享作家」 理念的
「香港作家網」 。然而，出師不利，
由於沒錢租公司，而許多大銀行又不
接受使用家庭地址，他輾轉多間銀

行，走程序、過審批，直至網站成立一

年後才終於擁有公司賬戶，令他感受到
初創企業並不容易。

張遠深亦感受到本地青年向上流
動的艱難。 「中層崗位始終有限，晉升
空間越來越窄，年輕人心中難免苦
悶。」 他認為，政府應組織更深層的職
業培訓、創業培訓，同時發展多元產
業，為港青拓寬未來就業道路與創業發
展空間。他又說，大灣區政策令創業青
年看到前景，但疫情、封關、經濟下滑
接踵而至，不少有志青年望而卻步。
「共享經濟在內地與國外都發展得好
好，香港年輕人都希望在此領域大展拳
腳，但首先要通關啦！」

「第一次開公司喺2009年，做咗
幾年打工仔想創業，冇資產銀行又唔會
貸款畀你，唯有同朋友大家夾埋啟動資
金。」 港台青年創意聯（商會）會長雷
雨霆向記者說，雖然政府有提供相關基
金，但申請手續繁瑣，審批時間極長，
「就算唔需要補交文件，都要等足9個
月。」 他解釋說，科技產品極具時效
性， 「風口好易過」 ，短期資金不足便

會錯失良機。 「如果政府有心想協助年
輕人創業，真心希望可以簡化手續。」
他亦希望下屆政府能夠承擔香港企業與
內地地方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令創業
港青在拓寬市場的道路上感到 「有支
援、有底氣」 。

對於青年創業困難的問題，新界
青年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
示，這一問題一直存在，有志青年從不
缺乏創業熱情，然而過往政府相關協助
有限，他們唯有 「單打獨鬥」 ，自然力
不從心。他希望下屆政府設立民政及青
年事務局，制訂整體的青年政策和青年
發展藍圖，將推動青年向上流動的措施
落到實處。此外，他還建議把 「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 恆常化，協助青年大灣
區就業、鼓勵初創企業拓展至大灣區及
其他內地城市，令港青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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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建議

給更多更實
用的公共學習資源
予基層學生，以緩解
社會的補習焦慮，減
低學生和家長壓

力。

改革中學文
憑試「一試定終
身」考試制度，培
養 多 元 化 人

才。

讓所有學生
享有平等教育機
會，重視貧窮學
生 的 教 育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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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整理

胡女士女兒琳琳在疫情網課期間
出現偏科問題，英文較差於其他科
目。由於沒有辦法承擔補習費用，胡
女士擔心女兒日後偏科的情況會愈來
愈嚴重，以至影響中學文憑試
（DSE）考試成績。她直言，一試定
終身的考試制度，對沒錢補習弱科的
基層家庭來說稍顯殘酷。史丹福大學
教育博士陳美齡曾表示，靠DSE來篩
選人才容易委屈一些偏科的學生，也
讓大學損失人才，考試制度有必要進
行改革。

「失敗者」並非真失敗
早前，數學資優生明仔接受《大

公報》訪問時表示，儘管自己數學成
績好，但在DSE面前，還是要花大量
時間惡補其他科目，否則很難從DSE
「3322」 的死框架中脫穎而出。他
說，自己認識的一位曾獲得世界數學
比賽獎項的師兄被本港前三的大學拒
絕錄取，原因為DSE其中一科成績未

達要求， 「難道在DSE那科拿5**的
人，就厲害過全球數學競賽的得獎
者？」

擁有史丹福大學教育博士學位的
陳美齡，亦是成功將三個兒子送入史
丹福大學的 「模範家長」 。陳美齡表
示，無論是哪個地方的學生，都會經
歷畢業試和入學試。她說，畢業試旨
在檢測你學到多少東西，入學試則旨
在篩選人才，有篩選就一定會有 「篩
入去」 同 「篩出去」 ，就一定會有成
功和失敗。 「DSE每年都會製造出一
些所謂的 『失敗者』 ，但這些孩子其
實都不是真的失敗，只是不適合DSE
這種考試體制。」 她認為，唯有改革
DSE，才能給大學輸送多元化的人
才，DSE考試制度是時候 「加點彈
性」 改革。例如，若不想入讀八間大
學的中六學生可不用考DSE，可直接
畢業，或者每間學校自己設立不同的
考試。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湯嘉平


青年團體建言獻策

關 愛 基 層 青
年，推動青年團體、社

福機構、公益慈善團體成
立支援基金和支援機構，
為基層青年提供學業、就
業、居住、防疫抗疫

等方面支援。

提升青年的政
治參與度，增加他
們在香港管治體系
中的聲音。支援青年參與建

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推動青年文化創意園，
發揮香港多元的文化優勢，
釋放青年文創活力，發展創
意產業，提供更多元的

發展出路。

制訂整體的長
遠青年政策和發
展藍圖，為青年發
展設定不同政策

目標。

鼓勵青年到大
灣區其他城市學習交

流，加強他們對大灣區雙
創基地及配套政策的認
識；加大力度協助港青和
本地初創、中小企業

到大灣區發展。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整理

希望快啲恢復全日課希望快啲恢復全日課，，
我要找兼職我要找兼職

基層學童也有從醫夢基層學童也有從醫夢
一試定終身太殘酷一試定終身太殘酷

推動多元產業推動多元產業
拓寬發展空間拓寬發展空間

恆常恆常化化灣區就業計灣區就業計劃劃
助青年發展助青年發展

▲▲胡女士說胡女士說，，劏房內只有一張枱劏房內只有一張枱，，希望能早日回復希望能早日回復

全日上課全日上課，，讓女兒能在寬敞的課室讓女兒能在寬敞的課室

專心學習專心學習。。

▶ 張遠深（左
一）與雷雨霆
（右一），向李
家超競選辦遞交
「青年人百項政
綱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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