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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勞工市場中曾修讀學位課程人士 (1 ) (2 )  

香港勞 動人 口 的 教 育 水 平 日 益改 善， 這情況 與眾多 其他 先進經 濟體相 似。

圖  1(a)展示過去 20 年本港勞動人口教育程度 ( 3 )的演變。雖然二零一七年勞動

人口中曾修讀高中或專上非學位課程的比例與一九九七年的數字相若，但曾修

讀學位課程的比例有顯著升幅。當中，曾修讀學士課程的比例由 10.8%上升超

過一倍至 25.5%，曾修讀研究院程度課程 ( 4 )的比例更由 1.5%上升至 7.3%，升

幅接近四倍。  

圖 1(a)：按曾修讀的最高教育

程度劃分的勞動人口  
圖 1(b)：勞動人口中曾修讀  

學位課程人士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曾修讀學位課程的勞工  

在不同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中，曾修讀學位課程的比例均見上升。從圖  1(b)可
見，各主要工作年齡組別勞工的教育程度均遠勝 20 年前的相應水平。具體而

言，在二零一七年， 25 至 34 歲組別的勞動人口中有 41.6%曾修讀學士課程，

另有 9.5%曾修讀研究院程度課程，兩者均遠高於 20 年前 16.2%和 2.0%的相應

比例。同期，其他年齡組別勞工的教育水平也大幅改善。  

比較同一年各主要工作年齡組別勞工的教育程度，顯示較年輕勞工曾修讀學位

課程的比例相對其他年齡組別高，這情況在一九九七年及二零一七年皆然。此

外，不同年齡組別勞工的教育程度差距日漸擴大。二零一七年， 25 至 34 歲組

別曾修讀學位課程人士的比例較 35 至 44 歲組別的相應數字高出約 12 個百分

點，較 45 至 54 歲組別的數字高出約 27 個百分點，而有關差距在一九九七年

則分別只有約 7 個和 11 個百分點。  

                                                 
(1) 本專題的數字取自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2) 在本專題中，曾修讀學位課程的人士是指曾修讀學士或更高程度課程的人士。  
(3) 教育程度是 指有關人 士 曾在學校或 其他院校 修 讀的最高教 育程度， 而 不論其有否 完成

該課程。  
(4) 研 究 院 程 度 課 程 除 了 包 括 碩 士 和 博 士 學 位 課 程 外 ， 還 包 括 其 他 研 究 院 程 度 的 正 規 課

程，例如深造文憑及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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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曾修讀學位課程的人士在本地勞工市場的佔比顯著上升，或可歸因幾項因素。

第一，政府多年來推行各項措施並作出相關投資，使高等教育變得更普及，年

青一代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增多。第二，經濟持續升級創造了大量高技術職

位，這些職位需要學歷較高的人士來填補，因為他們往往具備較多技能、生產

力較高，應變能力也較強。第三，從學生甚或現職勞工的角度而言，大學畢業

生普遍有良好的就業前景和較高的收入 ( 5 )，也是令他們希望接受大學教育的強

大誘因。  

勞動人口參與率  

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士，從工作獲取的薪酬一般也愈優厚，他們不工作的機會成

本因而更高。正因如此，教育程度高低會影響勞動人口參與率，儘管對不同組

別人士的影響程度會有不同。  

按性別分析，二零一七年曾修讀學位課程的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與整體男性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相若 (圖  2(a))，相信是因為傳統上男性須肩負家庭的經濟責

任。類似情況亦見於從未結婚的女性，曾修讀學位課程並從未結婚的女性的勞

動人口參與率僅略高於整體從未結婚的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至 於 曾 經 結 婚 的 女 性 ， 教 育 程 度 對 她 們 決 定 是 否 工 作 的 影 響 似 乎 較 大

(圖  2(b))。曾修讀研究院程度課程並曾經結婚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高於

曾修讀學士課程並曾經結婚的女性的相應數字 (25 至 29 歲者除外，相信是因

為她們當中有些仍在修讀全日制研究院程度課程 )，而以上兩個組別的數字均

遠高於整體曾經結婚的女性的勞動人口參與率。  

圖 2：二零一七年按曾修讀的最高教育程度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a)：男性及從未結婚的女性  (b)：曾經結婚的女性  

 
註：   由於較低年齡組別人士不少仍在接受全日制教育，上圖未有列出該等年齡組別的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5 )  有關討論詳見《二零一七年半年經濟報告》專題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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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情況  

曾修讀學位課程的勞工的失業率一直低於整體失業率 (圖  3(a))，反映他們的就

業情況比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者為佳。二零一七年，曾修讀學士課程的勞工的失

業率 為 2.8%， 曾 修 讀 研 究 院 程 度課 程 勞工 的失 業 率更 低 ，為 1.7%。過 去

20 年，不論是曾修讀學士還是研究院程度課程的勞工，他們的就業不足率一

直低於 1%，較整體就業不足情況為佳 (圖  3(b))。  

圖 3(a)：按曾修讀的最高教育  
程度劃分的失業率  

圖 3(b)：按曾修讀的最高教育程

度劃分的就業不足率  

 
註：  (*) 由 於 數 據 所 限 及 抽 樣 誤 差 大 ， 曾 就 讀 研 究 院 程 度 課 程 的 人 士 的 就 業 不 足 率 ， 上 圖 僅 列 出

二 零 零 九 年 以 後 的 數 字 。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行業劃分曾修讀學位課程勞工的就業情況  

按行業分析，曾修讀學位課程勞工所佔比例較高的行業計有教育業 (71.0%)、
金融業 (70.1%)及人類保健活動業 (52.9%)(圖  4)。雖然這些行業的工作性質或

許已要求從業員須擁有較高學歷，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一九九七至二零一七年

間，這些行業中具較高學歷的勞工所佔比例普遍也錄得較快升幅。這些行業不

斷升級，相信是該比例上升的主因。此外，這些行業的職位薪酬相對較高，令

投資時間和金錢在取得學位上更為值得，也可能是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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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圖 4：按行業劃分就業人士中曾修讀學位課程的比例  

 
註：   一九九七年的統計數字是按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1.1 版編製，而二零一七年的統計數字則根據香港

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編製。  
 (*) 不包括清潔及同類活動。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結語  

過去 20 年，香港勞動人口的教育程度顯著改善，尤以年青一代為然。人力資

本質素提升，有助提升香港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在區內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

下，這對香港繼續步向更高增值和知識型的經濟體尤為重要。為此，政府會繼

續大力投資於教育和培訓，致力培育本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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