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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經濟下行期間應屆畢業生和離校生的就業情況  

青年的失業情況在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急劇惡化。在二零二零年第三季， 15 至

24 歲 青 年 的 失 業 率 升 至 20.6% ， 為 有 紀 錄 以 來 最 高 ， 失 業 人 數 多 達

50 100 人。他們最新的失業率在二零二  零  年第四季仍然高企於 17.2%，失業人

數維持在 40 800 人的高位。青年之中，應屆畢業生和離校生 (為求簡潔，本專

題將之統稱為「應屆畢業生」 )的失業情況尤其嚴峻。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的

40 800 名失業青年中，近五成 (19 800 人 )是在二零一九或二零二零年畢業或離

校的青年。考慮到這些近年的應屆畢業生在青年勞動人口中佔約 37%，他們在

經濟衰退下所承受的打擊，不成比例地嚴重。本專題檢視近年應屆畢業生在當

前經濟下行期間的就業情況，並與以往經濟下行期間的情況作比較。  

應屆畢業生由於缺乏工作經驗，而且通常不熟悉求職過程，所以往往需要更多

時間尋找工作。圖 1 顯示在過往 20 年於非經濟下行的年度  ( 1)畢業的各屆畢業

生  ( 2)的長期平均就業情況。平均而言，在選擇投入勞工市場的應屆畢業生當

中 ， 只 有 60.7% 能 在 畢 業 後 首 個 季 度 內  ( 3 ) 就 業 ( 意 味 着 他 們 的 失 業 率 為

39.3%)。不過，已就業的應屆畢業生所佔的比例在畢業後的數個季度逐漸增

加。儘管到畢業後第六個季度時，這些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仍然高於整體勞動

人口的失業率，他們的就業率平均達到 90.9% ( 4)。  

圖 1：應屆畢業生和離校生的就業率 #  

 
註：  (#) 就業率指已就業的 15 至 25 歲應屆畢業生在其勞動人口中所佔的比率。  
 (*) 不包括二零零三、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的畢業生。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1 )  有關畢業年度涵蓋二零零一至二零一八年 (但不包括二零零三、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 )。
由 於 政 府 統計 處 是 由 二零 零 一 年 開始 收 集 有 關畢 業 年 度 的資 料 ， 因 此只 能 提 供 自二 零 零

一年起的相關統計數據。  

(2 )  指 15 至 25 歲在不同年度畢業的應屆畢業生。  

(3 )  鑑 於 本 港 學生 通 常 在 年中 左 右 修 畢學 業 ， 本 專題 把 他 們 畢業 年 度 的 第三 季 大 約 視為 緊 接

畢業後的首個季度。  

(4 )  這意味着這些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為 9.1%，仍然明顯高於二零零一至二零一八年 (但不包

括二零零三、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 )的年度整體失業率的長期平均數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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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考慮到應屆畢業生在一般的經濟情況下已經較其他求職者更難找到工作，可以

想像，他們的就業情況在經濟下行期間會受到尤為嚴重的打擊。下文以當前經

濟下行的情況為例子來說明。二零一九年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後首個季度 (即
二零一九年第三季 )的就業率仍在 67.1%的較高水平，較相應的長期平均就業

率高 6.4 個百分點，雖然經濟在當時已步入衰退。這相信是因為當中不少應屆

畢業生已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獲聘，而當時的勞工市場仍然十分緊絀，經季節

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正處於二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 5)。不過，隨着經濟衰退加

劇，二零一九年的應屆畢業生在隨後數個季度的就業率都低於相應在畢業後相

同時點的長期平均就業率 (圖  1)，兩者的差距亦逐漸擴大。具體而言，在已投

入勞工市場的二零一九年應屆畢業生中，只有 83.0%在畢業一年半後 (即二零

二零年第四季 )已就業，較相應的長期平均就業率 (90.9%)低接近 8 個百分點。  

由於最新一批的二零二零年應屆畢業生在畢業時即面對嚴峻的勞工市場，故此

他們受到的打擊更大。在加入了勞動人口的二零二零年應屆畢業生中，只有

45.8%在畢業後的首個季度 (即二零二零年第三季 )已就業，是自有相關數據以

來的最低水平。儘管在畢業後第二個季度有更多二零二零年的應屆畢業生找到

工作，但他們的就業率仍然在 72.7%的低水平，較相應的長期平均就業率低

5.9 個百分點 (圖  1)。  

以往經濟下行期間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二零零三年由沙士引致的經濟下行為期短暫，經濟僅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

兩個季度錄得按季收縮，其後在下半年開始反彈。在此背景下，勞工市場在

近二零零三年年底時開始有較顯著的改善，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由第二

季 8.5%的歷史高位回落至第四季的 7.5%。因此，雖然二零零三年的應屆畢業

生在畢業後首個季度 (即二零零三年第三季 )的就業率僅為 48.8%，是有紀錄以

來的第二低水平，但他們的就業率在畢業後第二個季度大幅上升，並在隨後數

個季度進一步穩定上升，儘管仍略低於畢業後相同時點的相應長期平均就業率

(圖  2(a))。  

                                                 

(5 )  即使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在二零一九年第三季開始上升，它仍處於 2.9%的較低水

平，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2.8%的失業率僅高出 0.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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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圖 2：以往經濟下行期間應屆畢業生和離校生的就業率  

(a) 二零零三年沙士  (b)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環球金融危機  

 
 

註：  (*) 不包括二零零三、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的畢業生。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環球金融危機在臨近二零零八年年底時爆發，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的應屆畢

業生的就業情況在當時同樣受到打擊。當然，這些應屆畢業生受影響的時點

(按畢業後的季度計算 )，有別於那些受二零零三年經濟下行打擊的畢業生。就

二零零八年的應屆畢業生而言，由於整體勞工市場在他們畢業後首個和第二

個  季度 (即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和第四季 )仍然相對偏緊  ( 6 )，他們在這兩個  季度的

就業率與相應的長期平均就業率相比大致相同甚至稍高 (圖 2(b))。不過，隨着

經濟持續下行和勞工市場情況惡化，二  零零八年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儘管隨

時間輕微上升，但已變為落後於畢業後相同時點的相應長期平均就業率。至於

二零零九年的應屆畢業生，他們在畢業後六個季度的就業率均低於相應的長期

平均就業率。儘管如此，由於經濟和整體勞工市場情況在二零一零年持續改

善  ( 7 )，他們的就業率在畢業後第六個季度 (即二零一零年第四季 )升至 88.4%，

僅略低於相應的長期平均就業率 (90.9%)。  

結語  

鑑於經濟前景在疫情下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僱主的招聘意欲在短期內料會依

然審慎。對缺乏工作經驗並因而普遍在勞工市場的競爭力較低的應屆畢業生而

言，他們的就業情況往後仍會承受巨大壓力。從過去兩次經濟下行時期的經驗

可見，當整體勞工市場最終跟隨整體經濟好轉而改善時，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機

會應會增加。考慮到現時應屆畢業生在求職時面對的困難情況，政府已推出針

對性措施以協助他們，包括在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創造職位計劃」中開設約

4 400 個為應屆畢業生而設的職位，以及在二零二一年一月推出「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共提供 2 000 個名額予在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一年從學士學位或以

上課程畢業的青年。  

                                                 

(6 )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和第四季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分別為 3.5%和 4.1%，低於長期平

均數 4.3%(這個長期平均數同樣涵蓋二零零一至二零一八年，但不包括二零零三、二零零

八和二零零九年 )。  

(7 )  具體而言，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在二零一零年第四季跌至 3.9%，較一年前的 5.0%
低 1.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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