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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序 

 

尋覓人生方向，是每一位青少年的重要成長歷程。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自 1995 年開始推行「一起走過會考的日子—會考放榜輔導及支援網絡
服務」，十多年來曾陪伴數以萬位的會考生及家長面對公開考試帶來的壓力、跨越成長階
梯、規劃未來。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看到的是青少年有無盡潛能，可以為自己建立理想的前
路，他們不單是被動的應付公開考試，而是能夠主動的、積極的探索自我、及早規劃人生。 

 

隨三三四新學制的施行，青少年要面對課程內容改革、沒有前例可循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未適應的選科制度等壓力，令他們在思考未來出路時，遇上更多挑戰。 

為此，協會於 2010 年增撥資源推行「職志輔導計劃」，協助青少年發掘自我的天賦和潛
能、認識社會環境的機會及要求、並及早思考人生目標和計劃，逐步實現夢想。 

 
為建立專業工具量度青少年在事業發展的準備程度，協會與香港理工大學崔日雄博士合作發
展「事業發展準備量表」，以實證為本的介入手法評估青少年服務需要，期為關心青少年職
志成長的學校及團體提供科學化的評測工具，並對服務需要有所啟迪。 

 
是項研究得以順利推行，實有賴崔日雄博士領導整項研究、研究小組每位成員的努力參與，
以及協助調查研究的 9間中學的積極支持，本人謹此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 

 

   總幹士 
   李正儀博士 
   二○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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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引言 

 

三三四新高中學制自 2009 年 9 月推行，有關新學制的討論至今仍不絕於耳。在此云云
討論，有關新制學生只面對一次公開考試的利弊廣受爭論。新學制取消傳統中五會考及
中七高考，改為中六文憑試。有云新學制學生只須面對一次公開考試，減少學生面對考
試的壓力；亦有云新學制令學生在升學上少了挑戰，缺乏為自己思考未來升學或職業發
展的機會。 
在事業發展的角度，新高中學制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程度確實值得關注。在新高中學制
下，學生至中六才需要面對公開試──第一次人生中重要的事業發展決定，變相延遲了
學生面對事業抉擇的關口；加上，大部份學生能夠原校升讀高中，至中六中學畢業，學
生或因此缺少思考其他升學或就業的誘因，令他日面對事業抉擇時不知所措。由此種種
因素，新高中學制學生的事業發展或需更多協助。可是學校一般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
心理健康和行為表現，或關注他們的升學機會；卻較少着意引發學生思考事業發展方
向。2012 年第一屆新高中學制學生(現年中五學生)面臨公開試，他們的事業發展準備情
況如何？新舊高中學制有何分別呢？學生的背景和經歷如何影響他們的事業發展態度？
面對不同學制學生的事業發展，事業輔導服務可如何配合呢？ 

  
03 研究目標 

 

本研究主要有兩個研究目標：一、發展有助提升事業輔導效果的本地化問卷，及二、了
解本港高中生的事業發展準備狀況；從而能夠更有效指導事業輔導服務的發展方向。 
本港鮮有針對事業發展準備度的問卷，於了解本地學生事業發展準備情況有一定難度。
有見及此，本調查使用崔日雄博士研發的事業發展準備量表，測試其信度、效度，用於
是次研究以了解香港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情況。 
此調查著意了解現時高中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狀況，並加以與舊學制學生對比，探討新
舊學制學生事業發展準備情況的異同，希望從而為學生事業發展輔導服務提供參考。本
研究主要探討以下具體幾方面： 
� 「事業發展準備量表」的信度及效度 
� 學生事業發展的準備程度 
� 學生有關個人及工作世界認知的自我評價 
� 學生對事業發展的參與狀況 
� 學生對職業世界的具體認識程度 
� 學生事業抉擇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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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理念架構 

 

研究事業發展理論的心理學家 Donald Super(1955)是第一位提出與事業發展準備有關
概念的學者，他提出事業成熟程度(Career Maturity) 的觀點，指個人事業發展階段和相
對應的發展任務(developmental task)有著密切相關；並指出在事業發展過程中，個人
需要相應的準備程度才能有效地完成各項其所處階段之發展任務，這種準備包括了情意
和認知兩項特質。情意特質為個人對未來事業發展的態度、探索或好奇；認知特質則為
事業發展決定的知識和應用能力，對事業發展和職業本質的了解，及對自己心目中理想
工作的認識。而每個人的事業發展任務會隨著社會對不同年齡人士的期望而有所不同 
(Savickas, 2002)。 
事業發展理論指出，事業成熟程度是可以用以評論個人能否表現出與其年齡相配合的應
有態度和行為，或者說是否達到社會期望的水平。Super 認為事業成熟程度應包括以下
五方面內容： 
� 選擇職業的取向：指個人對職業選擇的關注和運用資訊的能力。 
� 對有興趣職業的資訊搜集和計劃：指搜集有關職業資訊並作出計劃的能力。 
� 擇業志向的一致性：指在事業發展的過程中，前後所選取職業的類別、範圍及層次
的一致性。 

� 性格特質的形成：指與工作有關的性格特質，如興趣、工作價值觀等。 
� 選擇職業的智慧： 指選擇職業與個人能力、性格、日常活動、興趣及處境的配合程
度(Sharf, 2010) 。 

本報告所指的事業發展準備程度 (Career Readiness) 的意義與學者Donald Super的事
業成熟程度相近。事業發展準備度是指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面對不同階段的事業發展任
務，所具備之相應能力及行為準備度。事業發展準備度對個人升學及事業發展具有非常
重大的意義，代表著個人在各個階段上的發展程度，並影響著個人往後的發展情況。事
業發展準備度愈高，對個人的事業發展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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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發展準備問卷的設計主要參考 Donald Super 對事業成熟程度的概念，歸納及整理
出以下兩個主要概念和四個範圍： 
 

 

 

  
 

 
 
對個人事業發展準備的態度 
� 事業探索：包括對探究自己的興趣、能力、價值觀等，及對社會環境、個人處境認
識所作的相應行動。 

� 事業發展計劃：包括個人對升學及事業發展的思考，及對了解自己的特質和心目中
理想職業認知的自我評價。事業計劃中可細分為三個元素 - 個人發展、自我了解和
心目中理想職業，用以了解個人在這三方面的思考和認識。 

� 事業抉擇：為自己事業發展作決定的自信心或能力感、預計結果及動機。亦可歸納
為三個元素 - 事業抉擇效能感、事業抉擇預計成果及事業抉擇意欲。 

對個人事業發展的認知與技巧 
� 對職業世界的認識：包括各類升學、職業訓練、就業資訊和思考擇業的具體認知，
作為對未來事業發展、職業選擇及準備的基礎。 

 
事業發展準備 

事業探索 事業抉擇 事業發展計劃 
事業發展準備的認知與技巧 對職業世界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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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主要構念定義 

 

 構念 定義 事業探索 學生通過不同渠道接觸及了解事業發展有關資訊的頻密度。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學生思考個人事業發展的頻密度。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學生對個人出路、能力、限制及志向的了解。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學生認為自己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了解程度。 對職業世界認識 學生對職業世界資訊所掌握的客觀認知程度，包括入職途徑、市場發展、決策需要注意的事項等。 事業抉擇效能感 學生多大程度相信自己訂定事業發展計劃及抉擇的能力。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學生多大程度相信自己所作出的事業發展決定具正面的果效。 事業抉擇意欲 學生為自己作出事業發展決定及相關行動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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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研究方法及抽樣 

 

調查對象及抽樣方法 
2010至 2011 年度的中五及中六學生，在新舊學制的學習環境下，於 2012 年便要面對
公開試，或多或少決定他們的事業發展路向，他們面對事業發展的心態狀況值得留意；
因此，本研究集中這兩級別的學生。 
是次調查以問卷形式，分區及分學校組別抽樣進行，透過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在港
島、九龍、新界各區 10 所分別屬於不同組別（banding）的學校，分發問卷予中五及
中六學生自行填寫作答（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並即時收回。 

 

調查信度和效度 
本調查所設計之問卷整體信度(reliability)達 0.931 (一般以 0.7 或以上信度為高)。另
外，因這份問卷包含不同事業發展準備的部份，所以亦按因子分析得出的各個事業發展
元素計算其信度。數據詳列下表，可見大部份元素的信度(reliability)均屬於高，當中不
少部份達到 0.8或以上。 
效度方面，我們相信具一定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因本問卷的設計根據前述的
理念架構而建立；例如，在探討學生在事業計劃的自我了解部份，問卷內有四條題目分
別問及學生對自己畢業後的出路、專長和能力、缺點和限制及職業志趣的了解，都與構
念的內容相乎。另外，經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得出因子組合的項目分佈及數目與
構念的項目互相呼應；故此，因子效度(factorial validity)屬高(詳見附錄二：因子分析
列表)。 

表一：問卷整體信度 事業發展元素 信度 事業探索 .810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796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757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890 對職業世界認識 .280 事業抉擇效能感 .864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783 事業抉擇意欲 .794 
 

唯獨「對職業世界認識」一項的信度不足 0.7，信度只有 0.28。「對職業世界認識」信
度較低因為這部份並非以量表形式提問，有標準答案，加上題目少，所問及的範圍較
廣，以致在統計上出現信度偏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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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職業世界認識」在事業發展準備中非常重要，並且其他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均以自
評形式作答，「對職業世界認識」是眾多項目中唯一能客觀量度的元素，在測試整體事
業發展準備狀況時不可或缺。加上，就問卷設計概念，這部份具有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進一步的解釋將於數據分析部份詳述。故此，雖然「對職業世界認識」的信
度較低，本研究仍沿用這部份的數據作初步了解。 

 

問卷設計 
整份問卷共分成四部份。受訪者以四等級量表(4 point scale)或五等級量表(5 point 
scale)作答。 
第一部份主要探討學生對事業探索的態度，而學生按日常行為自我評估。每項題目均有
四個選項，由「從來沒有」至「經常」；計分時「從來沒有」為最低分，「經常」為最
高分。在此部份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在事業計劃中個人發展及事業探索的參與及思考
度都較高。 
第二部份同樣探討學生對事業探索的態度，但學生以主觀感覺自我評鑑。每項題目均有
四個選項，由「毫無頭緒」至「非常清楚」；計分時「毫無頭緒」為最低分，「非常清
楚」為最高分。在此部份分數愈高，代表受訪者在事業計劃中自我了解及對理想職業的
了解程度都較高。 
第三部份了解學生對職業世界的認識。此部份為選擇題，提供四項選擇，其中一項為正
確答案。受訪學生按個人對職業世界的認識選擇認為正確的答案。每答對一題一分，答
錯題目不計分數。此部份總分愈高，代表受訪者對職業世界的資訊掌握愈多。 
第四部份學生對事業發展決策的態度。每項題目均有五個選項，由「非常不同意」至
「非常同意」；計分時「非常不同意」為最低，「非常同意」為最高。在此部份分數愈
高，代表受訪者在事業決擇準備度較高。 
最後部份用以搜集被訪學生的個人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家庭人數、家庭每月收入及
與事業發展有關活動的參與度，以作全面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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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是項調查於 2011 年 1月 26 日至 5月 17 日期間進行，共發出 2400份問卷，成功收回
2054份；除少數漏填問題導致廢卷之外，有效問卷之回收率為百分之八十六。 
調查採用了社會科學統計分析電腦軟件(SPSS 19) 作為所得數據分析。所有項目以 t-
test、ANOVA、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及因子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以
測試題目間是否有顯著的關聯性或組別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數字的分析以百分比、頻
度分析(frequency distribution)及平均值(average)表達。 
所有測試均以 α=0.05 為基礎，若顯著水平(significant level)低於 0.05，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則會被摒棄。在報告中： 
* 代表測試顯著水平低於 0.05 
** 代表測試顯著水平低於 0.01 
顯著水平愈低，表示關聯性或差異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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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調查結果及分析 

 

受訪者資料 
 

表二：性別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 男 1078 52.8 女 965 47.2 合共： 2043 100.0  
表三：年齡（歲）  年齡（歲） 人數 百分比 （%） 12 1 .0 14 1 .0 15 11 .5 16 776 38.2 17 732 36.0 18 380 18.7 19 107 5.3 20 21 1.0 21 5 .2 合共： 2034 100.0  
表四：就讀年級  就讀年級 人數 百分比 （%） 中五 1495 72.8 中六 559 27.2 合共： 20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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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家庭成員數目 家庭成員數目 人數 百分比 （%） 1 2 .1 2 66 3.2 3 407 20.0 4 1007 49.5 5 371 18.2 6 132 6.5 7 35 1.7 8 5 .2 9 3 .1 10 4 .2 17 1 .0 合共： 2033 100.0  
表六：家庭每月收入 家庭每月收入 人數 百分比 （%） 10,000 港元以下 355 18.8 10,000 至 19,999 港元 786 41.5 20,000 至 29,999 港元 398 21.0 30,000 至 39,999 港元 158 8.3 40,000 港元或以上 196 10.4 合共： 1893 100.0  

表七：參與擇業相關活動 參與擇業相關活動 人數 百分比 （%） 沒有 1048 52.0 有 969 48.0 合共： 20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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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受薪工作經驗  受薪工作經驗 人數 百分比 （%） 沒有  1323 65.1 有  708 34.9 合共： 2031 100.0  
表九：受薪工作類型  受薪工作類型 人數 百分比 （%） 沒有 1411 68.7 工作實習 29 1.4 暑期工 373 18.2 兼職工作 230 11.2 全職工作  11 .5 合共： 2054 100.0 

 

是次調查受訪者個人特徵已詳列於以上各表。受訪者男女比例相若，年齡主要集中在
16 及 17 歲。各學校組別人數平均；而因大部份學校中五班級較多，所以佔七成受訪者
為中五學生，其餘為中六生。家庭收入方面，以每月 10,000 至 19,999 港元家庭總收入
為多，佔四成。而多數受訪學生來自三至五人家庭。直接與職業有關的背景資料中，沒
有參與擇業相關活動的受訪學生人數(52%)較有參與的人數(48%)稍高。另外，只有少
於三分一受訪學生有受薪工作經驗，當中大部份學生的工作經驗為暑期工及兼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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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通過電腦計算，以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得出了八個因子組合，而這八個因子組合恰
與本研究理念架構中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相乎（可參考附錄二：因子分析列表）。這八
項元素為：職業世界認識、事業抉擇效能感、事業抉擇預計成果、事業抉擇意欲、事業
計劃(個人發展)、事業計劃(自我了解)、事業計劃(理想職業)及事業探索。以下的分析以
受訪者不同背景資料與此八項元素比對而作。 
表十 A-C：各項分數平均值 

 

表十 A  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平均值 職業世界認識 5.1 /10   
表十 B  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平均值 事業抉擇效能感 3.4 /5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3.7 /5 事業抉擇意欲 3.5 /5  
表十 C  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平均值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3.0 /4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2.7 /4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2.5 /4 事業探索 2.3 /4 

 

比對其他項目，受訪學生普遍在職業世界認識的分數明顯較低。因職業世界認識一項有
標準答案，用以測試學生對職業世界的實際了解。數據顯示，普遍受訪學生對職業世界
的了解只屬中等，與其他各項比較顯著遜色。（詳細答題百分比請參閱附錄一：調查結
果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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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世界認識 
為進一步了解當中情況，將職業世界認識的題目歸類為三個主要因素，再加以分析，分
別為：自我了解、市場資訊及事業抉擇。而各題所歸分類如下： 

 

表十一：職業世界認識題目歸類表 分類 題目 自我了解 22. 最有效認識個人興趣和工作能力的方法 23. 年青人經常轉換工作的原因 29.選擇職業訓練前的個人考慮 市場資訊 24. 年青人最有效的求職方法 25. 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入職要求 26. 提供最多本地新增職位的狀況 事業抉擇 27. 決定入職或入行前需要對工作了解的應有內容 28. 作進修及就業計劃應有的方向和選擇 30. 面對興趣、能力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時所應有的考慮 31. 在選擇升學及選科前應有的考慮 
 

 

圖一：職業世界認識各題得分平均值  

 

自我了解 市場資訊 事業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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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上述職業世界認識題目歸類表，上圖平均值按類排序，得出數據顯示受訪學生一般
在屬事業決擇的題目取得較高的分數，其次是自我了解類別的題目，而屬市場資訊一類
的題目得分明顯較其餘兩類為低。 
此部份的題目未建立常模(norm)的參考數據，未能判斷此部份問題對中學生會否過於艱
深，因此未能用這部份去斷定學生對職業世界的認識屬多屬少。加上，問題數目所限，
每部份只有三、四條題目，問題涵蓋範圍有限，只能從中觀察出初步關係──學生在有
關職業資訊的題目分數都較其他為低，可見學生一般較了解事業抉擇的途徑及考慮的因
素，但對個人及職業市場的了解卻相對較弱。這亦可分析為學生雖然知道在發展事業或
升學時需要考慮什麼要素，但對因素的具體內容及搜尋方法卻未必掌握。 

 

不同性別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比較 
圖二：以性別比較不同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5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依調查結果，不同性別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上有顯著差別。受訪女學生有以下幾項事業
發展準備元素都較男學生高，包括事業抉擇預計成果、事業抉擇意欲 
及事業計劃的個人發展方面。而男學生則於事業抉擇效能感、事業計劃的自我了解及理
想職業上的分數較高。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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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普遍受訪女學生在事業發展方面有較高的求知意欲和行動計劃。同時亦得出女學
生在事業發展方面較多思考將來的發展路向，並較有動力搜集事業發展資訊及願意有進
一步行動了解自己的事業發展路向。 

表十二：不同性別學生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  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男性 女性 事業抉擇效能感 3.44 3.37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3.66 3.76 事業抉擇意欲 3.49 3.59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3.71 3.84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3.38 3.26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3.11 3.01 事業探索 2.90 2.91 *以五等級量表(5 point scale)計算 **上表只列出於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之數值。 
至於男學生則較女學生認為自己有能力選擇合適的事業發展路向，亦偏向認為自己對事
業計劃的自我了解及對工作世界的了解足夠。這分析顯示男學生似乎在事業發展上的自
信心較高；可是，事業發展的效能感有可能因為涉獵不同資訊而了解到於現實環境中將
要面對的困難而降低。故此，男學生表現的自信，可能源自未得到足夠資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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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及中六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比較 
圖三：以就讀年級比較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5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在各項事業發展準備元素，普遍受訪中六學生的分數都較中五學生為高。出現此結果或
與新舊學制有關。受訪的中六學生為舊學制學生，大部份學生因選科已考慮事業發展問
題。另外，舊學制學生曾經歷中五會考關口，大部份都已思考事業路向問題，部份學生
甚至或為怕公開試成績未能升讀中六而尋找就業資訊。因此，中六學生在與現實職業發
展相關的項目有較多準備。 
同時，為測試年齡較大會否令學生在事業發展準備較高，試以中五學生的數據分析各個
元素與年齡的關係，發現在某幾項事業發展準備元素中有輕微的相互關係
(correlation)。 

表十三：中五學生的事業發展元素與年齡的相互關係   1 2 3 4 5 6 7 8 年齡 .025 .111** .123** .134** .023 .040 .021 .023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1: 職業世界認識  2: 事業抉擇效能感  3: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4: 事業抉擇意欲  5: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6: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7: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8: 事業探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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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列，在中五學生中，事業抉擇效能感、事業抉擇預計成果及事業抉擇意欲三項
都與年齡有稍微正面關係，但只在事業抉擇的態度上有影響。但在中六學生的相互關係
數據中，卻發現年齡與事業發展並無關聯。可見在同級別的比較中，年齡對事業發展準
備度的影響不大。 
為進一步研究中五及中六學生之間的差異，又考慮到中六學生事業發展準備較佳可能與
年齡有關，本調查亦以跨級同齡作比較。由於十七歲的學生在兩個級別都佔較多數，故
以十七歲的中五及中六學生作比較。 

圖四：十七歲中五及中六學生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比較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5 表十四：十七歲中五及中六學生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 事業發展準備元素 中五 中六 職業世界認識 2.54 2.64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3.72 3.77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3.73 3.83 事業探索 2.89 3.01 *以五等級量表(5 point scale)計算 **上表只列出於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之數值。 
結果顯示同齡（同為十七歲）的中六學生於事業發展準備上仍較中五學生為佳，在對職
業世界的認識、事業抉擇的預計成果、對個人發展的事業計劃及事業探索得分都較高。
由此可見，年齡並非事業發展準備的重要因素；相反，經歷人生抉擇的關口或令學生於
事業發展的思考及計劃行動有幫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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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及與工作有關活動的參與 
 圖五：曾在校內參與擇業相關活動與不曾參與者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比較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圖六：有受薪工作經驗及沒有受薪工作經驗者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比較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曾參與擇業相關活動的學生及有受薪工作經驗的學生明顯在各元素上都比沒有同類經歷
的學生有更高的事業發展準備。與工作有關的經歷，不論是學校安排的活動抑或是實際
的工作經驗，都有助增加學生對職業世界的涉獵及自我反思，從而對學生的事業發展準
備有正面的作用。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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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對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 
圖七：不同每月家庭收入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比較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研究嘗試以 2 萬元為劃分，家庭收入較高的學生在事業發展準備的各方面都有較高分
數。這可能是由於較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因家境較富裕，能支付不同的活動費用，學生從
參與不同的活動及經歷，如課外活動、訓練班或興趣班等，了解自己的職業性向，有機
會引發他們思考事業發展問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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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組別學校 
圖八：不同組別學校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元素平均值比較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5 **在統計學分析中 p<0.01 
調查顯示所有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的項目中，第一組別學校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都較第
三組別學校學生為佳，第二組別學校學生得出結果較為參差。顯示第一組別學校學生傾
向較多思考事業發展問題，亦較多自我了解。第二及第三組別學校學生在事業計劃方面
明顯較第一組別學校學生為低。值得留意第二組別學校學生在事業探索及事業計劃的自
我了解方面為三個組別學校的學生中最低。分析其原因，或許第三組別學校學生因成績
欠佳而考慮短期內就業而多探索職業發展及留意自己的能力；相對而言，第二組別學校
學生未必有較強就業意識而忽略對事業探索及自我了解的需要。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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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總結及建議 

 

關注新學制下的學生需要 
是次調查發現，同樣為十七歲的受訪者當中，中六學生(舊學制)的事業發展準備程度，
普遍較中五學生(新學制)為高。研究認為此情況可能與舊學制的學生經歷過中學會考有
關，公開試放榜的經歷，較大程度引發學生思考事業發展方向。而新學制之下，高中學
生於文憑考試放榜前，普遍未有為將來出路作籌劃的實際經驗，以致他們在文憑考試放
榜的關口，較舊學制的中七畢業生，同樣是面對投考大學，準備程度為低。為此，研究
建議關注新學制下學生於事業發展方面的需要，提供及早介入，讓青少年提早思考自己
的發展方向，包括個人專長、興趣，並衡量客觀的環境要求，例如入學資格、課程要
求、入職條件、實際工作內容等。 

 

關注成績中游學生的需要 
是次調查中，第二組別學校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程度，較其餘組別學校的學生為低。在
第一組別的學校當中，研究推測學生普遍因為成績理想，升學選擇較多，加上他們普遍
會為自己的未來作打算，因此事業發展準備程度為三個組別之中最高。而在第三組別的
學校當中，學生的升學機會可能較其他組別的學生低，因此他們傾向在畢業後投身入職
要求較低的行業。而第二組別學校的學生，在升學選擇方面有所限制，但同時他們未必
預期短期內就業，以致在事業發展有較多掙扎。此發現提醒教師及社會工作員，需要關
注成績中游學生的需要，助他們客觀分析發展路向的選擇及可行性，在討論升學或擇業
的短期目標之外，鼓勵學生確立職業志向，作出務實的計劃。 

 

促進青少年了解工作世界 
是次調查發現，受訪學生對市場資訊的實際認識普遍只屬中等。研究推測，學生對職業
的認識，普遍局限於常見的工種，以及媒體例如電視劇集提及的職業。至於在工作內容
方面，部份學生亦可能只從媒體或朋友間，得知某行業的片面內容，未必全面了解一份
工作的要求。根據職志輔導理論，青少年事業發展的需要，主要集中於探索自己和認識
工作世界，此發現反映本地學生於認識工作世界方面，有提昇的空間。若能教導學生擴
闊對工作種類的認識，以及認識實際的工作內容，相信有助他們掌握更充足的資訊，為
將來計劃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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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不同性別學生服務需要 
不同性別的學生在是次調查結果中有顯著差別，其中受訪女學生掌握職業世界知識的程
度，較事業抉擇的效能感為高，對事業發展持務實態度。而受訪男學生的事業抉擇效能
感，則較掌握職業世界知識的程度為高，對事業發展持進取態度。此發現啟發教師及社
會工作員，於設計事業發展活動時，需要留意參加學生的性別組合，調整相關活動目標
及內容。 

 

提供有系統的職業志向輔導服務 
在新學制之下，大部份學校均有為學生提供「其他學習經歷」之「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相關活動，但是次調查發現，只有約半數受訪者表示曾參與校內的擇業相關活動，究其
原因，除了學校真的未有提供相關活動外，也可能是由於同學對相關活動印象不深刻
的。那些表示曾參與校內擇業相關活動的受訪者，其事業發展準備程度，較表示不曾參
與的受訪者為佳。此發現反映，有系統的職業志向輔導，能有效協助青少年為未來發展
作好準備，因此，研究建議學校為高中學生，提供有系統及連貫性的服務，例如以同一
理論基礎所設計的活動系列，會更有效促進學生的事業發展準備。 

 

進一步研究 
是次研究主要驗證了「事業發展準備量表」的信度及效度，了解本地青少年的事業發展
準備情況，並推測當中的影響因素。建議可進一步為本地不同在學階段的青少年的事業
發展準備狀況建立常模，新學制對學生在職志發展的影響，為設計有效的介入手法提供
參考。另外，是次研究發現量度青少年對職業世界認識的方法，在效度方面有所局限，
建議未來可利用客觀指標及評量準則，建立工作世界知識題目庫以定立不同年齡的青少
年對工作世界應有的知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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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一：調查結果百分比 

 第一部份結果 1 – 12 題: 有效百份比 （共 100%）  從 來 沒 有 很 少 間 中 經 常 1. 我思考未來選科問題 2.6 17.0 55.1 25.2 2. 我思考如何部署入讀大學、大專或職業訓練學院 4.0 25.3 51.4 19.2 3. 我思考曾修讀的科目能如何配合未來職業 3.4 17.8 49.2 29.6 4. 我思考個人選擇職業的方向 1.9 13.8 50.7 33.6 5. 我參與校內或校外的課外活動，協助自己為未來作出就業抉擇 9.3 43.1 35.9 11.7 6. 我參與兼職、暑期工或工作實習，協助自己為未來作出就業抉擇 33.4 36.6 23.7 6.3 7. 我透過父母或親人得到協助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計劃 19.9 41.9 31.9 6.3 8. 我透過老師、社工或輔導人員協助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計劃 14.1 45.3 34.9 5.7 9. 我透過其他有見識人士或成年朋友協助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計劃 15.7 41.5 35.7 7.0 10. 我參與升學或就業輔導活動 20.8 47.4 27.4 4.5 11. 我翻看書本、資料冊或宣傳簡章，協助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 10.6 42.2 38.9 8.3 12. 我透過上網或電子媒體探索升學與事業發展 9.7 36.0 41.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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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結果 13 – 21 題: 有效百份比  （共 100%）  毫 無 頭 緒 
有 一 些 概 念 尚 算 清 楚 非 常 清 楚 13. 我對中學畢業後的出路 11.1 44.0 36.2 8.7 14. 我對自己的專長和能力 9.2 31.6 46.6 12.6 15. 我對自己的缺點和限制 3.6 25.8 54.6 16.0 16. 我對自己的職業志趣 8.1 28.4 42.1 21.4 17. 我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入職要求 10.7 39.8 37.5 12.0 18. 我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入職方法 15.4 43.7 31.8 9.1 19. 我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工作環境和性質 8.4 36.9 43.2 11.5 20. 我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薪酬和待遇 9.8 38.4 41.4 10.4 21. 我對心目中理想職業的晉升機會和途徑 15.9 42.9 33.4 7.7  第三部份結果 22 – 31 題:有效百份比  （共：100%）  答錯 答對 22. 最有效認識個人興趣和工作能力的方法 42.9 57.1 23. 年青人經常轉換工作的原因 52.5 47.5 24. 年青人最有效的求職方法 60.9 39.1 25. 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基本入職要求 76.7 23.3 26. 提供最多本地新增職位的狀況  72.2 27.8 27. 決定入職或入行前需要對工作了解的應有內容  21.5 78.5 28. 作進修及就業計劃應有的方向和選擇 32.5 67.5 29. 選擇職業訓練前的個人考慮 52.7 47.3 30. 面對興趣、能力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時所應有的考慮 34.5 65.5 31. 在選擇升學及選科前應有的考慮 44.4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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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份結果 32 –53 題: 有效百份比 （共：100%）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2. 我有能力就自己有興趣的五個行業在圖書館找到有關資料 3.3 16.7 38.1 38.1 3.8 33. 我有能力針對自己未來三年的進修目標定下一個計劃 2.6 14.9 35.0 43.7 3.8 34. 我有能力從我正考慮的職業中選定一個 2.7 15.7 28.4 44.7 8.5 35. 我有能力決定哪一個是我的最佳職業 3.1 17.8 30.8 39.3 8.9 36. 我有能力分辨一個職業裏自己最重視的東西 1.7 8.0 27.8 51.9 10.7 37. 我有能力不受父母或朋友的影響，拒絕從事自己認為不適合的職業 1.7 12.1 26.9 41.7 17.7 38. 我有能力敍述我想投入的職業所需的工作技巧 1.3 11.9 36.9 43.7 6.2 39. 我有能力選擇一個符合我興趣的職業 2.5 9.6 25.7 52.0 10.3 40. 我有能力確定自己要接受什麼教育才能達成事業目標 1.6 8.6 27.9 51.2 10.7 41. 我有能力找出一個職業的平均薪金 3.3 12.6 40.0 38.3 5.9 42. 我有能力找一位正從事自己有興趣行業的人士交談 6.1 24.3 30.1 32.6 6.9 43. 我有勇氣選擇一個多數和我不同性別人士所從事的職業 2.1 10.9 34.0 43.1 9.9 44. 假如我對不同職業有更多認識，我會作出更好的事業決定 1.1 3.7 21.7 56.2 17.3 45. 假如我對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有更多認識，我就能為自己選擇一個好職業 1.0 4.0 18.9 56.0 20.1 46. 假如我作出好的事業決定便能得到父母認同 1.9 8.6 34.5 42.5 12.5 47. 假如我知道不同職業所需接受的教育，我就會作出更好的事業決定 .9 4.8 26.7 54.4 13.1 48. 如果我用足夠時間搜集不同職業的資料，我就能認識到做決定所需要知道的 1.2 6.9 29.4 53.0 9.5 49. 我有意比以前用更多時間去認識各個不同職業 1.2 5.6 32.2 50.4 10.6 50. 我計劃與很多人談論不同識業 2.0 11.4 41.9 38.1 6.5 51. 我決定和老師們談談自己事業發展的機會 2.5 12.6 50.3 30.1 4.6 52. 我定會很投入地認識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6 3.8 25.8 55.6 14.2 53. 我有意獲取自己已決定的事業所需接受的教育 .8 3.5 25.7 53.2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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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錄二：因子分析列表 
 

此附錄之所有數據以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得出，截分點（cutoff point）為
0.4。 

對事業探索的態度 因子組合 題目 1 2 3 4 1     .734   2     .683   3     .785   4     .717   5   .449     6   .508     7   .638     8   .688     9   .708     10   .673     11   .653     12   .553 .405   13       .578 14       .831 15       .761 16 .434     .545 17 .768       18 .792       19 .791       20 .810       21 .783        
得出因子： 因子 1： 事業計劃（理想職業） 因子 2： 事業探索 因子 3： 事業計劃（個人發展） 因子 4： 事業計劃（自我了解） 



- 30 - 

 
   

 

對職業世界的認識 因子組合 題目 1 2 3 4 22   .471     23   .720     24     .893   25       .801 26       .559 27 .648       28 .634       29   .518     30 .653       31 .414        
對事業發展決策的態度 因子組合 題目 1 2 3 4 32 .450     .422 33 .642       34 .761       35 .774       36 .665       37 .506       38 .627       39 .709       40 .618       41 .483     .450 42       .691 43       .602 44   .762     45   .777     46   .553     47   .693     48   .525     49     .599   50     .738   51     .712   52   .455 .561   53   .456 .559   

得出因子： 因子 1： 決策所需知識 因子 2： 對自我了解的認知 因子 3及 4： 對市場資訊的認識 

得出因子： 因子 1及 4： 事業抉擇效能感 因子 2： 事業抉擇預計成果 因子 3： 事業抉擇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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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錄三：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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