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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香港現時每年約有五萬位新來港人士來港定居，如何善用這些人力資源，

共同建設香港，成為一個需要迫切關注的重要課題。事實上，新來港人士有著積

極、堅毅及刻苦特質，並努力適應新環境，故此，即使在經濟低迷的環境下，從

勞工處協助就業的數字顯示，2000 年有 8091 位新來港人士登記找工作，而其中
1623位已登記的新來港人士，透過勞工處轉介而成功就業，佔登記的新來港人士 
20.1%，這個比率與本地居民在勞工處登記而獲得工作的比率(22.9%)相若。但新
來港人士在找尋工作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內地的學歷及工作經驗不被承

認、英語水平不足等，面對這些困難的解決方法，除了新來港人士自強外，亦需

要外界有相應的配套措施。為了進一步了解新來港人士就業處境，本會於二零零

一年進行了一項質性及一項量性的調查。本報告現分述兩項研究的目的、抽取樣

本的方法、調查結果及建議。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瞭解新來港人士的求職就業經驗和困難，探討他

們在本港的就業處境。我們期望透過探討他們的就業處境，分析他們在本港求職

就業的困難，評估他們的實際需要，以協助他們解決困難。調查的結果可以作為

政策制定者、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服務界在設計新來港人士服務及協助時的參考。 
 

3. 研究樣本的抽取方法 

  
 本研究共分為質性訪談和量性調查兩部份。 
 
3.1 質性訪談抽樣方法 
 

質性訪談的抽樣方法原以家庭為單位，按不同的家庭組合抽取合適的被訪

者。被訪者必須來港不足七年及在港有做工或找工經驗。家庭類別包括： 
 
(1) 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 + 母親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一年)  

+ 有子女； 
(2) 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 + 母親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超過一年但不

足七年) + 有子女； 
(3) 丈夫是香港永久居民 + 妻子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一年) + 



新來港人士就業情況 

 2 
 
 
 

沒有子女； 
(4) 丈夫是香港永久居民 + 妻子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超過一年但不

足七年) + 沒有子女； 
(5) 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 + 母親仍在大陸居住 + 未成年子女是新來

港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一年)； 
(6) 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 + 母親仍在大陸居住 + 成年子女是新來港

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一年)； 
(7) 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 + 母親仍在大陸居住 + 成年子女是新來港

人士(在港居住超過一年但不足七年) 
(8) 父親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七年) + 母親是新來港人士（在港

居住不足七年）＋ 有未成年子女；及 
(9) 丈夫是新來港人士（在港居住不足七年）＋妻子是新來港人士（在

港居住不足七年）+ 沒有子女 
 
可是，由於我們主要透過有關服務機構聯絡被訪者，而有關服務機構未必

能夠接觸原定的家庭組合的新來港人士，礙於技術上的限制，故每個家庭組別的

被訪者在比例上並不是均等的。最後，我們仍只能以個別新來港人士為單位，並

成功訪問了二十三名新來港人士。 
  
由於本港並沒有一個完善的新來港人士抽樣框架，故獲得被訪者的資料的

主要途徑，是透過社聯會員機構屬下有為新來港人士提供服務的服務單位，請該

服務單位的中心按以上九種家庭組合垂詢那些在港居住不足七年的新來港人士

（他們可以是中心的服務對象／中心義工等）是否願意接受一個有關在港就業情

況的訪談。若他們願意接受訪問，中心便會把他們的聯絡方法傳真給我們，我們

便會致電跟進，並個別安排一次面對面的單獨訪問，時間及地點則由被訪者決定。 
  
訪談以非結構性(unstructured)的形式進行。在訪談中，我們對每位被訪者

提問問題的次序並不是刻板地按訪談指引進行，而提問是根據被訪者在港的不同

就業情況及經驗伸展。訪談雖然為非結構性，然而所有討論主要環繞有以下四個

範疇： 
 
(1) 新來港人士的就業期望； 
(2) 在港參與勞動市場的潛能及限制； 
(3) 這些潛能及限制對新來港人士的影響；及 
(4) 運用這些潛能及減低這些限制的策略。 
 
 

3.2 量性調查的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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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調查的抽樣方法有二：透過致函到各社聯會員機構屬下有為新來港人

士提供服務的服務單位，要求他們協助抽取適合的樣本，並隨函附上抽取樣本的

要求，包括： 
 
(1) 他／她們必須在本港有工作經驗； 
(2) 他／她們可以是現時服務使用者、服務使用者的親友、中心的義工

或其他服務單位可以接觸的新來港人士；及  
(3) 居港年期為 7年或以下，而他／她們必須包括：來港 1年或以下之

新來港人士; 來港 1 年以上至 3 年或以下之新來港人士; 和來港 3
年以上至 7年或以下之新來港人士，其中希望來港 1年或以下的新
來港人士佔的比例較高。 

 
本研究亦採用了「滾雪球」方法，物色居港年期介乎 4年至 7年的新來港

人士。滾雪球方法是依靠已接觸的被訪者向訪問員介紹一些身邊的親友接受訪

問。然而，「滾雪球」方法的缺點，是被轉介的被訪者的人數多寡，全取決於提供

者的社交網絡，所得樣本數目是難以估計的。在是次問卷調查中，被訪者雖然樂

意提供協助，但礙於他們的社交圈子狹小，故從「滾雪球」方法得回的問卷數目

並不多。 
 
問卷內容共分為八個主要的範疇： 

  
(1) 在內地工作的經驗（Q1至 Q4）； 
(2) 來港時的就業期望（Q5至 Q7）； 
(3) 現時工作情況（Q8至 Q47）； 
(4) 來港後第一份工作的情況（Q48至 Q60）； 
(5) 就業抉擇（Q61至 Q74）； 
(6) 家庭狀況（Q75至 Q87）； 
(7) 社區支援（Q88至 Q97）；及 
(8) 個人資料（Q98至 Q104） 
 
問卷調查以面談方式進行。由於問卷內容頗長，共一百零四條題目，每份

問卷需時四十五分鐘完成，為了提高完成問卷的成功率，訪問員會預先與被訪者

以電話聯絡，相約填寫問卷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然後以面對面的方式填寫問卷。

在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前，訪問員必須出席一個有關訪問技巧的課程。 
 
是次問卷調查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中進行，我們成功

收回九十二份問卷，其中以「滾雪球」方法得回的問卷數目是十二份。餘下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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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成功完成的問卷則來自服務中心的名單。 
 

4. 研究結果 

 
研究的結果會將量性與質性的研究結果結合，而量性研究結果會盡量以圖

表顯示。 
 
4.1 受訪者背景資料 
 

受訪對象中以女性佔大部分，這與整體新來港人士的男女比例相若 (表
4.1)。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有高中或專上學院程度的比率佔 21.7% (表 4.3)。
而小部分受訪者(6.7%)在香港獲得所填報的學歷 (表 4.4)。 

 
家庭團聚(72.8%)仍是主要移居香港的原因，另外亦有因為子女前途(12%)

或個人發展(9.8%)而移居香港(表 4.5)。 
 
 
表 4.1：性別 
 
 百分比 
男 22.8 
女 77.2 
總數  100.0 (N=92) 
 
 
表 4.2：年齡 
 
 百分比 
24歲或以下 14.2 
25-34 36.9 
35-44 44.7 
45-54 3.3 
55歲或以上 1.1 
總數 100.0 (N=92) 
平均值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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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教育程度 
 
 百分比 
沒有正式接受教育或幼稚園 3.3 
小學程度 17.4 
中一至中三程度 32.6 
中四至中五程度 25.0 
中六或中七程度 12.0 
專上非學位 4.3 
專上學位或以上 5.4 
總數 100.0 (N=92) 
 
 
表 4.4：在哪裡獲得以上學歷 
 
 百分比 
香港 6.7 
大陸 93.3 
其他地區 0 
總數 100.0 (N=89) 
 
 
表 4.5：移居香港主要原因 
 
 百分比 
家庭團聚 72.8 
為子女前途 12.0 
個人發展 9.8 
其他 5.4 
 總數 100.0 (N=92) 
 
 
表 4.6：受訪者的來港年期 
 
 百分比 
少於一年 20.7 
一年至少於兩年 34.7 
兩年至少於三年 18.5 
三年至少於四年 12.0 
四年或以上 14.1 
總和 100 (N=92) 

  
4.2 受訪者在港求職就業所面對的困難 
 
 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香港生活及求職就業是傾向困難的，而求職就業的困難

程度則比整體生活的困難度略高(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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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受訪者在香港生活／求職就業的困難程度 
 
 整體生活（百分比） 求職就業（百分比） 
非常困難 32.6 38.0 
困難 29.3 30.4 
普通 21.7 23.9 
沒有困難 12.0 5.4 
完全沒有困難 4.3 2.2 
總數 100.0 (N=92) 100.0 (N=92) 
平均值 3.74 3.97 
註： 5分為非常困難、1分為完全沒有困難  
 
 另外，絕大部分的受訪者（93.5%）均表示來港前已打算在港找工作(表 4.8)。 
 
 
表 4.8：在準備來港到抵港後，是否有找工作的打算 
 
 百分比 
是 93.5 
否 6.5 
總和 100 (N=92) 

 
 超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來港後曾做過兩份工作，更有 7.4%的受訪者表示曾
做過十份工作，但由於受訪者到港的年期由少於一年至七年，故此資料未能顯示

受訪者轉換工作的頻密程度(表 4.9)。 
 
 
表 4.9：在港共做了多少份工 
 
 百分比 
2 66.7 
3 18.5 
4 7.4 
10 7.4 
總和 100 (N=27) 

 
 受訪者在「曾經經歷之困難」與「預期困難」首三項均為「欠工作經驗」、

「學歷不夠」及「英語水平有限」，但在「內地學歷不被承認」及「內地工作經驗

不被承認」兩項，則受訪者曾經經歷之困難比預期困難的排列為高，相反，「要照

顧家人」一項中，受訪者的預期困難的排列次序則比曾經經歷之困難高(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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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在港找工作時，最常遇到的困難     
                  百分比  

 曾經經歷之困難 預期困難 
欠工作經驗 37.4 (N=91) 30.3 (N=89) 
學歷不夠 33.7 (N=92) 34.4 (N=90) 
英語水平有限 24.2 (N=91) 25.8 (N=89) 
其他 20.9 (N=91) 22.5 (N=89) 
語言溝通問題 16.5 (N=91) 6.7 (N=89) 
內地學歷不被承認 8.7 (N=92) 4.4 (N=90) 
內地工作經驗不被承認 6.6 (N=91) 2.2 (N=89) 
沒有困難 6.6 (N=91) 6.7 (N=89) 
要照顧家人 5.5 (N=91) 9.0 (N=89) 
人際關係 2.2 (N=91) 2.2 (N=89) 
註： 可選多項 
  
 

從訪談內容發現不少受訪者在港求職時，往往面對學歷不夠或不被承認的

情況；有部份人找尋工作時，亦要顧及照顧家人的需要。亦有受訪的新來港人士

在求職時受到年齡歧視。這些問題往往是互相交錯，令新來港人士顧此失彼。 
 

 
   學歷不足 
 
   張女士最難忘記自己曾因為英文和電腦知識不足求職失敗：「（問：
你見唔成售貨員，覺得最輸洩係咩？）最差就係英文，英文唔得就

係輸　最大原因。人　要電腦　你又唔識，人　要英文　你又唔識

英文，咁就係失敗啦。」 
 
   一些需要有較高學識的飲食業職位，陳太亦沒有自信可以勝任：「曾
經試工，月薪七千元，但如果落錯單便要扣錢，因自己沒有文化，

擔心賺了不夠賠，所以試了一日工便沒有做。」 
 

 
 
   學歷不被承認 
  
 張先生：為了就業前途，在學徒訓練局報讀一些技工訓練課程，根

據他的經歷，他表示學歷再高也未必獲承認：「去讀書(技工課程)既
時候，多數都唔承認我大陸既學歷，咁我雖然讀完高中，但係佢地

都覺得你不如讀返中三以下個 D(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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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顧家人 
 
 胡女士：「個囡囡假如佢讀全日　幼稚園都只能夠放三點。你就一定

三點鐘唔放得工。同大陸好唔同。大陸就到五點，七點幾可以送返

去，五點鐘放學直到六點。咁呢爸爸媽媽就可以返工囉，(而家)十二
點鐘又要去接囉，根本都無時間，都幫唔到我地託管。呢　係直接

影響到我地搵工，個時間唔得。」 
 

 

 
   年齡歧視 
 
陳太現職的酒樓，對點心工人入職年齡的要求是四十五歲以下，雖

然陳太入職前，公司並沒有列明年齡的要求，但自從強積金推行以

來，陳太擔心公司想慳錢而解僱年齡較大，年資較長的工人。 

陳小姐因為外貌極為年輕，雖然法律上她可以工作（十七歲），雖當

她往一些售貨店求職時，人們總問她的年齡，而往往在簡單一兩句

對答後便叫她留下電話等消息。 

章女士原也計劃當家庭傭工，但在上家務助理課的時候，有導師告

訴她年紀還算輕的（三十多歲），僱主也不會聘用：「　阿 Sir話你年
輕，即你出去呢，家務助理Ｄ人唔想請你。即　人地屋企做，有　

唔係幾放心果隻囉，係先生想請你，太太都唔想。」 
 

 

  
經驗不足或不被承認 
 
宛小姐在大陸的時候，有自己的小舖，以賣成衣為生，每次客人進

舖，除了要向客人推介一兩句外，還要經常與客人討價還價，這些

工作她都習以為常。但來港後，有一次她到鞋店求職當售貨員，店

主問她是否有售貨經驗，她說自己在大陸時曾經當過售貨員，那僱

主卻回應說：大陸的經驗和香港的經驗不同。宛小姐當時就知難而

退。 
 
余女士在廣州教了廿年書，來港希望找到一份相關的工作，即使不

是同等的教席，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助教的工作。現正全力想方法

安頓兒子照顧問題的余女士，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學歷和經驗未必獲

承認，但也有一絲的冀盼，不時也為了將來的就業而徬徨。 
 

 
接近一半有回答此項目的受訪者有另覓工作打算，但他們不會貿然辭去現

時的工作，這亦顯示你們在轉工時所面對的侷限。有四分一的受訪者表示現時的"
社會經濟環境差，估計沒有職位空缺供選擇"，更有部份受訪的新來港人士認為，
現時的工作時間不容許見工/尋找工作(9.6%)，又有少部份受訪者對自已找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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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理想的工作不感樂觀(3.8%) (表 4.11)。 
 
 
表 4.11：沒有另覓新工作的打算，是基於哪些因素 (現時工作)  
 
 百分比 

(N=52) 
對現時的工作感到滿意 46.2 
現時的工作還未惡劣至不得不轉工 5.8 
我希望積極採取行動改善現時的工作環境 0 
現時的工作時間不容許我見工/尋找工作 9.6 
做生不如做熟 9.6 
社會經濟環境差，估計沒有職位空缺供選擇 25.0 
對自己找到一份較理想的工作不感樂觀 3.8 
其他 19.2 
註： 可選多項 
 
 在薪酬福利方面，接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現時收入比最初來港時的期望為

低，只有不足一成的有回答的受訪者表示現時收入比期望為高。另外，約三分一

有回答的受訪者表示工作時間及工作穩定性都比期望中的差(表 4.12)。  
 
 
表 4.12：新來港人士在薪酬福利各方面的期望 
 
 百分比 
現時收入與最初來港時期望的比較 (N=66) 
比期望的收入低 48.5 
與期望的收入差不多 22.7 
比期望的收入高 9.1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19.7 
  
現時所享有的員工福利與最初來港時期望的比較 (N=66) 
比期望的福利差 45.5 
與期望的福利差不多 16.7 
比期望的福利好 9.1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28.8 
  
現時工作時間長短與最初來港時期望的比較 (N=66)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長 28.8 
與期望的工作時間差不多長短 36.4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短 19.7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15.2 
  
現時工作時間的穩定性與最初來港時期望的比較 (N=66)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不穩定 39.4 
與期望的工作時間穩定性差不多 22.7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穩定 24.2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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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受訪者來港前及來港後從事的行業及職位類別的轉變 
 
 而受訪者在內地工作及來港時期望的行業和職位，與來港後及現時的行業

和職位有較明顯的分別。過往在內地從事製造業的，來到香港都只能從事零售、

飲食及酒店業或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曾經從事行政或專業職級的，到港後

都只能從事工人或非技術工人的職級，或其他文職或銷售員的職位(表 4.13 及
4.14)。 
 
 
表 4.13：受訪者過去及現時所從事的行業類別  

(百分比) 
行業類別 內地的工作

(N=75) 
來港時期望

(N=85) 
來港後 
第一份工作 

(N=92) 

現時的工作

(N=66) 

製造業 33.3 (1) 7.1 (4) 10.9 (3) 6.1 (3)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18.7 (2) 25.9 (1) 39.1 (1) 37.9 (1)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4.7 (3) 24.7 (2) 30.4 (2) 36.4 (2) 
其他 13.3 (4) 12.9 (3) 2.2 (7) 4.5 (5)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8.0 (5) 2.4 (7) 6.5 (4) 1.5 (6)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5.3 (6) 3.5 (6) 3.3 (6) 3.0 (8) 

批發、進出口貿易 4.0 (7) 4.7 (5) 1.1 (8) 3.0 (6) 
電力及燃氣業 2.7 (8) 1.2 (8) 0 (10) 0 (10) 
採礦及採石業 0 (9) 0 (9) 1.1 (8) 1.5 (9) 
建築地盤 - 0 (9) 5.4 (5) 6.1 (3) 
註： 各選項的排列次序顯示在括號內。 
 
 
表 4.14：受訪者過去及現時所從事的職位  

(百分比) 
職位 內地的工作

(N=76) 
來港時期望

(N=85) 
來港後 
第一份工作 

(N=92) 

現時的工作

(N=66) 

非技術工人 18.4 (1) 14.1 (4) 26.1 (1) 22.7 (2) 
其他 15.8 (2) 8.2 (5) 6.5 (5) 4.5 (5) 
工人 14.8 (3) 15.3 (3) 25.0 (2) 28.8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11.8 (4) 1.2 (9) 0 (9) 0 (10) 
銷售員 10.5 (5) 15.3 (2) 23.9 (3) 21.2 (3) 
文員 9.2 (6) 18.8 (1) 12.0 (4) 10.6 (4) 
專業人員 7.9 (7) 5.9 (6) 0 (9) 1.5 (8) 
操作及裝配員 5.3 (8) 3.5 (7) 1.1 (7) 1.5 (8)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5.3 (8) 2.4 (8) 2.2 (6) 4.5 (5) 
輔助專業人員 1.3 (10) 1.2 (9) 2.2 (6) 3.0 (7) 
沒有特別 不適用 14.1(11) 不適用 不適用 
沒有回答 不適用 不適用 1.1 (8) 不適用 
註： 各選項的排列次序顯示在括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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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訪問的新來港人士中，有部份從未曾成功獲聘用；獲聘用的大部份

都是服務行業中低技術低薪酬的職位。在本港這一種以知識型服務業為主的勞工

市場結構，年輕和中年的婦女多從事低技術的、無須太高學歷的職位如飲食業的

侍應，年輕的男性則要透過訓練才可以當上技工，又或從事較多體力勞動工作如

貨運工人。勞工市場呈現這一種“性別－年齡”職業分隔(Job Segregation)，結果
使男、女、老、幼之間在就業的選擇及待遇方面呈現相當大的分歧。 

 
從訪談內容中，可以發現幾個很明顯的規律：（1）幾乎所有被訪的新來港

女性，都是在酒樓從事低職位的服務性行業，她們有些明言、有些暗示在那些工

作崗位工作，幾可說是沒有前途，有些甚至親眼看見一些工作十多年的女侍應，

被公司解僱；及（2）比較年輕的男被訪者和女被訪者的訪問內容可以看見男性的
工作，並不侷限於服務性行業，而且他們的就業遠景是可以預見的，例如參加學

徒訓練計劃、當技工，然後賺多些錢，然後開創自己的事業（開舖攪生意），而女

性的就業處境，則相對不利，她們當中，有高學歷的或可以當私營教育中心的導

師，雖然工作（收入）穩定，但也沒有太大的發展，有的學歷不高，則只有當酒

樓侍應、快餐店水吧、蛋卷廠女工等，要不就是低職位的服務性行業，要不就是

日漸式微的工廠工人，就是她們自己也看不到甚麼前途。 
 

 
 可選擇的工種及可得的待遇 
 
陳太已年過四十，學歷只有小學程度（口中的沒有文化，但有十多年

在大陸工作的經驗），只能找某些服務行業的工作，或一些沒有學歷要

求的工作。現於酒樓推點心車，月入五千四百元，四天不定時例假。

其他的福利亦不理想，她說：「只加工時及工作量，沒有加薪，做了四

年多，才加了二百元，現時四千七百元底薪，七百元小賬（不穩定，

但直至現在每月都有）。放勞工假，但放唔足。僱工看病優惠。工作時

間長，中間沒有休息，回家後已經很累，要睡一回才可煮飯。」 
 

王女士沒有工作經驗，學歷只有初中一，經中心姑娘介紹下，現於私

營安老院當護理員，月入五千五百元，主要幫婆婆公公洗澡、換片和

照顧他／她們的日常需要。工作時間雖然長（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但

固定的上班時間讓她可在日間要照顧子女。 
 
李先生二十多歲，有高中三年級程度。外型健碩的他在機鐵的速遞中

心當運貨員，月入八千元，一星期工作六天，工作時間是每朝十時開

始但放工不定時。 
 
張先生比李先生年輕，未來港前，在大陸讀書（高三程度，準備應考

大學試）。來港後，學歷不被承認。但他一邊進修，一邊在一間冷氣維

修公司工作，負責維修冷氣機及裝機等工作。每星期工作六天，其中

一天是上課（當返工，學費由僱主支付），月入八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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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僱主的態度及行為 
 
新來港人士找到工作後，便要適應工作環境，每日的工作是否順利，自然

與他的就業處境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很多被訪的新來港人士都會提到工作中的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不過，這並不是說要和每一個同事都融洽相處，而是在工作

的環境中是否找到一些同事互相扶持。正如劉小姐說：「我覺得最主要係，你首先

要同事相處到，你先可以做到啦，如果你同同事之間相處得唔好的話，好多事你

做起上黎無咁順手，亦都無咁開心。」事實上，新來港人士日常在工作的過程中

與同事的相處是好是壞，往往也影響著他們的就業處境。 
 
雖然大部份的受訪者在工作上沒有受到僱主的不禮貌對待，但仍有一至兩

成的受訪者受到僱主形形式式的不禮貌對待(表 4.15)。值得注意是，超過兩成受
到僱主不禮貌對待的受訪者表示「多數沒有」/「從來沒有」採取行動向僱主表達
不滿(表 4.16)。 
 
 
表 4.15：現時僱主的態度及行為 
 
 百分比 (N=66) 
 有 沒有 
在你沒有犯錯下責備你 16.7 83.3 
在其他同事面前指責你 10.6 86.4 
把你工作上的過失歸咎於你是大陸新移民 10.6 86.4 
言語或行為上性騷擾你 0 100 
其他類似使你難受的態度或行為 9.1 89.4 
 
 
表 4.16：遇到上述的情況，有否採取行動向僱主表達你的不滿？ 
 
 百分比 (N=66) 
多數有 7.6 
有時有 9.1 
多數沒有 4.5 
從來沒有 16.7 
我沒有遇過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62.1 

 
4.5 同事的態度及行為 
 
 同樣地，大部份的受訪者與同事之間的相處大致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有一

至一成半的受訪者面對同事的不禮貌對待(表 4.17及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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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現時同事的態度及行為  
 
 百分比 (N=66) 
 有 沒有 
指點你做一些額外的工作 12.1 81.8 
有意無意地埋怨你的工作表現 15.2 78.8 
把你工作上的過失歸咎於你是大陸新移民 9.1 84.8 
在其他同事面前指責你 4.5 89.4 
其他類似使你難受的態度或行為 12.1 81.8 
 
 
表 4.18：遇到上述的情況，有否採取行動向同事表達你的不滿?  
 
 百分比 
多數有 3.0 
有時有 10.6 
多數沒有 10.6 
從來沒有 7.6 
我沒有遇過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63.5 
不適用 4.5 
總數 100.0 (N=66) 

 
 
章女士（任職酒店房務員時）也明白同事之間關係的重要性，所以

在工作的時候會主動幫同事：「因為我肯蝕底，幫佢，自己幾累都幫

佢，盡量幫房長做晒佢，做左半個月呢，佢對我幾好囉，後來佢對

我好好喇。果　房長就睇出，後尾分兩間房就比我自己一個人做，

問我識唔識得做，即你幾多分鐘做晒佢。」 
 
王女士更具體說明同事之間的關係，如何使她開心工作，不想轉工：

「我而家做得咁上下，都同　人熟　，有番　感情，做得開心囉，

無諗過轉工囉。」 
 
劉小姐曾獲快餐店當水吧，除了不適應工作的性質外，同事之間的

工作關係亦使她感到委屈，即使她有無比的忍耐力，工作一天後也

要放棄：「我覺得我適應唔到佢份工（做水吧）。可能呢你剛剛入去

呢，那些人呢真係會猛咁點你做工，但係我新黎，一竅不通的，又

無人教我喎，咁我呢就一下適應唔到。咁比我的感覺好混亂，覺得

佢地　人係會蝦　新人，每一個都點你做哩　。我會覺得我好委屈

呀。好似自己係小丑咁，又唔知點樣去做好佢，覺得好辛苦呀。同

個經理講我唔適合做哩份工。」 
 

 
4.6 受訪者認為在香港工作須要特別注意的言行 
 

雖然大部份受訪者好像沒有遇過僱主和同事的惡劣態度，但他們對於自己

工作時的態度和行為，卻顯得十分留意和謹慎。就受訪者以往在港的工作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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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接近五成表示在香港工作需要特別「慎言」(48.6%)，佔四分一的受訪者則表
示要拚博/盡力(25.7%) (表 4.19)。 

 
 

表 4.19：就被訪者以往在港的工作經驗而言，在香港工作需要特別注意的言行  
 （百分比） 

在香港工作特別需要注意的言行 (N=70) 有選擇 沒有選擇 
要慎言 48.6 (1) 51.4 
其他 27.1 (2) 72.9 
要拚博／盡力 25.7 (3) 74.3 
不要好管閒事 14.3 (4) 85.7 
要斯文 12.9 (5) 87.1 
要有責任心 10.0 (6) 90.0 
要聽教聽話 5.7 (7) 94.3 
要不怕蝕底 2.9 (8) 97.1 
註： 1. 可選多項 
 2. 各選項的排列次序顯示在括號內 
  
  
除了要慎言及要拚博／盡力外，大部份被訪者在訪談中表示，斯文及有

責任心亦十分重要： 
 
張女士在言行方面，可算是最為謹慎。她覺得在工作的時候，要注

意自己的說話，她更學懂了在香港工作一定要虛偽：「唔好亂講　

囉。因為我做中菜　時講得太多　，可能得失人　囉。咁我就寫　

　忠告比自己，係香港一定要虛偽，你真實呢就會無立足之地。。。

其實呢份工我學到好多　，你一定要擦鞋，擦鞋我就做唔到喇，但

係呢識得話點樣巴結下佢呀。即係明明自己係唔想笑　都要笑。」 
 
黃女士比較大陸和香港的工作環境，覺得在香港工作要「公平」。黃

女士所指的公平就是：「比十蚊你做就會做足十蚊的價錢比你囉。呢

種感覺係好好囉。即係比我想起在大陸做工，比十蚊佢地呢，十個

有九個係唔會做足十蚊比你囉。我而家明白到比十蚊，你就應該做

足十蚊的人工比人，咁樣先公平。」對於這項守則，黃女士不單跟

從，而且甚為認同。 
  
章女士則指出在香港工作要講文明：「係香港做　呢，我地從細到大

都無呢　，係大陸做　都無，即講　要斯文，要細聲，要有禮貌呀，

唔該前，唔該後呀。即你出　做　係咁麻，即唔可以好似而家咁大

聲大氣。」另一守則就是工作要有交帶，亦要講質素：「做　有頭有

尾呀，有個交帶，做咩都好，一定要做好比人地，你唔明問人，唔

好自己亂做。」 
 

 
4.7 新來港人士對各項服務的認知及需求 
 

受訪者對本地較為熟悉的服務主要是不同類型求職就業服務(67.2%)、文娛



新來港人士就業情況 

 15 
 
 
 

康樂活動(31.3%)及協助子女就學服務(29.7%)。可是，受訪者除了對求職就業服務
的需要較大(39.1%)外，對協助子女就學(8.7%)及文娛康樂活動(4.3%)的需要並不
如想像般(表 4.20)。 

 
表 4.20：就新來港人士的生活處境而言，他們有需要獲得服務的類別 
 
 對各項服務的認知 

(N=92) 
對服務的需要 

(N=92) 
不同類型求職就業服務 67.2 (1) 39.1 (1) 
文娛康樂活動 31.3 (2) 4.3 (8) 
協助子女就學服務 29.7 (3) 8.7 (6) 
家庭輔導服務 18.8 (4) 4.3 (8) 
鼓勵/協助社區參與的服務 18.8 (4) 4.3 (8) 
兒童托管服務 14.1 (6) 9.8 (5) 
其他 14.1 (6) 17.4 (3) 
房屋服務 10.9 (8) 27.2 (2) 
財政援助 4.7 (9) 5.4 (7) 
我沒有任何服務需要 不適用 14.1 (4) 
註： 1. 可選多項 
 2. 各選項的排列次序顯示在括號內 
 

5. 總結及建議  

5.1 政策及規劃層面 

5.1.1  即將成立的人力發展委員會需要分析如何吸納新來港人士投入勞動市場 

新來港人士的組群中有學歷程度有限的人士，亦有具學歷或工作經驗的人

士，政府即將成立的委員會需要將分析新來港人士的人力資源納入為工作範圍之

一，令到香港可以善用每日 150名新來港人士的資源，例如，善用他們對內地工作
文化的經驗，營商的環境及普通話的語言優勢等才能，使他們在建設香港經濟中與

本地居民互相補足，配合市場需要且發揮建設性的角色。 

 

5.2 支援服務層面 

5.2.1  加強為新來港人士而設的職前培訓服務的內容及實用性 

現時特別為新來港人士提供的職前培訓服務只有由僱員再培訓局開辦的五天

全日制「求職錦囊」課程，建議課程內容可考慮加入一些入職基本要求的技術訓練

如英語及辦公室電腦等內容，以加強新來港人士的職前培訓課程的全面及實用性。

同時，建議僱員再培訓局可考慮增設半日制的課程以配合很多需要照顧子女而又有

需要報讀培訓課程的婦女，以方便他們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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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成人教育的設計可有彈性，以配合新來港人士的需要 

英語程度不足是新來港人士遇到求職困難之一，建議教署的成人英語課程可

以針對職業的需要，如課程的內容上可多配合工作上的應用，上課的時間可不用規

限於晚上，及增設一些網上遙距的課程等，讓有需要補讀英語的新來港人士可有更

多的彈性上課。 

5.2.3 增設與專業考核試配合的英語課程，令新來港人士可以盡快考取專業資格 

新來港人士中，有部分於國內是專業人士如護士等，他們同樣面對國內學歷

不被認可的困難，以致未能入職相關的專業職級。儘管他們可以於本港考取專業資

格，但因為專業試的語言大部分為英語，他們有相當大的困難重新修讀這些專業英

語。因此，建議現時各專業試可提供一些協助新來港人士修讀的專業英語銜接課

程，讓他們可在港考獲有關的專業資格，以免浪費他們的專業才能。 

5.2.4 政府應就各區對託兒服務的需求而提供服務，並推廣互助託兒 

由於各區的人口特性不同， 建議政府在未來規劃託兒或課後託管服務的發展時
需要評估社區對託兒服務的殷切需求而作合適的資源分配及提供相應的服務， 另外， 
現時有些社會服務單位透過組織義工，推動互助託兒，成效相當不錯，建議政府可將互

助託兒的模式推廣。 

 

5.3 公眾教育方面 

5.3.1 增加新來港人士對勞工權益的知識 

很多新來港人士不熟識香港工作文化及對勞工法例和權益等並沒很多的認

識，因此，建議加強他們對勞工權益的意識及有關保障勞工權利的教育，如社區

宣傳及公眾教育等。 

5.3.2 加強推動新來港人士及本地居民的共融教育 

從質量研究的個案中，不難發現很多新來港人士的工作態度是積極和認真

的，即使他們的工作待遇和福利比預期的差，他們也不怕艱苦及認真學習。因此，

建議傳媒可報導一些正面和積極的新來港人士個案，以消除本地居民對新來港人

士的偏見，同時，建議以不同的方式讓僱主對新來港人士有多一點的認識及了解，

例如透過予新來港人士的試工機會，讓他們與僱主有機會溝通和了解、地區上的

社會服務機構舉辦兩地居民共融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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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排名按筆畫序)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寶詠琴就業資源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明愛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救世軍 
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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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新來港人士就業問卷調查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新來港人士就業處境調查研究 

問卷調查 

 
內地的工作 
1. 你在內地有沒有工作經驗？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5題) 
2. 你在內地有多少年的工作經驗？           年  
3. 來港前你在內地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行業類別？ 

□ 1. 採礦及採石業   □ 6.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2. 製造業     □ 7.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3. 電力及燃氣業   □ 8.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4. 批發、進出口貿易  □ 9. 其他，請說明(             ) 
□ 5.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4. 來港前你在內地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職位類別？ 

□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 6. 專業人員 
□ 2. 輔助專業人員   □ 7. 文員 
□ 3. 銷售員     □ 8. 工人 
□ 4.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 9. 操作及裝配員 
□ 5. 非技術工人    □ 10. 其他，請說明(            ) 

 
來港時的期望 
5. 在準備來港到抵港後，你是否一直都有打算在港找工作？ 

□ 1. 是，有打算    □ 2. 否，沒有打算(跳答第 8題) 

 
6. 在準備來港時，你期望來港後從事以下哪一種行業？ 

□ 1. 採礦及採石業   □ 6.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 2. 製造業     □ 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3. 電力及燃氣業   □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4. 建築地盤    □ 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5. 批發、進出口貿易  □ 10. 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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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準備來港時，你期望來港後從事以下哪一種職位？ 
□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 6. 專業人員 
□ 2. 輔助專業人員   □ 7. 文員 
□ 3. 銷售員     □ 8. 工人 
□ 4.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 9. 操作及裝配員 
□ 5. 非技術工人    □ 10. 其他，請說明(            ) 

 
現時的工作 
8. 你現在有沒有受薪的工作？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48題） 

 
9. 你現職的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行業類別？ 

□ 1. 採礦及採石業   □ 6.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 2. 製造業     □ 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3. 電力及燃氣業   □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4. 建築地盤    □ 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5. 批發、進出口貿易  □ 10. 其他，請說明(             ) 

 
10. 你現職的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職位類別？ 

□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 6. 專業人員 
□ 2. 輔助專業人員   □ 7. 文員 
□ 3. 銷售員     □ 8. 工人 
□ 4.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 9. 操作及裝配員 
□ 5. 非技術工人    □ 10. 其他，請說明(            ) 

 
11. 你現時平均每月的個人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12. 這份工作的薪酬是以哪一種方式支付？ 

□ 1. 時薪  □ 2. 日薪  □ 3. 月薪 

 
13. 僱主有沒有承諾提供下列員工福利／對現承諾呢？ 

 僱主承諾 是否如承諾般對現 
員工福利 有  沒有 是 否 未知 
A.醫療津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B.有薪假期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C.勤工獎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D.超時工作補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E.年尾雙糧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F.房屋津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G.其他，請列明：（   ）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新來港人士就業情況 

 20 
 
 
 

14. 通常你每星期的工作時間有多少個小時？     小時 
15. 這是一份「替假」工作嗎？   □ 1. 是  □ 2. 否 
16. 每天上班下班時間是否固定？   □ 1. 是  □ 2. 否 
17. 每星期要上班的日子是否固定？  □ 1. 是  □ 2. 否 
18. 是部份時間的工作（兼職）還是全時間的工作（全職）？ 
 □ 1. 部份時間工作    □ 2.全時間工作 
19. 你是以哪一種形式受僱於現時的公司／機構？ 

□ 1. 長期合約形式   □ 2. 短期合約形式（半年或以下） 
□ 3. 口頭承諾 

20. 在你申請這份工作或面試時，僱主有沒有任何入職要求？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22題） 

 
21. 當時僱主提出甚麼入職要求？（可選多項） 

□ 1. 學歷     □ 5. 英語水平 
□ 2. 性別     □ 6. 電腦知識 
□ 3. 年齡     □ 7. 須要輪班或在晚間工作 
□ 4. 工作經驗    □ 8. 其他，請說明（        ） 

 
22. 在你接受現時這份工作之前，你有沒有拒絕過任何公司的聘用？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25題） 

 
23. 在你接受這份工作之前，你曾經拒絕受聘多少次？     次 

 
24. 上一次你拒絕接受聘用，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項因素？ 

□ 1. 薪酬不足以支持家庭開支 □ 6. 家人反對 
□ 2. 工作太沉悶刻板   □ 7. 工作地點離住所太遙遠 
□ 3. 不滿意工作環境   □ 8. 工作時間與家人需要有衝突 
□ 4. 福利不夠理想   □ 9. 其他，請說明（     ） 
□ 5. 欠缺晉升機會     

 
25. 你接受現時這份工作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項因素？ 

□ 1. 薪酬較高    □ 7. 工作地點在住所附近 
□ 2. 工作有意義／挑戰性  □ 8. 工作時間配合家人需要 
□ 3. 工作環境較理想   □ 9. 暫時接受，騎牛搵馬 
□ 4. 有前途     □ 10. 時間較穩定 
□ 5. 福利較理想    □ 11. 其他，請說明（     ） 
□ 6. 家人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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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你現時的收入與你最初來港時期望的如何比較？ 
□ 1. 比期望的收入低   □ 3. 比期望的收入高 
□ 2. 與期望的收入差不多  □ 4.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27. 你現時所享有的員工福利與你初來港時所期望的如何比較？ 

□ 1. 比期望的福利差   □ 3. 比期望的福利好 
□ 2. 與期望的福利差不多  □ 4.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28. 你現時的工作時間長短與你初來港時所期望的如何比較？ 

□ 1.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長   □ 3.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短 
□ 2. 與期望的工作時間差不多長短 □ 4.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29. 你現時工作時間的穩定性與你初來港時所期望的如何比較？ 

□ 1.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不穩定  □ 3. 比期望的工作時間穩定 
□ 2. 與期望的工作時間穩定性差不多 □ 4. 來港時沒甚麼期望 

 
30. 在上工的初期，你的僱主有沒有提供下列的協助？ 
            1.有     2.沒有 
 協助你熟習有關的工序        □    □ 
 給予充份的時間讓你適應新工作      □    □ 
 嘗試了解你工作上的困難       □    □ 
 提供其他工作以外的協助（請註明：     ）  □    □ 

 
31. 你現時的僱主有沒有以下列的態度或行為對待你？ 
            1.有     2.沒有 
 在你沒有犯錯下責備你        □    □ 
 在其他同事面前指責你        □    □ 
 把你工作上的過失歸咎於你是大陸新移民    □    □ 
 言語或行為上性騷擾你        □    □ 
 其他類似使你難受的態度或行為（請註明：    ） □    □ 

 
32. 遇到上述的情況，你有否採取行動向僱主表達你的不滿？ 
 □ 1. 多數有    □ 4. 從來沒有 

□ 2. 有時有    □ 5. 我沒有遇過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 3. 多數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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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你上工初期，你的同事有沒有提供下列的協助？ 
            1.有     2.沒有 
 協助你熟習有關的工序        □    □ 
 給予充份的時間讓你適應新工作      □    □ 
 嘗試了解你工作上的困難       □    □ 
 提供其他工作以外的協助（請註明：     ）  □    □ 

 
34. 你現時的同事有沒有以下列的態度或行為對待你？ 
            1.有   2.沒有 
 指點你做一些額外的工作       □    □ 
 有意無意地埋怨你的工作表現       □    □ 
 把你工作上的過失歸咎於你是大陸新移民    □    □ 
 在其他同事面前指責你        □    □ 

其他類似使你難受的態度或行為（請註明：    ） □    □ 

 
35. 以往遇到上述情況的時候，你有否採取行動向有關同事表達你的不滿？ 
 □ 1. 多數有   □ 4. 從來沒有 

□ 2. 有時有   □ 5. 我沒有遇過上述任何一種情況    
□ 3. 多數沒有         

 
36. 你現時的工作是否令你感到有壓力？   

□ 1. 是   □ 2. 否(跳答第 38題) 

 
37. 是甚麼使你感到有壓力？(可選多項) 
 □ 1. 工作量難以應付   □ 4. 僱主對你的態度 
 □ 2. 工作時間太長   □ 5. 同事對你的態度 
 □ 3. 工作性質難以應付  □ 6. 其他，請說明(            ) 

 
38. 你現在是否想過轉工呢？ □ 1. 想過  □ 2. 沒想過(跳答第 42題) 

 
39. 你現在想轉工的主要原因是下列哪一項？ 

□ 1. 薪酬太低    □ 7. 欠缺晉升機會 
□ 2. 工作太沉悶刻板   □ 8. 家人反對繼續工作 
□ 3. 不滿意工作環境   □ 9. 工作地點離住所太遙遠 
□ 4. 自己創業    □ 10. 工作時間與家人需要有衝突 
□ 5. 不滿意同事日常的對待 □ 11. 其他，請說明（     ） 
□ 6. 福利不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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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你是否已經開始找工作？  □ 1. 是（跳答第 43題）  □ 2. 否 

 
41. 你是否打算在短期內開始找尋新工作？ 
 □ 1. 是（跳答第 43題）  □ 2. 否 

 
42. 你沒有另覓新工作的打算，是基於下列哪些因素？(可選多項) 

□ 1. 對現時的工作感到滿意 
□ 2. 現時的工作還未惡劣至不得不轉工 
□ 3. 我希望積極採取行動改善現時的工作環境 
□ 4. 現時的工作時間不容許我見工／尋找工作 
□ 5. 做生不如做熟 
□ 6. 社會經濟環境差，估計沒有職位空缺供選擇 
□ 7. 對自己找到一份較理想的工作不感樂觀 
□ 8. 其他，請說明（            ） 

 
43. 你現時的個人收入中，有多少撥作支持家庭開支？ 百分之        

 
44. 如果 5 分為非常重要、1 分為完全不重要，你現時的個人收入對你維持家庭／家人

的基本開支（如食、住及必須的雜費開支）有多重要？           分 

 
45. 如果現時的工作環境惡化，即使未找到另一份工作，你也會辭職嗎？   

□ 1. 絕對不會  □ 2. 可以考慮  □ 3. 會 

 
46. 你現時的工作是你來港後第幾份工作？  

□ 1. 第一份(跳答第 71題)  □ 2. 第       份 

 
47. 除了這份工作外，你現時還有其他兼職工作嗎？ 

□ 1. 有      份    □ 2. 沒有 

 
來港後第一份工作 
48. 你在港後的第一份工作是何時開始？    年    月 

 
49. 那份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行業類別？ 

□ 1. 採礦及採石業   □ 6.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 2. 製造業     □ 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3. 電力及燃氣業   □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4. 建築地盤    □ 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5. 批發、進出口貿易  □ 10. 其他，請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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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那份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個職位類別？ 
□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 6. 專業人員 
□ 2. 輔助專業人員   □ 7. 文員 
□ 3. 銷售員     □ 8. 工人 
□ 4.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 9. 操作及裝配員 
□ 5. 非技術工人    □ 10. 其他，請說明(            ) 

51. 你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項的因素而接受該工作？ 
□ 1. 薪酬較高    □ 7. 工作地點在住所附近 
□ 2. 工作有意義／挑戰性  □ 8. 工作時間配合家人需要 
□ 3. 工作環境較理想   □ 9. 暫時接受，騎牛搵馬 
□ 4. 有前途     □ 10. 時間較穩定 
□ 5. 福利較理想    □ 11. 其他，請說明（     ） 
□ 6. 家人較支持 

 
52. 那份工作平均每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53. 那份工作的薪酬是以哪一種方式支付？ 

□ 1. 時薪  □ 2. 日薪  □ 3. 月薪 

 
54. 那時候你的僱主有沒有提供下列的員工福利？ 

 僱主承諾 是否如承諾般對現 
員工福利 有  沒有 是 否 未知 
A.醫療津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B.有薪假期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C.勤工獎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D.超時工作補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E.年尾雙糧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F.房屋津貼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G.其他，請列明：（   ）  □ 每年有多少？     □ □ 較多/少 □ 

 
55. 當時你每星期的工作時間有多少個小時？     小時 
56. 那是一份「替假」的工作嗎？ □ 1. 是  □ 2. 否 
57. 上班下班時間固定嗎？  □ 1. 是  □ 2. 否 
58. 每星期要上班的日子固定嗎？ □ 1. 是  □ 2. 否 
59. 是部份時間的工作（兼職）還是全時間的工作（全職）呢？ 
 □ 1. 全時間工作   □ 2. 部份時間工作 
60. 你是以哪一種形式受僱於該份工作？ 

□ 1. 長期合約形式  □ 2. 短期合約形式（半年或以下） 
□ 3. 口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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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抉擇 
61. 過去十二個月內，你有沒有試過辭去工作？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63題） 

 
62. 過去十二個月內，你試過辭去工作多少次？    次 

 
63. 來港後，你試過辭去工作嗎？   

□ 1. 試過     □ 2. 未試過(跳答 71題) 

 
64. 上一次你辭去工作是在何年何月？    年    月 

 
65. 上一次你辭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下列哪一項？ 

□ 1. 薪酬太少    □ 8. 家人反對繼續工作 
□ 2. 工作太沉悶刻板   □ 9. 工作地點離住所太遙遠 
□ 3. 不滿意工作環境   □ 10. 工作時間與家人需要有衝突 
□ 4. 自己創業／打算進修  □ 11. 遭僱主解僱 
□ 5. 不滿意同事日常的對待 □ 12. 合約期滿不獲續約 
□ 6. 福利不夠理想   □ 13. 身體不適 
□ 7. 欠缺晉升機會   □ 14. 其他，請說明（     ） 

 
66. 你辭去上一份工作是否打算另覓／已找到工作？  

□ 1. 是      □ 2. 不是（跳答第 68題） 

 
67. 辭去上一份工作（前）後的搵工過程中，你主要留意以下哪一個行業類別的工作？ 

□ 1. 採礦及採石業   □ 6. 零售、飲食及酒店業 
□ 2. 製造業     □ 7.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3. 電力及燃氣業   □ 8.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 4. 建築地盤    □ 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5. 批發、進出口貿易  □ 10. 其他，請說明(             ) 

 
68. 辭去上一份工作（前）後的搵工過程中，你主要留意以下哪一個類別的工作職位？ 

□ 1. 經理及行政人員   □ 6. 專業人員 
□ 2. 輔助專業人員   □ 7. 文員 
□ 3. 銷售員     □ 8. 工人 
□ 4. 手工藝及有關人員  □ 9. 操作及裝配員 
□ 5. 非技術工人    □ 10. 其他，請說明(            ) 

69. 來港後你試過辭去工作多少次呢？ 
□ 1. 一次(跳答第 71題)  □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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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來港後你第一次辭去工作的主要原因？ 
□ 1. 薪酬太少    □ 8. 家人反對繼續工作 
□ 2. 工作太沉悶刻板   □ 9. 工作地點離住所太遙遠 
□ 3. 不滿意工作環境   □ 10. 工作時間與家人需要有衝突 
□ 4. 自己創業    □ 11. 遭僱主解僱 
□ 5. 不滿意同事日常的對待 □ 12. 合約期滿不獲續約 
□ 6. 福利不夠理想   □ 13. 其他，請說明（     ） 
□ 7. 欠缺晉升機會  

 
71. 就你以往在港的工作經驗而言，你覺得在香港工作是否須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 
 □ 1. 是     □ 2. 否（跳答第 73題） 

 
72. 就你以往在港的工作經驗而言，你覺得在香港工作須要特別注意下列哪些項目的言

行？（可選多項） 
□ 1. 要斯文     □ 5. 不要好管閒事 
□ 2. 要拚搏／盡力   □ 6. 要慎言 
□ 3. 要有責任心    □ 7. 要聽教聽話 
□ 4. 要不怕蝕底    □ 8. 其他，請說明（             ） 

 
73. 你同意下列的說法嗎？ 
 十

分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十
分
不
同
意 

A.如果薪酬合理，即使僱主無理取鬧，我也會忍耐。 □ □ □ □ □ 
B.來港後我覺得自己在就業方面仍然有不少選擇 □ □ □ □ □ 
C.如果我失去目前的工作，我認為我可以在香港找到一份同樣
稱心、甚至更稱心的工作 

□ □ □ □ □ 

D.我認為遭同事出言欺負時，最好還是默默忍受 □ □ □ □ □ 
E.如果我知道自己的薪酬比其他相同職位的同事較低，我一定
會採取行動向僱主爭取 

□ □ □ □ □ 

F.只要是正當職業，甚麼工作我也可以接受 □ □ □ □ □ 
G.如果工作性質乎合我自己的理想，即使薪酬較期望的低，我
也願意接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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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如果 5分為非常重要、1分為完全不重要，下列各項因素對你的就業抉擇有多重要？ 
 得分   得分 
薪金   假期  
薪金制度（時薪、日薪或月薪）   工作時間長短  
家人的意見   工作時間穩定性  
事業前途   對工作的興趣  
工作滿足感   其他附帶福利（醫療津貼等）  
工作地點     
 
家庭狀況 
75. 現時你家庭每月的總收入約有多少？ □ 1.    元  □ 2. 不知道 

 
76. 現時你家庭的收入主要來源是： 

□ 1. 工資     □ 3. 親友援助 
□ 2. 政府援助    □ 4. 其他，請說明（       ） 

 
77. 現時你的住所屬哪一種房屋類別？ 

□ 1. 公屋     □ 6. 私人租住單位（整個單位） 
□ 2. 中轉房屋    □ 7. 私人租住獨立房間（有獨立廚廁） 
□ 3. 自置物業    □ 8. 木屋或其他臨時房屋 
□ 4. 板間房     □ 9. 露宿 
□ 5. 籠屋     □ 10. 其他，請說明（       ） 

 
78. 現時你的住所是由誰提供？ 
 □ 1. 自己或家庭成員租住  □ 3. 由親友提供 
 □ 2. 自己或家庭成員購買  □ 4. 由僱主提供 
 
79. 現時與你同住核心家庭成員有多少？     名 
 



80. 家庭成員的資料 
 父母或配偶 子女 兄弟姊妹 其他非核心家庭成員  
 父 母 配偶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A. 同住家庭成員包括： □ □ □ □ □ □ □ □ □ □ □ □ □ □ □ □ 
B. 在職的成員包括： □ □ □ □ □ □ □ □ □ □ □ □ □ □ □ □ 
C.  全時間在學的成員包括： □ □ □ □ □ □ □ □ □ □ □ □ □ □ □ □ 
D.  每月收入 $      $    $    $    $    $     $     $    $    $    $    $    $    $    $     $     
E.  需要你供養的成員包括： □ □ □ □ □ □ □ □ □ □ □ □ □ □ □ □ 
F.  年齡                 
G.  性別 － －       － － － － － － － － 
H.  教育程度                 
I.  居港年期                 
J.  誰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 □ □ □ □ □ □ □ □ □ □ □ □ □ □ □ 
K.  誰是家庭的照顧者 □ □ □ □ □ □ □ □ □ □ □ □ □ □ □ □ 

81. 你家庭的每月總支出大約多少？ □ 1.     元  □ 2. 不知道 
82. 你還有其他核心家庭成員在內地居住嗎？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86題) 
83. 你共有多少核心家庭成員在內地居住呢？    名 
84. 你還有哪些核心家庭成員在內地居住呢？ 

□ 1. 父   □ 3. 子女   □ 5. 兄弟姊妹 
□ 2. 母   □ 4. 配偶 

85. 這些仍居住在內地的家庭成員是否需要你供養呢？ 
□ 1. 是  □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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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以往在港找工作時，你最常遇到的困難主要是下列哪幾項呢？（可選多項） 
□ 1. 學歷不夠        □ 6. 人際關係  
□ 2. 內地學歷不被承認   □ 7. 要照顧家人 
□ 3. 欠工作經驗     □ 8. 英語水平有限 
□ 4. 內地工作經驗不被承認  □ 9. 沒有困難 
□ 5. 語言溝通問題    □ 10. 其他，請說明（     ） 

 
87. 如果你現在要找工作，你認為主要困難會是下列哪幾項呢？（可選多項） 

□ 1. 學歷不夠      □ 6. 人際關係  
□ 2. 內地學歷不被承認   □ 7. 要照顧家人 
□ 3. 欠工作經驗     □ 8. 英語水平有限 
□ 4. 內地工作經驗不被承認  □ 9. 沒有困難 
□ 5. 語言溝通問題    □ 10. 其他，請說明（     ） 

 
社區支援 
88. 在來港後的求職就業或生活過程中，有沒有任何人士或機構曾向你提供就業或其

他方面的協助？ 
□ 1. 有   □ 2. 沒有（跳答第 90題） 

 
89. 以下哪些人士或機構曾向你提供協助呢？ 

甚麼協助？ 有用嗎？  
有 1. 就 業

協助 
2. 其 他
協助 1.有用 2.無用 

家人 □ □ □ □ □ 
親戚 □ □ □ □ □ 
同鄉或朋友 □ □ □ □ □ 
政府部門 □ □ □ □ □ 
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 □ □ □ □ □ 
其他，請說明（       ） □ □ □ □ □ 

 
90. 香港有一些服務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生活，你知道嗎？ 
 □ 1. 知道   □ 2. 不知道（跳答第 92題） 

 
91. 就你所知，本港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生活的服務有下列哪些呢？（可選多項） 

□ 1. 不同類型求職就業服務  □ 6. 協助子女就學服務 
□ 2. 兒童托管服務    □ 7. 鼓勵/協助社區參與的服務 
□ 3. 財政援助     □ 8. 文娛康樂活動 
□ 4. 房屋服務     □ 9. 其他，請說明（     ） 
□ 5. 家庭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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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就你的生活處境而言，你有需要獲得哪些服務呢？（可選多項） 
□ 1. 協助子女就學服務  □ 6. 不同類型求職就業服務 
□ 2. 兒童托管服務   □ 7. 鼓勵/協助社區參與的服務 
□ 3. 財政援助    □ 8. 文娛康樂活動 
□ 4. 房屋服務    □ 9. 我沒有任何服務需要(跳答第 95題) 
□ 5. 家庭輔導服務   □ 10. 其他，請說明（     ） 

 
93. 你會主動尋求服務來滿足上述的需要嗎？ 
 □ 1. 會（跳答第 95題）  □ 2. 不會 

 
94. 既然你有需要，為何不主動尋求協助？（可選多項） 
 □ 1. 沒有時間     □ 5. 服務時間難以配合需要 
 □ 2. 不知道有關的程序   □ 6. 擔心別人的奇異眼光 
 □ 3. 擔心會帶給別人麻煩   □ 7. 服務不能解決我的困難 

□ 4. 過往曾被拒絕提供服務  □ 8. 其他，請說明（     ） 

 
95. 如果 5 分為非常困難、1 分為完全沒有困難，你覺得在香港生活有多困難呢？_          

分 
96. 如果 5分為非常困難、1分為完全沒有困難，你覺得在香港求職就業有多困難呢？    

分 

 
97. 如果內地重新給予你戶籍，你會選擇返回內地生活嗎？ 
 □ 1. 會   □ 2. 不會 

 
個人資料 
98. 性別：  □ 1. 男  □ 2. 女 

 
99. 年齡：____________ 

 
100. 教育程度： 

□ 1. 沒有正式接受教育或幼稚園 □ 5. 中六或中七程度 
□ 2. 小學程度     □ 6. 專上非學位 
□ 3. 中一至中三程度    □ 7. 專上學位或以上 
□ 4. 中四或中五程度 

 
101. 你在哪裡獲得以上學歷： 

□ 1. 香港  □ 2. 大陸  □ 3.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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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婚姻狀況： □ 1. 未婚   □ 4. 離婚 
□ 2. 已婚   □ 5. 喪偶 
□ 3. 分居 

 
103. 來港年份月份：       年       月 

 
104. 移居香港主要原因： □ 1. 家庭團聚   □ 3. 個人發展 
      □ 2. 為了子女前途  □ 4. 其他 

 
 

-全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