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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背景  

 

1. 兒童發展基金（基金）旨在鼓勵參與計劃的兒童和青少年規劃未來、養成

建立資產的習慣，並同時累積儲蓄和無形資產（例如正面態度、個人抗逆

能力和才能、社交網絡等），有助他們未來的發展。 

 

2. 陳清海博士等（2012 年）於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就基金計劃進行首次

追蹤評估研究。在 2015 年 7 月，陳高凌教授等進行了另一個名為「兒童

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較長遠發展研究」（下稱「第二次研究」）1，以探

討基金計劃對參加者的長遠影響。第二次研究的結果顯示，基金計劃有助

參與計劃的兒童提升資源管理的能力、建立持續儲蓄的習慣，以及規劃未

來的發展方向。研究並建議在將來進行追蹤研究，以追查基金計劃受惠者

的長遠成就和心理健康。  

 

3. 在 2018 年 1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勞工及福

利局（勞福局）委託進行顧問研究（下稱「跟進研究」），以探討參加者

在完成計劃後的長遠發展。 

 

目標 

 

4. 跟進研究旨在追查曾經參與第二次研究的基金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

者（目標受訪者）的發展，以及探討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後四至七

年的處境和情況。研究目標如下： 

 

(a) 與目標受訪者保持聯繫及邀請他們參與跟進研究； 

(b) 探討、量度、分析和報告基金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及心理健康，

例如他們的教育程度、事業規劃、未來期望、社交網絡、儲蓄習慣

的持續性、就業情況、收入水平、經濟活動狀況和家庭的收入水平；

及 

(c) 就基金計劃參加者及由非計劃參加者組成的對照組（下稱「對照組」）

的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以分析基金計劃對參加者的長遠影響。 

 

 
1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CDF_hku_report_c.pdf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CDF_hku_repor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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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5. 顧問團隊採用了多種方法收集數據，量性資料是從問卷調查收集得來的，

而質性資料則是由深入訪談所得出的。 

 

6. 問卷調查於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進行問卷調查前，顧問團隊舉

辦了兩次聯繫活動，以更新目標受訪者的聯絡方法及方便收集目標受訪者

的人口統計資料。在問卷調查方面，顧問團隊最後成功訪問了 335 名計劃

參加者（177 名年長參加者和 158 名年幼參加者2）和 211 名非計劃參加

者，回應率為 61%。  

 

7. 顧問團隊在 2019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與持份者進行了 46 個深入訪談，受

訪持份者包括基金計劃參加者、友師、計劃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營辦

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營辦機構）和支持機構。 

 

問卷調查受訪者的人口狀況 

 

8. 受訪的計劃參加者中，54.6%為女性，其餘 45.4%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20.8

歲，63.0%為學生，32.5%為受僱人士。受訪的非計劃參加者中，54.0%為

女性，其餘 46.0%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20.4 歲，63.5%為學生，31.8%為受

僱人士。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在性別、年齡及經濟活動

狀況方面，沒有重大分別。這說明了受訪的非計劃參加者是合適的對照組。  

 

9. 在教育程度方面，有修讀副學位或以上課程（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學位

及學士學位）的計劃參加者的百分比（約 70.4%），比非計劃參加者（約

52.1%）更高。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的學業

成績更佳。 

 

  

 
2  「年長參加者」指參與基金計劃時年齡為14歲至16歲的參加者；「年幼參加者」指參與基金計

劃時年齡為10歲至13歲的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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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結果 

 

個人發展規劃 

 

10. 基金計劃參加者需要在友師和營辦機構的指導下，為個人發展規劃訂立具

體目標（包括短期及長期目標）。到計劃的第三年度，營辦機構會監督參

加者的進度和評估他們是否達成各個發展目標。  

 

11. 量性和質性的數據分析顯示基金計劃參加者透過個人發展規劃在多方面

均有得益。個人發展規劃鼓勵基金計劃參加者不斷自我改進，以實現未來

的職業目標。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情緒症狀、行為問題及

朋輩問題方面獲得更大的改善、有更大的學習動機、在學習和學業中得到

更多樂趣、具有更高的學業期望、會更積極探索和投入未來的學業和事業。  

 

12. 在已完成學業的計劃參加者中，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更多非在

學的計劃參加者已修讀副學位或以上課程（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學位及

學士學位）、獲得專業資格（例如註冊護士、社工、測量師、教師等）和

其他技能（例如 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

領導能力等）。 

 

13. 營辦機構、友師和計劃參加者的家長表示計劃參加者參與基金計劃的各種

活動後，變得更善於交際及建立起社交網絡。普遍而言，計劃參加者建立

起正面的價值觀和改善了個人性格。  

 

14. 此外，大部分營辦機構和友師表示計劃參加者在社交和溝通技巧方面有所

改善。他們認為這些技巧有助計劃參加者擴闊人際網絡及建立社會資本，

因此對計劃參加者的個人發展有持續影響。 

 

師友配對 

 

15. 營辦機構會為每位基金計劃參加者安排一名義務的友師。這些友師協助學

員去訂立及實踐他們在個人發展規劃定下的各種目標，亦會與學員分享自

己的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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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透過師友配對，友師能與學員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提供實用的建議，並

幫助他們建立個人的價值觀。在深入訪談期間，計劃參加者、友師及營辦

機構皆有強調師友配對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對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產生

正面的影響。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的友師透過積極的交流、耐心的

陪伴和持續的鼓勵，對他們在改善態度和個人性格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面，大部分友師指出計劃參加者變得更加成熟和自信。營辦機構表

示一些友師不但以身作則，還為處於青春期的計劃參加者提供有意義的建

議，對他們的長遠發展有正面影響。 

 

17.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得到更多來自家庭和其

他人的社會支援。再者，相比起沒有參與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

有參與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明顯更積極探索和投入未來的學業和事業。 

 

目標儲蓄 

 

18. 目標儲蓄旨在協助基金計劃參加者透過累積儲蓄去實踐他們的個人發展

規劃。到了計劃的第三年度，計劃參加者便可以開始使用目標儲蓄（包括

他們本身的儲蓄、配對儲蓄和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去實踐他們的個人發

展規劃。計劃參加者在參與目標儲蓄後，亦可望建立起儲蓄的習慣。 

 

19. 研究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中有儲蓄習慣的（80.8%）在比例上較非計劃

參加者為多（56.3%），反映大部分計劃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仍能保持儲

蓄習慣。在非在學的參加者中，計劃參加者的儲蓄金額（平均每月為 2,836

元）明顯高於非計劃參加者（平均每月為 1,623 元），反映計劃參加者（尤

其是非在學的）會在開始賺取收入後採取有儲蓄習慣的生活方式。  

 

20. 在深入訪談期間，部分計劃參加者指出他們在完成計劃後，對儲蓄的態度

有所改變，並表示自己明白金錢是協助他們達成目標的一項資源，因此在

未來亦會保持儲蓄習慣。此外，他們在營辧機構舉辦的課程和培訓中學懂

明智消費，以增加儲蓄。 

 

21. 在長遠發展方面，計劃參加者能夠培養和保持儲蓄習慣，對財富管理亦有

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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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計劃的整體影響 

 

22. 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有較好的情緒表現，對

未來的學業和事業亦有較正面的感受（包括勇氣和良好心情）。再者，非

在學的計劃參加者會比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更堅持不懈地追求長期的

目標。 

 

23. 就在職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而言，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有些興趣和

很大興趣的計劃參加者的百份比（73.4%），明顯高於非計劃參加者

（38.8%）。在工作的每月薪酬方面，月薪為 15,000 元或以上的計劃參加

者的百份比（45.9%），亦比非計劃參加者（25.4%）為高。. 

 

24. 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更多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表示沒有接受社

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基金計劃對紓緩跨

代貧窮有正面的影響。 

 

25. 大部分營辦機構對基金計劃感到滿意，他們相信計劃參加者能從個人發展

規劃、師友配對、目標儲蓄及與基金計劃各持份者的交流中獲益。基金計

劃建立了一個為計劃參加者展開未來規劃的平台，在營辦機構、友師、家

長和其他持份者的協助下，計劃參加者能夠探索未來規劃的重大問題，合

理地建立他們的想法以免盲目追夢，在過程中，他們得以審視自己的生活

方式，尋找熱愛的事物，開始欣賞自己的長處，訂立個人發展規劃，保持

上進動力，持續關注自己的進步，亦能夠參加各種活動，養成儲蓄習慣，

並逐步發展他們的人生計劃。此外，計劃參加者通過基金計劃達成一系列

短期的目標，藉此增加他們的自信心，有助他們在往後的人生階段達成重

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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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 

 

26. 在長遠發展方面，計劃參加者於完成計劃四至七年後，在多方面均明顯比

非計劃參加者表現得更好，現總結如下： 

 

個人發展規劃 

- 較少問題行為及精神健康較佳； 

- 更有學習興趣，從學習中得到較多快樂； 

- 對就讀專上教育課程時的成績有較高的期望； 

- 在完成學業的計劃參加者中，有較高的學業成績； 

- 獲得較佳的專業資格及其他技能； 

- 以較高程度的規劃來達成目標； 

友師配對 

- 從家庭和其他重要的人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 對未來學業和事業表現出較高程度的正面探索和投入；  

目標儲蓄 

- 持續儲蓄習慣； 

- 儲蓄更多； 

整體影響 

- 情緒表現較佳； 

- 對自己的工作更感興趣； 

- 完成學業的計劃參加者的每月薪酬較高； 

- 完成學業的計劃參加者會更堅持不懈地追求長期目標； 

- 更有勇氣和良好心情面對未來的教育和職業； 

- 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的影響。 

 

27. 研究結果顯示，基金計劃的三個主要元素互相補足，而且每個元素對計劃

參加者都有獨特的長遠影響，因此這三個主要元素對基金計劃都是極為重

要的。 

 

 

 

 

 



13 

 

28. 根據基金計劃的理論基礎，基金計劃旨在為計劃參加者的有形資產、態度

和技能帶來正面的變化。目標儲蓄是一種具體方法，可以幫助資源匱乏的

計劃參加者。對於大部分計劃參加者而言，這是他們首次學習如何善用自

己的目標儲蓄來實踐個人發展規劃。友師的指導和實踐個人發展規劃的過

程，令計劃參加者對學業和工作均具備正面的態度。計劃參加者在社交技

巧和解決困難的能力、資源管理的能力、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及為未來長遠

發展訂立目標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這些裨益對他們未來的成功非常重

要。 

 

29. 研究結果發現，相比起在職的非計劃參加者，在職的計劃參加者的每月薪

酬較高，而且較少在職的計劃參加者有接受社會福利署的經濟援助，顯示

基金計劃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的影響，以及鼓勵計劃參加者為未來而努

力。  

 

建議 

 

30. 根據上述量性和質性研究的結果，顧問團隊提出以下建議： 

 

(1) 為年幼參加者和年長參加者分別制訂適切的計劃 

 

考慮到年幼參加者和年長參加者的不同需要和目標，建議鼓勵營辦機

構為兩類參加者分別制訂適切的計劃。例如，營辦機構可為年幼參加

者舉辦更多成長和發展計劃，以協助他們探索潛能和長處；為年長參

加者舉辦更多職業導向計劃，以加強他們的就業準備和就業能力。 

 

(2) 舉辦工作坊以分享良好的友師配對安排 

 

友師配對是基金計劃中的主要元素。建議可以舉辦工作坊，邀請營辦

機構分享良好的師友配對安排，令各機構得以參考彼此的成功經驗。  

 

(3) 促進不同屆別的計劃參加者進行交流 

 

建議可以鼓勵營辦機構更積極地促進不同屆別的計劃參加者進行交流，

令應屆及往屆的計劃參加者都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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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1. 背景 

 

1.1 兒童發展基金（下稱「基金計劃」）在 2008 年 4 月設立，旨在（透過家

庭、私人機構、社區及政府的合作）促進弱勢社羣兒童的較長遠發展，從

而減少跨代貧窮。3 

 

1.2 基金計劃旨在鼓勵參與計劃的兒童規劃未來及養成建立資產的習慣，累積

儲蓄及各種無形資產（例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和各種才能，以及社交網

絡等），以幫助助他們未來的發展。 

 

1.3 陳清海博士等（2012 年）於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間就基金計劃進行首次

追蹤評估研究。研究員採用多種搜集資料方法，並分析來自 2 224 名兒童、

家長及友師的資料。結果顯示參與基金計劃的兒童在幾個範疇上比由非計

劃參加者組成的對照組有較理想的表現，這些範疇包括：訂立人生目標和

規劃未來的能力、學業成績及對學業成績的期望、參與課外活動的時間、

人際關係及社區網絡、對學習價值的看法、自尊感的程度和家庭凝聚力等。

再者，計劃亦有助減少參加者的不良行為。雖然這些資料並未能用作評估

基金計劃的長遠影響，陳博士等認為計劃為參加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讓

他們得以建立理想條件及人力資本，以紓緩貧窮。 

 

1.4 在 2015 年 7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勞工及福

利局（勞福局）委託顧問進行了另一個名為「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

較長遠發展研究」（下稱「第二次研究」）4，以探討基金計劃對計劃參加

者的長遠影響。第二次研究的結果證實計劃參加者因為受益於基金計劃的

三個主要元素（個人發展規劃、友師配對和目標儲蓄），所以在完成基金

計劃後，會比非計劃參加者在學習上更有動力和興趣、有較高學業期望、

更有自信、溝通技巧亦大大提高，他們亦有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對自己

未來的學業和事業有更多的正面探索，也更加投入，並有較正面的未來路

向。 

 
3  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 員會  – 兒童發展基金 : 立法 會 CB(2)697/07-08(01) 號文件及立法 會

CB(2)721/07-08(05)號文件，2008 年 1 月 14 日 
4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CDF_hku_report_c.pdf 

https://www.cdf.gov.hk/tc/resources/download/files/CDF_hku_report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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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外，計劃對參加者的兄弟姐妹

也有正面改變：他們的兄弟姐妹

更願意認識他人、對未來有個人

計劃，以及成功建立持續儲蓄習

慣。由於結果顯示三個主要元素

能相互補足，而每個元素對計劃

參加者亦有獨特的長遠影響，所

以這三個主要元素對基金計劃

都是極為重要的。 

 

1.6 總括而言，基金計劃協助參與計

劃的青少年提高管理資源的能

力，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及為未來

訂立目標。這些裨益對他們未來

的成功非常重要，以及在長遠而

言幫助紓緩貧窮。研究建議再進

行追蹤研究，以追查基金計劃受

惠者的長遠成就和心理健康。  

 

1.7 在 2018 年 1 月，特區政府勞

福局委託進行顧問研究（下稱

「跟進研究」），以探討參加

者在完成計劃後的長遠發展。 

 

        

 

 

 

 

      

      

        

  圖片取自兒童發展基金網頁 

  



16 

 

2. 目標 

 

2.1 跟進研究旨在追查曾經參與第二次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5 

（目標受訪者）的發展和探討他們的長遠成就和心理健康，並研究他們在

完成基金計劃後四至七年的處境和情況。 

 

2.2 跟進研究的目標如下： 

 

(a) 與目標受訪者保持聯繫及邀請他們參與跟進研究； 

 

(b) 探討、量度、分析和報告基金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及心理健康，

例如他們的教育程度、事業規劃、未來期望、社交網絡、儲蓄習慣

的持續性、就業情況、收入水平、經濟活動狀況和家庭的收入水平；

及 

 

(c) 就基金計劃參加者及由非計劃參加者組成的對照組（下稱「對照組」）

的長遠發展進行比較分析，以分析基金計劃對參加者的長遠影響。 

 

 

 
5 總共有 552 名計劃參加者及 350 名非計劃參加者參與了第二次研究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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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調查方法 

 

3. 理論基礎 

 

3.1 基金計劃藉著經濟和非經濟援助（包括與非家庭成員建立個人網絡）影響

一個人的「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是指一個人對未來的動力、想法、計

劃和感覺（Nurmi, 1991）。未來路向對於未來的主觀感覺，以及兒童和青

少年的個人發展是非常重要的（Carstensen,2006；Erikson,1950）。正面積

極的未來路向能鼓勵兒童和青少年更重視他們的未來，並積極改善自己以

實現理想（Chen & Vazsonyi, 2011；Seginer, 2009）；這些對短期行動和抉

擇的影響，長遠來說亦會讓他們得益。對個人（特別是兒童）來說，未來

可能仍然是非常遙遠和抽象。他們會對自己的未來「打折扣」，不重視投

放時間建立與教育及保健有關、並有助提升自己的經濟和健康狀況的習慣

上 （Fiszbein 和 Schady, 2009）。匱乏的背景（例如受跨代貧窮影響和在缺

乏資源的不利環境下成長）容易加強這些觀感/態度，令建立人力資本變得

具挑戰性（Riccio et al., 2010）。 

 

3.2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以發展人力資本為中心，基金計劃的主要元素可助參加

者發展正面的未來路向，促使他們提升在學術和健康方面的成果，從而協

助他們擺脫貧窮（見圖 3.1）。 

 

3.3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研究採用的理論基礎的內容全面，因此跟進研究會

採用相同的理論基礎，以確保研究能夠得出充足的理據作分析比較。跟進

研究會更注重就業成果，例如事業抱負、就業情況、就業困難、工作平衡

和工作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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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理論基礎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個人發展規劃 師友配對 目標儲蓄 

未來路向 

 

減少問題行為 

 

學業成績及期望 健康相關狀況 

 

人力資源及就業成果 持續儲蓄習慣 

紓緩貧窮 

個人網絡及社會支援 

 

個人發展規劃 

 

3.4 發展個人目標、與非家庭成員建立網絡，以及財政支援是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的主要組成部分，被視為「改變方程式」的方式（Riccio et al., 2010）。

在訂定了一些短期和長期目標後，參與計劃的兒童可利用財政支援和個人

網絡，以達致他們的目標，並促進他們長遠的最佳利益。參加者的學業成

績亦與他們將來的就業成果息息相關，並且是脫離跨代貧窮的其中一個關

鍵（Riccio et al., 2010）。眾多研究均顯示，更完善的個人目標和計劃有助

改善兒童的未來路向，並有助他們獲得更佳的學術表現及更高的學歷

（Brown & Jones, 2004；Horstmanshof & Zimitat, 2007）。事實上，研究顯

示，更佳的學術表現和對學業成績抱有有更高期望是基金計劃的主要成果

（Chan et al.,2012）。除了對學業成績的直接影響外，正面的未來路向亦可

助兒童遠離一系列的問題行為，包括違法行為、暴力和藥物濫用（Bolland, 

2003; Robbins & Bryan, 2004；Stoddard et al., 2011）；從而提升兒童的學術

表現（Luiselli et al., 2005）。正面的未來路向能鼓勵兒童培養較健康的生活

方式（例如訂立更佳的飲食習慣），並保護他們免受抑鬱及自殺念頭的困

擾，間接幫助他們提升學術表現（Hirsch et al., 2006；Rampersaud et al., 2005； 

Trockel et al., 2000；Wardle & Stepto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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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配對 

 

3.5 基金計劃的師友配對為參加計劃的兒童提供與非來自其家庭的成年人建

立關係的機會，並擴展他們的個人社區網絡。正如陳博士（Chan et al. 2012）

指出，友師是寶貴的人力資源，可幫助參加兒童訂立目標，為實踐其未來

計劃作更好準備。此計劃對於家境清貧的兒童尤為重要。友師在物質和非

物質方面所提供的支援（如建立關係和培養溝通技巧）可以擴闊兒童的視

野，最終亦可能幫助他們脫離跨代貧窮的循環。發展較龐大的個人網絡（包

括其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士）亦可以讓兒童得到較多不同的社會支援。社會

支援一直被認為可以促使兒童健康發展（見朱博士所作的綜合分析，Chu 

et al. 2010），減少他們患上抑鬱症（Barger et al.,2014）和減低其自殺風險

（Whitlock et al.,2014）的重要因素。 

 

目標儲蓄 

 

3.6 目標儲蓄不但為兒童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即時的財政支援，也能助他們建立

良好的儲蓄習慣。雖然由目標儲蓄計劃提供的實際財政支援只屬臨時和一

次性，但卻無可置疑地有助參加者滿足教育和醫療上的需要，並可為他們

作更好準備，以實踐未來的計劃。當局亦期望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參加者

通過參與目標儲蓄計劃，能建立一個可終生維持的儲蓄習慣。這可以是一

項重要的資產，幫助兒童脫離貧窮的循環，以及克服種種不利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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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方法 

 

收集數據所採用的方法 

 

4.1 顧問團隊採用了多種方法收集數據。量性資料是從問卷調查收集得來的，

而質性資料則是由深入訪談所得出的。循證為本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見

圖 4.1）。 

 

圖 4.1：研究設計 

第一階段 

與目標受訪者聯繫 

 第二階段 

問卷調查／ 

與持份者進行深入訪談 

 第三階段 

分析和報告   

 

第一階段：與目標受訪者聯繫 

 

4.2 在跟進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與目標受訪者聯繫和說服他們參與往後多

個階段的研究。在第一階段，顧問團隊在 2018 年兩次聯絡或訪問目標受

訪者，以收集他們的人口統計資料（例如經濟活動狀況）、生活滿意度、

學業／職涯規劃。用作在第一次及第二次聯繫工作收集資料的資料頁載於

附錄一。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與持份者進行深入訪談 

 

4.3 顧問團隊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 552 名計劃參加者和 350 名非計劃參加者

在完成計劃四至七年後的最新情況和長遠成就，並收集他們的教育程度、

職業情況、就業狀況和收入水平等個人資料。顧問團隊根據兒童發展基金

督導委員會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的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修訂了問卷

以進行先導調查。 

 

4.4 顧問團隊就問卷調查於 2018 年 12 月 3 日舉行了簡介會，先導調查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正式開始進行，期間得到的經驗用於改善問卷及調查流程。

先導調查成功訪問了 10 名人士（包括 5 名計劃參加者及 5 名非計劃參加

者），期間採用的運作程序和實地工作安排亦為妥當，並適用於主要調查。

問卷調查的調查項目以及計劃參加者問卷及非計劃參加者問卷分別載於

附錄二及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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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主要調查於 2019 年 1 月 7 日開始。顧問團隊於 2019 年 1 月 4 日舉行了簡

介會，當中所有訪談人員已細閱問卷，並充份了解進行訪談的正確程序。 

 

4.6 顧問團隊與各持份者，包括機構、友師、參加者及參加者的家人（即父母

或監護人），進行深入訪談，為跟進研究涵蓋的議題取得全面的意見。與

跟進研究範圍有關的質性資料包括：計劃參加者在構思和實踐其個人發展

規劃中的長遠目標時所得的經驗、從友師或其他人士對個人發展或事業發

展的指導中所得的裨益、未來期望和儲蓄習慣能否持續。從訪問和討論所

得的資料有助顧問團隊就相關議題及計劃建議作詳細分析，找出備受關注

的議題、需要考慮的因素、研究問題的優點和缺點。深入訪談的受訪者包

括多類目標參加者。全部深入訪談均以廣東話進行，每次歷時約一小時。

質性研究的討論事項和進行深入訪談時採用的討論指引分別載於附錄四

及附錄五。 

 

第三階段：分析和報告  

 

4.7 研究收集了質性和量性數據，並進行分析和作出報告。所得數據由一組具

有多年研究經驗的工作人員負責處理，並由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使用標準

的電腦軟件（例如 SPSS 24.0）進行統計研究和數據分析。 

 

4.8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不符，

部分百分比的總和未必是 100%。 

 

4.9 進行分析時，研究人員按可變因素的性質進行了適當的數據測試。配對 T-

檢驗（paired t-tests）用於研究兩個調查（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

參加者與非計劃參加者的平均分數之間的差異；T-檢驗（t-tests）用於研究

計劃參加者與非計劃參加者的平均分數之間的差異；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用於研究類別型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tests）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找出跟進研究中計劃參加者與非

計劃參加者的差異，以探究基金計劃的影響。在這些分析中，計算得出的

p 值用以檢驗結果在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少於.05 的 p 值（p 值 < .05）在

統計上被視為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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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除了比較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之外，顧問團隊還根據不同的人口特

徵進行分析，以探究基金計劃的影響，包括男性與女性參加者、年長與年

幼參加者6，以及參加者的經濟活動狀況。分析結果反映普遍而言，男性與

女性參加者及年長與年幼參加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因此，本報告並不會

在研究結果中列出性別和年齡的分別。另一方面，在一系列議題上，根據

經濟活動狀況而作的分析則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因此，經濟活動狀況是

在研究結果中作比較分析的關鍵要素。有顯著差異的的研究結果將在以下

部分列出。 

 

4.11 由於這次追縱研究旨在分析基金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和心理健康，從調

查資料中編制統計數據時，並不會進行加權（weighting）和設算法

（imputation）。  

 
6 「年長參加者」指在 14 至 16 歲時參與基金計劃的參加者；「年幼參加者」指在 10 至 13 歲時

參與基金計劃的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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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調查結果

 

5. 聯繫目標受訪者 

 

聯繫工作 

 

5.1 顧問團隊進行了兩次聯繫工作（包括第一次聯繫工作及第二次聯繫工作）。

聯繫工作不單可以更新目標受訪者的聯絡方法，還有助收集目標受訪者最

近的人口特徵。兩次聯繫工作的詳細資料如下： 

 

表 5.1：聯繫工作的詳細資料 

 第一次聯繫工作 第二次聯繫工作 

時間 2018 年 3月至 6月 2018年 9月至 11月 

收集的資料 (1) 目前的經濟活動狀況 

(2) 生活滿意度 

(3) 學業／職業規劃 

(4) 目前的人口特徵／ 

家庭資料 

(1) 目前的經濟活動狀況 

(2) 生活滿意度 

(3) 學業／職業規劃 

(4) 目前的人口特徵／ 

家庭資料 

更新聯絡資

料 

居住地址 

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居住地址 

手提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聯絡方法 (1) 電話聯絡； 

(2) 造訪住戶； 

(3) 營辦機構安排；或 

(4) 參加者轉介 

(1) 電話聯絡； 

(2) 造訪住戶； 

(3) 營辦機構安排； 

(4) 參加者轉介；或 

(5) WhatsApp 群組 

活動 (1) 以各種聯絡方法收集最新

資料 

(2) 得到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

參加者的同意後，設立多

個WhatsApp 群組 

(1) 於 2019年 1月舉辦桌上遊

戲比賽日 

 

 

5.2 超過 20 名受訪者參與了在 2019 年 1 月 19 日和 1 月 27 日舉辦的桌上遊

戲聚會活動。曾參與第二次研究的問卷調查的計劃參加者和目標受訪者分

別獲邀參與深入訪談及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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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工作的結果 

 

5.3 顧問團隊根據在第二次研究中收集的聯絡資料（電話號碼或居住地址），

接觸所有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以更新他們的最新情況和聯絡資料。

顧問團隊在第一次聯繫活動中會先得到他們的口頭同意，才會與他們進行

跟進研究。 

 

5.4 第一次聯繫工作在 2018 年 3 月至 6 月之間進行，總共有 441 名計劃參加

者和 274 名非計劃參加者回應，向顧問團隊提供最新資料。計劃參加者和

非計劃參加者的回應率分別為 80%和 78%。另外有 82 個無效的聯絡個案，

77 個無法聯絡的個案及 28 個拒絕受訪的個案。第一次聯繫工作的結果如

下： 

 

表 5.2：第一次聯繫工作的結果 

目標受訪者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總計 

(a) 第二次研究的受訪者數目  552 350 902 

(b) 第一次聯繫工作的受訪者數目 441 274 715 

(c) 無效的聯絡個案數目 47 35 82 

(d) 無法聯絡的個案數目 48 29 77 

(e) 拒絕受訪的個案數目 16 12 28 

(f) 第一次聯繫工作的回應率 (%) 80% 78% 79% 

 

5.5 第二次聯繫工作在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之間進行，總共有 344 名計劃參加

者和 295 名非計劃參加者回應，向顧問團隊提供最新資料。計劃參加者和

非計劃參加者的回應率分別為 62%和 84%。另外有 106 個無效的聯絡個

案，103 個無法聯絡的個案及 54 個拒絕受訪的個案。第二次聯繫工作的

結果如下：   

 

表 5.3：第二次聯繫工作的結果 

目標受訪者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總計 

(a) 第二次研究的受訪者數目  552 350 902 

(b) 第二次聯繫工作的受訪者數目 344 295 639 

(c) 無效的聯絡個案數目 68 38 106 

(d) 無法聯絡的個案數目 98 5 103 

(e) 拒絕受訪的個案數目 42 12 54 

(f) 第二次聯繫工作的回應率 (%) 62% 8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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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量化研究 

 

訪問結果 

 

6.1 問卷調查於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最後成功訪問了 335 名計劃參

加者（包括 177 名年長參加者和 158 名年幼參加者）和 211 名非計劃參加

者，回應率為 61%。  

 

6.2 問卷調查的訪問結果載於表 6.1。 

 

表 6.1：問卷調查的訪問結果 

目標受訪者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總計 

(a) 第二次研究的受訪者數目  552 350 902 

(b) 問卷調查的受訪者數目 335 211 546 

(c) 無效的聯絡個案數目 76 48 124 

(d) 無法聯絡的個案數目 97 60 157 

(e) 拒絕受訪的個案數目 44 31 75 

(f) 問卷調查的回應率 (%) 61%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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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人口狀況 

 

6.3 調查資料包括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最高

學歷）和經濟活動狀況。  

 

6.4 受訪的計劃參加者中，54.6%為女性，其餘 45.4%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20.8

歲。63.0%為學生，32.5%為受僱人士，3.6%表示過去一年平均失業 2.2 個

月。70.4%的教育程度為副學位程度或以上（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 

 

6.5 受訪的非計劃參加者中，54.0%為女性，其餘 46.0%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20.4 歲。63.5%為學生，31.8%為受僱人士，3.8%表示過去一年平均失業 4.0

個月。52.1%的教育程度為副學位程度或以上（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

士）。 

 

6.6 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52.1%），更多計劃參加者（70.4%）的教育程度為

副學位程度或以上（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p 值< .05）。跟進研究

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的學業表現比非計劃參加者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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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最高學歷）和經

濟活動狀況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性別 a   .89 

男 45.4 46.0  

女 54.6 54.0  

平均年齡（標準差）b 20.8 (2.7) 歲 20.4 (2.8) 歲 .07 

教育程度（最高學歷）a   .00* 

中一至中三 1.5 2.4  

中四至中七 21.8 34.6  

文憑／毅進／展翅 6.3 10.9  

高級文憑 16.1 14.2  

副學士 13.4 13.3  

學士 40.9 24.6  

經濟活動狀況 a   .99 

僱員／僱主／自僱 32.5 31.8  

料理家務者 0.9 0.9  

學生 63.0 63.5  

沒有事做，而正在找尋工作 3.0 3.3  

沒有事做，但現在沒有找尋工作 0.6 0.5  

過去一年平均失業時間 b 2.2 個月 4.0 個月 .06 

總計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b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 T 檢驗（T-tests）。 

*p 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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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在進行跟進研究期間，部分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已經畢業及正在工

作（非在學）。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約

67.6%），較多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約 83.8%）的教育程度為副學位程度

或以上（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p 值< .05）。  

 

6.8 在學的受訪者中，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約 43.2%），更多計劃參加者（約

62.6%）的教育程度為副學位程度或以上（如高級文憑、副學士和學士）

（p 值< .05）。  

 

表 6.3：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教育程度（最高學

歷）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a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非在學的受訪者 .03* 

中一至中三 0.0 0.0  

中四至中七 7.3 22.1  

文憑／毅進／展翅 8.9 10.4  

高級文憑 25.0 16.9  

副學士 16.9 18.2  

學士 41.9 32.5  

在學的受訪者 .00* 

中一至中三 2.4 3.7  

中四至中七 30.3 41.8  

文憑／毅進／展翅 4.7 11.2  

高級文憑 10.9 12.7  

副學士 11.4 10.4  

學士 40.3 20.1  

總計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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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家庭經濟狀況 

 

6.9 研究調查了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包括所有

薪金、政府提供的各種經濟援助、投資收入等），以及他們的家庭當時有

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6.10 49.6%的計劃參加者和 48.8%的非計劃參加者表示其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介乎港幣$5,000 至$19,999。由於約四份之一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

者不知道其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上述結果只適用於約四份之三能提供家

庭每月平均總收入資料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詮釋數據時亦需要

留意，有關家庭總收入只是受訪者自行提供的粗略數字。此外，68.4%的

計劃參加者和 68.2%的非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的家庭沒有接受社會福利

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表 6.4：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a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39 

$5,000 以下 1.8 0.9  

$5,000 – $9,999 12.2 7.1  

$10,000 – $14,999 15.2 18.5  

$15,000 – $19,999 22.1 23.2  

$20,000 或以上 26.0 25.1  

不知道 22.7 25.1  

有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98 

有 31.6 31.8  

沒有 68.4 68.2  

總計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05。 

 

6.11 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約 75.3%），更多非

在學的計劃參加者（約 93.5%）表示其家庭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

的經濟援助（p 值< .05）。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基金計劃對紓緩跨代貧窮

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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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a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非在學的受訪者 

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76 

$5,000 以下 1.6 0.0  

$5,000 – $9,999 3.2 3.9  

$10,000 – $14,999 11.3 9.1  

$15,000 – $19,999 22.6 26.0  

$20,000 或以上 40.3 35.1  

不知道 21.0 26.0  

有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00* 

有 6.5 24.7  

沒有 93.5 75.3  

在學的受訪者 

家庭每月平均總收入   .29 

$5,000 以下 1.9 1.5  

$5,000 – $9,999 17.5 9.0  

$10,000 – $14,999 17.5 23.9  

$15,000 – $19,999 21.8 21.6  

$20,000 或以上 17.5 19.4  

不知道 23.7 24.6  

有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05 

有 46.4 35.8  

沒有 53.6 64.2  

總計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中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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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質性研究 

 

7.1 顧問團隊在 2019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與持份者進行了深入訪談。受訪的持

份者包括計劃參加者、友師、計劃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營辦機構和支

持機構代表，最後總共進行了 46次深入訪談。  

 

7.2 深入訪談的結果載於表 7.1。  

 

表 7.1：深入訪談的結果 

目標受訪者 目標訪談數目 已進行的訪談數目 

年長參加者 10 10 

年幼參加者 10 10 

友師 5 5 

計劃參加者的家長／監護人 10 10 

營辦機構 10 10 

支持機構 - 1 

總計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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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個人發展規劃 

 

8. 量化研究 

 

個人行為及學校表現 

 

長處及困難問卷（SDQ） 

 

8.1 「長處和困難問卷」（SDQ）是一份簡短的行為篩選問卷，包括一個評估

有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ur）的部分和四個評估精神病理學的部分

（過度活躍、情緒症狀、行為問題和朋輩問題；Goodman, Meltzer, & Bailey, 

1998）。每個部分各有 5 個項目，整個量表合共有 25 個項目。每個部分最

高為 10 分。在跟進研究中，「困難分數」是以精神病理學題目的分數總和

計算出來。結果顯示「長處和困難問卷」提供了精神健康的指標，不同組

別分數的差異真實和顯著地反映了組別間成員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差別。 

 

8.2 顧問團隊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tests），控制第二次研究

相應的「長處和困難問卷」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中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

參加者在「長處和困難問卷」上的改善情況。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長處

和困難問卷」分數後，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情緒症狀、行

為問題、朋輩問題和總困難分數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p 值< .05）。 

 

8.3 在學的受訪者中，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長處和困難問卷」分數後，相比

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情緒症狀和行為問題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

（p 值< .05）。非在學的受訪者中，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長處和困難問

卷」分數後，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朋輩問題方面有顯著的

改善（p 值< .05）。 

 

8.4 總括而言，在跟進研究中，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在學的計劃參加者有較

低程度的情緒症狀和行為問題，而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也有較低程度的朋

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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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長處和困難問卷」（SDQ）平均分數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所有受訪者 

有利社會行為 6.19 5.84 7.11 6.47 .89 

過度活躍 3.36 3.19 3.54 3.46 .21 

情緒症狀 3.01 2.52 3.50 3.24 .02* 

行為問題 2.27 2.09 2.97 2.80 .01* 

朋輩問題 3.09 2.98 3.41 3.44 .02* 

總困難分數 11.73 10.78 13.41 12.94 .00* 
 

在學的受訪者 

有利社會行為 6.06 5.72 7.04 6.64 .42 

過度活躍 3.48 3.50 3.63 3.63 .98 

情緒症狀 2.97 2.57 3.60 3.51 .01* 

行為問題 2.27 2.17 3.09 3.03 .03* 

朋輩問題 3.09 3.10 3.44 3.51 .25 

總困難分數 11.80 11.35 13.76 13.68 .04* 
 

非在學的受訪者 

有利社會行為 6.43 6.06 7.22 6.17 .27 

過度活躍 3.17 2.67 3.39 3.17 .06 

情緒症狀 3.09 2.42 3.31 2.75 .46 

行為問題 2.27 1.96 2.75 2.40 .25 

朋輩問題 3.08 2.76 3.35 3.32 .03* 

總困難分數 11.61 9.81 12.81 11.65 .03* 
a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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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 

 

8.5 研究以李克特十點量表（10-point Likert scale）為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

加者就學習興趣進行評分（介乎 1 分為對學習完全沒有興趣至 10 分為對

學習非常有興趣）。非在學的受訪者中，計劃參加者的平均分數為 7.06，

非計劃參加者的平均分數為 6.39，表示兩個組別的學習興趣均高於平均水

平。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學

習興趣方面有顯著的增長（p 值< .05）。 

 

8.6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以李克特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介

乎 1 分為非常不同意至 5 分為非常同意）表達對「學習使我快樂」的同意

程度。在學的受訪者中，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3.68 和 3.46。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計劃參加者對「學習使我快樂」

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非計劃參加者（p 值< .05）。 

 

表 8.2：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學習興趣和對「學習使我快樂」的同意程度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所有受訪者 

學習興趣 6.69 6.94 6.45 6.43 .00* 

「學習使我快樂」 3.57 3.72 3.47 3.49 .00* 
 

在學的受訪者 

學習興趣 6.69 6.86 6.42 6.46 .08 

「學習使我快樂」 3.55 3.68 3.50 3.46 .00* 
 

非在學的受訪者 

學習興趣 6.69 7.06 6.51 6.39 .01* 

「學習使我快樂」 3.60 3.79 3.42 3.55 .10 
a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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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其他青年活動 

 

8.7 計劃參加者（約 72.2%）和非計劃參加者（約 68.7%）均表示他們有參加

其他（基金計劃以外）課外活動、補習班或輔導計劃。  

 

表 8.3：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參與基金計劃以外的課外活動、補習班或輔

導計劃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有參加其他（基金計劃以

外）課外活動、補習班或輔

導計劃 

57.0 72.2 54.0 68.7 .38 

沒有參加其他（基金計劃以

外）課外活動、補習班或輔

導計劃 

43.0 27.8 46.0 31.3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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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其他方面的個人發展及學業期望 

 

學業成績 

 

8.8 約 77.3%的計劃參加者曾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約 19.7%仍在

就讀中學而尚未需要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8.9 約 64.9%的非計劃參加者曾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約 30.3%仍在就讀中

學而尚未需要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8.10 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曾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計劃參加者較非計劃參

加者為多（p 值< .05）。 

 

表 8.4：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學業成績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b 52.8 77.3 38.9 64.9 .01* 

仍在就讀中學，而尚未需要

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b 
44.5 19.7 57.8 30.3  

有參加其他公開考試 b 0.0 0.3 0.5 0.9  

沒有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b 2.7 2.7 2.8 3.8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b 可選多項。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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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格及其他技能 

 

8.11 在跟進研究中，約 13.7%的計劃參加者和 6.6%的非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

有取得專業資格。專業資格的例子包括註冊護士、社工、測量師和教師。

約 24.8%的計劃參加者和 16.6%的非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有獲得其他技能

（如：STEM –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領導才能

等）。 

 

8.12 在跟進研究中，表示有取得專業資格的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26.6%）較

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9.1%）為多（p 值< .05）。表示有獲得其他技能

的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22.6%）較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13.0%）為多

（p 值< .05）。 

 

表 8.5：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專業資格和其他技能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所有受訪者 

取得專業資格 8.4 13.7 3.8 6.6 .01* 

獲得其他技能 - 24.8 - 16.6 .02* 
 

在學的受訪者 

取得專業資格 4.3 6.2 2.2 5.2 .72 

獲得其他技能 - 26.1 - 18.7 .11 
 

非在學的受訪者 

取得專業資格 15.3 26.6 6.5 9.1 .00* 

獲得其他技能 - 22.6 - 13.0 .04*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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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期望 

 

8.13 約 46.3%的計劃參加者和 44.1%的非計劃參加者期望自己能夠取得學士學

位。約 38.8%的計劃參加者和 28.9%的非計劃參加者則期望能夠取得碩士

或以上學位。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期望自己能夠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的

計劃參加者（85.1%）較非計劃參加者（73.0%）為多（p 值< .05）。 

 

8.14 此外，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76.3%），較多計劃參

加者（86.9%）感到家人期望他們可以取得學士學位或以上學位（p 值< .05）。 

 

表 8.6：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對學業的期望及家人對其學業的期望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自我期望     .01*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8.1 3.6 11.8 8.1  

文憑／證書課程 7.5 6.6 10.4 10.0  

副學士課程 4.8 4.8 8.1 9.0  

學士課程 43.6 46.3 45.5 44.1  

碩士或博士學位 36.1 38.8 24.2 28.9  
 

家人的期望    .01*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6.9 4.5 11.8 8.1  

文憑／證書課程 8.4 6.3 7.6 8.5  

副學士課程 2.4 2.4 7.6 7.1  

學士課程 62.1 66.0 49.8 55.0  

碩士或博士學位 20.3 20.9 23.2 21.3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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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8.15 顧問團隊採用希望量表（Hope Scale）（Synder et al., 1991）來評估計劃參

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未來路向。希望量表量度希望的兩個元素：動力（即

達到目標的能力）和途徑（即達到目標的方法）。此量度表共有 12 個句子，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需以 4 個選項（介乎 1 為完全不正確至 4 為

完全正確）來回答每個句子。 

 

8.16 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較非計劃參加者有較佳

的達到目標方法（途徑，p 值< .05）。然而，在達到目標能力方面，兩者之

間則沒有明顯差異。 

 

表 8.7：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希望量表之分數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所有受訪者 

動力 11.04 11.08 10.62 10.69 .46 

途徑 11.91 12.22 11.31 11.47 .00* 
 

在學的受訪者 

動力 10.89 10.94 10.38 10.43 .44 

途徑 11.91 12.15 11.11 11.29 .02* 
 

非在學的受訪者 

動力 11.30 11.31 11.04 11.14 .89 

途徑 11.93 12.34 11.65 11.78 .04* 
a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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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發展規劃的看法 

 

8.17 在跟進研究中，絕大部分計劃參加者（94.0%）均認為基金計劃對實踐個

人發展規劃有幫助（例如學業、體育、藝術、事業、社交生活等）。相比起

第二次研究，更多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認為基金計劃對他們的長遠個

人發展有幫助（p 值< .05）。 

 

8.18 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相比起參與其他個人發展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

（68.9%），較多計劃參加者（94.0%）認為基金計劃或其他個人發展計劃

對他們的長遠個人發展有幫助（p 值<.05）。 

 

表 8.8：認為個人發展規劃對達到長遠個人發展的幫助 

 

計劃參加者 

(%) 

參與其他個人發展計劃

的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一點也沒有幫助 0.9 0.9 .00* 0.0 0.0 .30 .00* 

不是很有幫助 6.0 5.1  10.3 31.0   

有些幫助 44.5 38.8  69.0 37.9   

相當有幫助 37.9 42.1  20.7 27.6   

非常有幫助 10.7 13.1  0.0 3.4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參與其他個人發展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c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及「參與其他個人發展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

square test)。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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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在跟進研究中，絕大部分計劃參加者（91.0%）認為基金計劃對訂立他們

的職業發展規劃有幫助。與第二次研究相比，更多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

中認為基金計劃對他們的長遠職業發展有幫助（p 值<.05）。  

 

8.20 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與第二次研究相比，更多計劃在學的參加者（94.8%）

和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83.7%）在跟進研究中認為基金計劃對他們的長

遠職業發展有幫助（p 值<.05）。  

 

表 8.9：按經濟活動狀況分析，認為個人發展規劃對訂立職業發展的幫助 

 
計劃參加者 (%) 

第二次研究 跟進研究 p 值 a 

所有受訪者 

一點也沒有幫助 2.7  1.2  .00* 

不是很有幫助 13.7  7.8   

有些幫助 48.4  48.1   

相當有幫助 25.4  31.9   

非常有幫助 9.9  11.0   
 

在學的受訪者 

一點也沒有幫助 2.4 0.5 .00* 

不是很有幫助 12.3 4.7  

有些幫助 46.9 48.8  

相當有幫助 28.0 34.6  

非常有幫助 10.4 11.4  
 

非在學的受訪者 

一點也沒有幫助 3.2 2.4 .00* 

不是很有幫助 16.1 12.9  

有些幫助 50.8 45.8  

相當有幫助 21.0 27.4  

非常有幫助 8.9 10.5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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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質性研究 

 

對個人發展的長遠影響 

 

改善個人性格及價值觀 

 

9.1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在參與基金計劃後，他們的性格朝正面的方向發展。

營辦機構和友師持續鼓勵計劃參加者投入各種活動和擴闊他們的社交圈

子，付出大量努力，令計劃參加者得以改變。他們的鼓勵對計劃參加者在

改善個人性格及價值觀方面有深遠的影響。例如，一些計劃參加者在參與

基金計劃前較為內向，但他們在基金計劃中得到營辦機構和友師的鼓勵後，

社交能力有所提升，性格亦變得更積極主動。一名計劃參加者描述其經歷

如下： 

 

9.2 有營辦機構指出，在個人發展規劃的框架之下，他們得以舉辦各種各樣的

活動和課程，以豐富計劃參加者的體驗，鼓勵他們發掘潛能，以及協助他

們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此外，營辦機構會定期與計劃參加者進行個人會議，

討論他們的興趣和抱負。 

 

9.3 再者，營辦機構會向建議計劃參加者參與合適的活動，藉此發展其興趣和

長處。營辦機構認為這個過程能夠幫助計劃參加者建立正面的性格特質和

價值觀。例如，一間營辦機構舉辦正向心理課程及其他課程，幫助計劃參

加者建立正面價值觀和自信。這間營辦機構描述其經驗如下： 

“ 
我以前十分內向，如非必要也不會主動與別人傾談。然而，在基金計
劃的三年之間，營辦機構的社工用了很多方法去鼓勵和照顧我，於是
我逐漸與社工和其他計劃參加者建立了關係。我覺得營辦機構的工作
十分有意義，令我大受啟發，立志修讀社工。  

 

如果沒有營辦機構給我的建議，我不可能有機會升讀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以及在將來成為社工。 

” 

（計劃參加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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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部分營辦機構不單注重計劃參加者的個人成長，還重視他們的家長和其他

家庭成員。他們致力拉近計劃參加者和父母之間的距離，例如部分營辦機

構教導計劃參加者的家長使用智能電話，令他們能夠主動與子女交流互動，

以幫助計劃參加者的家庭建立和諧關係。  

 

9.5 友師均表示他們有致力改善計劃參加者的個人性格和價值觀。友師通常和

學員一起參與不同的活動，從而與學員建立更密切的聯繫，逐漸培養他們

的正面價值觀。例如，一名友師和學員一起打籃球，勸勉學員培養合作精

神。這位友師表示在數年之後，該計劃參加者的社交能力有所提升，並建

立了廣闊的社交網絡。  

 

增進知識和技能 

 

9.6 部分年長的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使用了目標儲蓄來報讀課程（例如鋼琴、

駕駛、急救等），而從中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至今仍然能夠用於日常生活

或追求事業之中，可見這些在課程中得到的知識和技能，對計劃參加者的

個人發展實有持續的影響。一名計劃參加者在基金計劃第三年使用其目標

儲蓄，參與了一個急救課程，他指出至今依然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其急

救知識和技能，所學與學校學習的知識有關，因此對他的學業亦有幫助。 

 

 

 

 

“ 
有計劃參加者使用了目標儲蓄報讀歌唱課程。他本來是一個害羞的年
青人，那我們就為他提供表演舞台，以及為他提供了一個正向心理學
課程及形象建立課程。幾年之後，他成功改變了形象，並建立了自信
心。 

” 

（營辦機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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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部分年幼的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有使用目標儲蓄報讀課程，但未有機會學

以致用。然而，他們有在基金計劃的活動中學到各種技能，例如溝通技巧、

理財知識和資源管理技巧等。一間營辦機構指出個人發展規劃令年幼的計

劃參加者得以探索和進一步發展他們的興趣。這間營辦機構描述一名計劃

參加者的經歷如下： 

 

9.8 大部分營辦機構指出，在基金計劃三年間舉辦的定期活動和目標儲蓄有助

計劃參加者學習新知識和技能，以及進一步發展他們的長處。他們從中學

到的知識和技能成為日後追尋志向的重要資產。一間營辦機構指出個人發

展規劃令計劃參加者能夠探索和進一步發展他們的興趣。這間機構描述一

名計劃參加者的經歷如下： 

 

 

 

 

 

 

“ 
我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至少仍能學以致用，例如急救。所學與學校
學習的知識有關，因此對我的學業亦有幫助。  

” 

（計劃參加者 B） 

“ 
其中一名計劃參加者對製作甜品有興趣。透過基金計劃，她得以學習
相關課程和購買製作甜品的用具。中學畢業後，她繼續報讀相關課程，
以增進甜品製作的技巧，最後她成為了一間酒店的甜品師。 

” 

（營辦機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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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部分友師指出，若計劃參加者能將目儲蓄儲使用在適當的地方，這對他們

的長遠發展和全人發展會有正面的影響。一名友師表示他其中一名學員的

英文較差，於是建議學員報讀英文課程。這名學員報讀英文課程後，其英

文科和其他科目的學業成績均有顯著進步。這名友師相信該學員在英文方

面取得的進步，能夠提升他在升學和職業生涯上的競爭力。 

 

9.10 大部分家長表示他們有和子女討論個人發展規劃，並讓子女訂立自己的目

標。他們認為，基金計劃為其子女提供了充足的資源和機會，以培養他們

的興趣和才能。他們的子女遵循在個人發展規劃中訂立的目標，通常使用

目標儲蓄來購買用具，或參與能夠增進知識和技能的課程。例如，一名家

長表示其女兒使用目標儲蓄來學習彈鋼琴，這項技能有助她投身成為幼稚

園教師。這名家長描述其女兒的經歷如下： 

“ 
一名計劃參加者令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立志從醫，並明白若要成
為專業醫生，就必須獲得出色的學業成績和體能，於是她在基金計劃
中使用目標儲蓄，推動自己參與相關課程，並進行體能訓練以保持身
體健康。經過長年的努力和堅持之後，她終能成為醫科學生，這令我
們大受鼓舞。 

” 

（營辦機構 C） 

  

 

“ 
我的女兒在參加基金計劃前，已想學習彈鋼琴。這個計劃令她有機會
學習彈鋼琴，而她在完成計劃後，亦有繼續練習。她想成為幼稚園教
師，她懂得彈鋼琴，會令她在求職時更有競爭力。 

” 

（家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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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個人網絡 

 

9.11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們至今仍然能夠與其他計劃參加者維繫友誼，因此

基金計劃能令他們擴展個人網絡。再者，基金計劃中舉辦的活動和課程能

夠加強計劃參加者的人際溝通技巧，長遠而言可以擴闊他們的社交網絡。 

 

9.12 大部分營辦機構和友師指出計劃參加者改善了他們的社交和溝通技巧。他

們認為這些技巧有助計劃參加者擴展個人網絡和建立社會資本，對他們的

個人發展將有持續的影響。 

 

對個人成長和職業規劃的態度有顯著變化 

 

探索個人發展和職業規劃的不同途徑 

 

9.13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在基金計劃中參與各個種類的活動，如職前培訓工作

坊及職業導向計劃，能夠啟發他們思索個人成長和職業規劃的不同途徑。

在為期三年的基金計劃之中，計劃參加者獲得各種在家中或學校都可能不

會得到的全新體驗，這些體驗促使他們在訂立個人發展規劃時，對自己的

志向和職業產生新的想法和計劃。一名計劃參加者描述其經歷如下： 

 

9.14 部分友師指出計劃參加者參與各個種類的活動（例如職業和職場參觀）後，

開始思考個人發展的不同途徑，以及了解到社會上有不同種類的職業。一

名友師憶述，他的學員在基金計劃中開始思考其職業前景。 

  

“ 
基金計劃給我帶來一些全新而良好的體驗，例如經營年宵攤位。在學
校和日常生活裏，我可能都不會得到這一類的體驗。我從這個活動中
學習到很多，亦開始反思我的優點和未來的職業。 

” 

（計劃參加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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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啟發而對個人成長和職業規劃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 

 

9.15 部分計劃參加者和友師指出，訂立個人規劃和計劃使用目標儲蓄的過程能

夠促使和鼓勵計劃參加者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積極深思自己的短期和長

期目標。而且，在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期間，當計劃參加者逐步完成

各個短期目標後，能夠從中得到成就感，令人鼓舞。計劃參加者透過制訂

個人發展規劃，能夠了解到腳踏實地逐步完成短期目標，就有機會實現長

期目標。一名友師描述其經歷如下： 

 

友師在個人發展規劃中的影響 

 

9.16 部分計劃參加者認為友師在訂立個人發展規劃的過程中扮演了輔助的角

色。一些計劃參加者在訂立個人發展規劃時，會與友師仔細討論他們的興

趣、志向、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並會根據友師的建議而調整規劃。然而，

亦有部分計劃參加者認為友師與他們有代溝，可能不了解他們的想法，因

此較願意與營辦機構討論其個人發展規劃。 

 

9.17 部分友師表示在學員訂立個人發展規劃時，他們會主動參與其中，協助學

員探索其興趣和志向，並提供建議。一名友師描述他如何運用「強弱危機

分析」（SWOT analysis）（是一種策略制訂工具，協助個人或機構找出與規

劃有關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協助一名計劃參加者草擬其個人發展

規劃：  

“ 
訂立個人發展規劃的過程有實際作用，且令人鼓舞。計劃參加者可以
學習如何循序漸進地計劃他們的職業前景，這個過程令他們從中得到
成就感，因此他們會堅持完成各個目標。 

” 

（友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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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機構在個人發展規劃中的影響 

 

9.18 很多計劃參加者表示營辦機構在訂立個人發展機構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

的角色。這些計劃參加者指出營辦機構通常定期與他們會面，向他們提供

指導，以建立個人發展規劃。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營辦機構富有耐心和

體貼的指導促使他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未來，以及實際而深思熟慮地訂

立目標。一名計劃參加者表示： 

 

 

 

 

 

 

 

“ 
我會定期與學員討論個人發展規劃，我運用「強弱危機分析」協助他
了解自己的優點、弱點、機會和外界威脅。其後，他學習到如何以全
面的方法分析自己的個人發展和職業規劃。 

” 

（友師 B） 

“ 
營辦機構就似引領者，指導一班學員循序漸進地思考他們的個人發展
和職業規劃。如果沒有營辦機構的指導，我可能不會在求學時思考這
些問題。 

” 

（計劃參加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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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師友配對 

 

10. 量化研究 

 

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對師友配對的看法 

 

10.1 59.7%的計劃參加者只參加基金計劃的師友配對，40.3%的計劃參加者則

有參加其他師友計劃。85.8%的非計劃參加者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

14.2%的非計劃參加者有參加其他師友計劃。 

 

表 10.1：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對師友配對的看法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

沒有參加其他師友計劃 
71.9 59.7 - - 

參加其他師友計劃 28.1 40.3 12.8 14.2 

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 - - 87.2 85.8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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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約 76.5%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 83.3%參加其他師友計

劃的非計劃參加者表示友師有指導他們他們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例

如：學業、運動、藝術、就業、社交等）。 

 

10.3 相比起第二次研究，在跟進研究中，更多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的計劃

參加者表示友師有指導他們他們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p 值 < .05）。 

 

表 10.2：對友師有沒有為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提供指導的看法  

 

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 

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 

(%) 

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友師有指導 69.5 76.5 .00* 79.2 83.3 .00* .45 

友師沒有指導 30.5 23.5  20.8 16.7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

square 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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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均被要求回答 8 條問題，包括友師是否可以和他

們溝通、友師是否對他們在其他活動獲取的經驗感興趣、友師是否能幫助

他們解決問題等，以評估友師對他們的幫助。研究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4-

point Likert scale）（介乎 1=非常不同意至 4=非常同意）。  

 

10.5 並不出人意料的是，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認為友師的幫

助在數年後明顯減少。結果顯示友師的支援有所減弱，這是因為當計劃參

加者長大以後，友師的介入程度亦會明顯下降。 

 

表 10.3：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認為友師對他們的幫助（平均分數） 

 

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 

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 

(%) 

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友師的幫助 2.91 2.75 .00* 2.67 2.59 .30 .98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

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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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支援 

 

10.6 研究採用多維感知社會支持量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Zimet et al., 1988）以了解到被訪者對社會支援的看法，

量表共有 12 題，分為三個副量表，每個副量表有 4 題，以用作分析家庭、

朋友及其他重要的人給予社會支援的看法。分數介乎 1 至 2.9 即表示低程

度的社會支援，3 至 5 分即表示中等程度的社會支援，5.1 至 7 分即為高

程度的社會支援。 

 

10.7 家庭副量表和朋友副量表的回應顯示，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均得到

高程度的社會支持（他們的平均分數高於 5）。  

 

10.8 其他重要的人是指對個人福祉和自我評價非常重要的一個人，他可以是非

家庭成員，也可以是配偶、伴侶、父母、叔伯、祖父母或兄弟姊妹。結果

顯示，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均認為他們從其他重要的人中得到高程

度的社會支援（其他重要的人副量表的平均分數高於 5）。 

 

表 10.4：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多維感知社會支持量表的平均分數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家庭副量表 5.41 5.37 .37 5.20 5.18 .68 .49 

朋友副量表 5.55 5.52 .46 5.31 5.35 .48 .98 

其他重要的人副量表 5.60 5.61 .80 5.39 5.38 .74 .14 

總平均分數 5.52 5.50 .57 5.30 5.30 .98 .42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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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相比起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

者，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明顯從家庭（p 值< .05）和其

他重要的人（p 值< .05）中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表 10.5：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非

計劃參加者的多維感知社會支持量表的平均分數 

 

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 

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 

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家庭副量表 5.43 5.47 .39 5.21 5.15 .37 .03* 

朋友副量表 5.52 5.57 .12 5.33 5.31 .73 .07 

其他重要的人副量

表 
5.60 5.70 .00* 5.43 5.36 .19 .00* 

總平均分數 5.52 5.58 .03* 5.33 5.27 .35 .01*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

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

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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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0.10 探索和承諾量表（Nurmi, Seginer, & Poole, 1990）用作量度計劃參加者及

非計劃參加者的未來路向之兩個範疇（將來學業及事業）。每個範疇有 14

個項目，分數越高表示受訪者對自己將來的學業及事業有更多的正面探索，

也更加投入。 

 

10.11 相比起第二次研究，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明顯對自己將來的學業（p

值< .05）和事業（p 值< .05）有更多正面探索，也更加投入。  

 

10.12 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計劃參加者明顯比非計劃參加者對自己將來

的學業（p 值< .05）和事業（p 值< .05）有更多正面探索，也更加投入。  

 

表 10.6：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探索和承諾量表的平均分數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將來學業 62.30 63.16 .04* 59.52 58.58 .06 .00* 

將來事業 62.50 63.55 .01* 58.50 58.26 .59 .00*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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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相比起第二次研究，只參加基金計劃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

中，明顯對自己將來的學業（p 值< .05）和事業（p 值< .05）有更多正面

探索，也更加投入。反之，相比起第二次研究，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

非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對自己將來的學業的正面探索和投入程度則

有所下降。 

 

10.14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tests）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

結果顯示相比起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只參加基金計劃

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明顯對自己將來的學業（p 值< .05）和事業（p 值

< .05）有更多正面探索，也更加投入。  

 

表 10.7：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

的非計劃參加者的探索和承諾量表的平均分數 

 

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 

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 

參加其他師友計劃的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將來學業 62.09 63.38 .00* 59.56 58.07 .00* .00* 

將來事業 62.71 63.88 .00* 58.31 57.90 .38 .00*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

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只參加兒童發

展基金的師友配對的計劃參加者」和「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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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質性研究 

 

友師和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後的交流 

 

11.1 部分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後，仍然和友師保持交流及將友師視為朋

友，彼此每月或每年數次相聚用餐和交談。然而，大部分計劃參加者在完

成基金計劃後，都沒有和友師保持聯絡，因為彼此已失去了正式的途徑繼

續會面。 

 

11.2 部分友師在計劃參加者完成基金計劃後，依然會透過社交媒體工具與他們

會面或交談，其中一些友師表示他們已互相建立了友誼關係。有友師表示

他邀請了一名計劃參加者參加自己所屬的教會，並認為這是與計劃參加者

保持聯繫的有效方法。 

 

11.3 很多營辦機構表示他們知道部分友師仍然與計劃參加者保持聯絡，但營辦

機構難以得知友師與計劃參加者在基金計劃完成後的交流情況。部分營辦

機構會邀請往屆的參加者成為基金計劃的友師，以將其經驗傳承給來屆的

參加者。 

 

11.4 部分家長在基金計劃期間，有時候會與友師交流，討論與子女相關的問題，

例如日常生活和學業等。只有少部分家長在基金計劃完成後仍然與友師保

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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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與計劃參加者的關係 

 

11.5 計劃參加者對與友師的關係持有不同意見。部分參加者視友師為朋友、同

伴或關心他們的長輩，並表示友師在基金計劃的三年間一直陪伴他們，給

予建議和安慰。另一方面，一些參加者則指出他們與友師之間有代溝，彼

此難以溝通。一名計劃參加者描述他與友師的長期關係如下： 

 

11.6 大部分友師與其學員的關係良好，他們視學員為朋友，並定期與學員一起

參與活動，即使在基金計劃完成後，大部分友師表示仍然有和部分學員保

持聯絡。部分友師表示自己抱持謙虛的態度與計劃參加者溝通，避免以嚴

肅長輩的形象示人，並進一步指出友誼和信任是這一段關係的基礎。一名

友師描述他與計劃參加者的相處情況如下： 

 

 

 

 

 

“ 
我視學員為朋友，我會與他談論他的學業、日常生活、甚至道德價值
觀。我與他會面時，都會抱持謙虛態度，並會和他一起打籃球，嘗試
向他傳播我的正面價值觀，例如發揮合作精神等。 

” 

（友師 C） 

“ 
我在小學時參加基金計劃，我們那一組的友師會定期與我們會面和交
談。即使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後，我仍然有和友師保持聯絡，在升學
方面，他亦有向我提供建議。  

” 

（計劃參加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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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營辦機構採用不同的方法和活動進行師友配對。部分營辦機構採用個人形

式進行配對，以一名友師帶領一至兩名計劃參加者；亦有營辦機構採用組

別形式進行配對，以一組友師帶領一組計劃參加者。他們通常根據興趣、

年齡和交流情況進行師友配對。一些營辦機構表示，即使他們不可能追踪

每一組師友配對的交流情況，他們仍然能夠透過活動、社交媒體工具和

WhatsApp 群組得知友師和計劃參加者的關係。整體而言，營辦機構認為

友師和計劃參加者的關係良好，部分友師更成為計劃參加者的榜樣。然而，

有小部分營辦機構表示他們缺乏充足時間和資源去密切留意師友配對的

實行進度，亦未能投入大量人力與友師及計劃參加者維持緊密的關係。這

些營辦機構亦知道部分計劃參加者與友師交流時，態度較為冷漠。   

 

11.8 大部分家長指出友師和子女的關係良好。他們與友師交談後，對子女的想

法會有更深入的了解，且在處理子女的日常生活問題時，也會尋求友師的

建議。有數名家長表示友師一直陪伴子女度過他們的成長時期，因此和友

師保持長期的友誼。一名家長指兒子在使用目標儲蓄購買電腦時，友師在

電腦型號方面提供了合適的建議，故對此表示感謝。 

 

 

 

 

 

 

 

 

 

 

“ 
我記得在基金計劃的第二年，家中的電腦壞了。當時我感到氣餒和無
助，因為我的兒子需要用電腦做功課，但我實在買不起一部新電腦。
幸好，我們可以使用目標儲蓄去買電腦，而友師在電腦型號方面提供
了建議。我實在感謝基金計劃和友師，別人可能覺得這只是小事一樁，
但對我來說卻十分重要。 

” 

（家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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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師對計劃參加者發展的影響 

 

改善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 

 

11.9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友師對其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皆有深刻影響。他們指

友師以積極主動的交流、耐心的陪伴和持續的鼓勵，協助他們改善自己的

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一名計劃參加者表示他參加基金計劃後，脾氣大有

改善，因為友師會提醒他在發怒時先冷靜下來，找出生氣的真正原因。另

一名計劃參加者表示友師會向他講述別人的故事，並叮囑他思考他們做壞

事的原因。他每在需要做重要決定想起這些故事。這名計劃參加者描述他

與友師的相處情況如下： 

 

11.10 大部分友師指出計劃參加者變得更成熟和更有自信，在行為舉止和個人性

格方面均有改善。有友師表示一名計劃參加者本來自信心低落，於是鼓勵

他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在完成基金計劃後，他更有自信與別人交談。

另有友師指出，一名計劃參加者以前性格害羞，對母親亦比較反叛，因此

友師有時會提醒他要孝順和尊重母親。這名計劃參加者逐漸改變，與母親

開始重拾良好的關係。這名友師描述其經歷如下： 

“ 
我的友師告訴我很多別人的故事，並叮囑我思考他們做壞事的原因。
那些故事像電影般在我腦海中浮現，令我印象深刻。直至現在，在我
做重要決定之前，我都會先停下來，回想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幫助我
辨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 

（計劃參加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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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發展提出寶貴的建議 

 

11.11 部分計劃參加者指出友師在關鍵時刻向他們提出寶貴的建議，例如他們在

公開考試後需要選擇升讀的專上學院和學科。一名計劃參加者表示，她在

中學文憑考試後，對於選擇合適的大學學科感到猶豫不決，於是友師建議

她全面搜集「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中的學科資訊，並細心思考她

的志向所在。這名計劃參加者描述其經歷如下： 

 

  

“ 
我在中學文憑考試後，對於選擇合適的大學學科感到猶豫不決，於是
詢問友師的建議。她建議我全面搜集「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中的學科資訊，並細心思考自己的志向所在。最後，我選擇了幼兒教
育課程，因為我想做幼稚園教師。 

” 

（計劃參加者 G） 

“ 
他（計劃參加者）本來性格害羞，但在參加基金計劃後，他的思維不
單變得更加成熟，而且他還更願意與別人相處和交流，更有自信和同
情心。再者，他以前與母親相處得並不好，我有時會提醒他要孝順，
體諒母親在外工作辛苦，多些尊重她的想法。令我最為感動的，是有
一次我在他家中吃飯時，見到他照顧母親，這是一個好開始，讓他與
母親重拾良好關係。這令我感到非常高興。 

” 

（友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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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營辦機構表示部分友師不單是計劃參加者的榜樣，還在他們的成長時期提

供了有意義的建議，對他們的長遠發展有正面的影響。例如，有友師協助

一名計劃參加者建立自信，令他得以升讀大學的工程學系。有營辦機構描

述這對友師的關係如下： 

 

 

  

“ 
一名計劃參加者在高中時期參加基金計劃，他的夢想是成為工程師。
他本來缺乏自信，怯於向別人表達自己的感受。在計劃中，友師一直
鼓勵他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在第一次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並不理
想，猶豫是否重讀中六。友師於是鼓勵他重讀，即使在計劃完成後，
也和他保持聯絡。友師在他重讀那一年也有繼續給予建議。重讀後，
他終能升讀大學的工程學系。 

” 

（營辦機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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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目標儲蓄 

 

12. 量化研究 

 

儲蓄習慣 

 

12.1 約 77.6%的計劃參加者和 74.4%的非計劃參加者有工作收入或零用錢。 

 

表 12.1：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中有工作收入或零用錢的比例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有工作收入或零用錢 76.1 77.6 67.3 74.4 .39 

沒有工作收入或零用錢 23.9 22.4 32.7 25.6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中的「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p 值 < .05。 

 

12.2 問卷調查收集了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對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和儲蓄

模式的看法。在有工作收入或零用錢的受訪者中，相比起第二次研究，更

多計劃參加者（80.8%）和非計劃參加者（56.3%）在跟進研究中表示現時

有儲蓄的習慣（p 值 < .05）。 

 

12.3 此外，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80.8%）較非計劃參加者（56.3%）

更多有儲蓄習慣（p 值< .05），表示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後仍有維

持儲蓄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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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中有儲蓄習慣的比例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在學 74.5 76.5 .69 44.0 50.0 .44 .00* 

非在學 74.5 87.3 .02* 44.8 65.5 .03* .00* 

所有受訪者 74.5 80.8 .00* 44.4 56.3 .00* .00*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c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p 值 < .05。 

 

12.4 就現時有儲蓄習慣的計劃參加者而言，他們在跟進研究時的每月儲蓄金額

（港幣$1,446）明顯高於第二次研究時的每月儲蓄金額（港幣$780）（p 值

< .05）。在跟進研究期間，部分計劃參加者已經畢業和有工作收入（非在

學），因此，他們在跟進研究時的每月儲蓄金額（港幣$2,836）明顯高於第

二次研究時的每月儲蓄金額（港幣$1,332）（p 值< .05）。就在學的計劃參

加者而言，他們在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期間的每月儲蓄金額則沒有明顯

的差異。 

 

12.5 就現時有儲蓄習慣的非計劃參加者而言，他們在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期

間的每月儲蓄金額沒有明顯的差異。 

 

12.6 在非在學的受訪者之中，計劃參加者的每月儲蓄金額為港幣$2,836，明顯

高於非計劃參加者（港幣$1,623）（p 值< .05），表示計劃參加者（尤其是

非在學）在完成基金計劃後仍有維持儲蓄習慣。 

 

表 12.3：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平均每月儲蓄金額（港幣 $）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在學 $411 $520 .06 $419 $418 .94 .26 

非在學 $1,332 $2,836 .00* $1,304 $1,623 .33 .02* 

所有受訪者 $780 $1,446 .00* $784 $915 .33 .03*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 T-檢驗（T-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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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目標儲蓄成效的看法 

 

12.7 約 83.9% 的計劃參加者表示基金計劃有助他們為個人發展建立儲蓄習慣。

約 2.4%則表示基金計劃無助他們為個人發展建立儲蓄習慣，因為他們本

身已有儲蓄習慣。其餘計劃參加者（13.7%）則指計劃無助他們為個人發

展建立儲蓄習慣，而他們本身亦沒有儲蓄習慣。 

 

12.8 相比起第二次研究，更多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認為目標儲蓄有助建立

儲蓄習慣（p 值< .05）。 

 

表 12.4：計劃參加者對目標儲蓄有助建立儲蓄習慣的看法 

 

計劃參加者 (%)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目標儲蓄有助建立儲蓄習慣 79.1 83.9 .00* 

相標儲蓄無助建立儲蓄習慣 20.9 16.1 

 本身已有儲蓄習慣 6.0 2.4 

 本身沒有儲蓄習慣 14.9 13.7 

總計 100.0 100.0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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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質性研究 

 

對儲蓄習慣的影響 

 

13.1 計劃參加者就目標儲蓄對儲蓄慣的影響意見不一。部分參加者認為目標儲

蓄有效幫助他們培養儲蓄習慣。在基金計劃的頭兩年，計劃參加者需要每

月儲蓄，令他們逐漸明白到大目標可由小進展累積而成，而且每月只需儲

蓄少量金額，就能幫助他們追求興趣和志向。這種儲蓄模式驅使他們維持

儲蓄習慣，也可令他們意識到儲蓄習慣的重要性。 

 

13.2 另一方面，部分年幼的計劃參加者表示目標儲蓄無助他們建立儲蓄習慣，

因為他們的每月儲蓄都由家長供款，令他們覺得這個項目與自己的努力無

關，以致他們在參加基金計劃時未能養成儲蓄習慣。 

 

13.3 營辦機構表示他們運用不同方法去實行目標儲蓄。部分機構要求計劃參加

者及╱或其家長親自將儲蓄交給他們保管，亦有機構與銀行合作，為計劃

參加者開立銀行戶口。此外，營辦機構會舉辦各種講座和課程，向計劃參

加者解釋理財的重要性。  

 

 

  

“ 
在兩年的目標儲蓄期間，我逐漸明白到，如果能夠定期儲錢，我就可
以達成自己的目標。這驅使我儲錢和建立儲蓄的習慣。 

” 

（計劃參加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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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整體而言，大部分營辦機構認為目標儲蓄為計劃參加者訂立了儲蓄的目標，

能夠有效幫助他們建立儲蓄習慣。擁有銀行戶口的計劃參加者在查閱自己

的儲蓄記錄時，會產生一種成功感，促使他們維持儲蓄的習慣。部分機構

設計了一些計劃和桌上遊戲，教導參加者如何養成儲蓄的習慣。一間營辦

機構講述其實行目標儲蓄的經驗如下： 

 

13.5 大部分友師認為目標儲蓄有助計劃參加者建立儲蓄的習慣，因為計劃參加

者在過程中知道自己可以運用儲蓄來追求興趣和志向，自能促使他們每月

儲錢。 

 

13.6 大部分家長表示目標儲蓄有助其子女培養儲蓄習慣。除了在參加基金計劃

期間每月儲蓄之外，他們的子女也學習到定期儲起零用錢和明智消費。  

  

“ 
在面談的時候，我們會要求報名的參加者填寫一份問卷，以了解他們
的儲蓄習慣。在基金計劃期間，我們設計了一些培訓和桌上遊戲去教
導參加者如何妥善理財。我們想傳播一個訊息，就是儲蓄能夠幫助他
們得到資源去發展興趣和志向。只要他們了解多一點，儲蓄的動機就
會增加。 

” 

（營辦機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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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儲蓄態度的改變 

 

13.7 計劃參加者就目標儲蓄對儲蓄態度改變的影響有不同意見。部分計劃參加

者指他們在參加基金計劃後，改變了對儲蓄的態度。他們明白金錢是能夠

幫助自己達成目標的資源，因此在未來會維持儲蓄習慣。此外，他們在營

辦機構舉辦的課程和培訓中學習到明智消費，以增加自己的儲蓄。再者，

他們開始意識到家庭的收入不多，家長的每月儲蓄其實得來不易，家長付

出的努力令他們更明白儲蓄的重要性。一名計劃參加者講述目標儲蓄對其

儲蓄態度的改變如下： 

 

13.8 然而，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目標儲蓄沒有改變他對儲蓄的態度，因為所有

儲蓄都是由家長供款的，他們為此幾乎沒有付出任何努力。 

 

13.9 營辦機構認為目標儲蓄有改變部分計劃參加者對儲蓄的態度。在為期三年

的基金計劃期間，營辦機構舉辦了各類課程，教導計劃參加者培養儲蓄習

慣和明智理財。一間營辦機構表示很多屬於其中心的計劃參加者學到「先

儲蓄，後消費」的概念，以及抵抗購買非必需產品的引誘。這些概念有改

變計劃參加者對儲蓄的態度。而且，他們完成基金計劃後，會積極行動去

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  

“ 
我知道父母需要每月儲蓄 200 元，並不容易。這令我了解到賺錢的艱
難，以及有必要維持良好的儲蓄習慣。 

” 

（計劃參加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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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大部分家長強調其子女在參加基金計劃後，對儲蓄的態度有所改變。他們

的子女對非必需品的消費大減，並積極儲起零用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會

影響其他家庭成員對儲蓄的態度。一名家長講述其兒子參加基金計劃後的

儲蓄態度如下： 

 

維持儲蓄習慣 

 

13.11 大部分計劃參加者及其家長都指出，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後，均會

維持儲蓄習慣，即使這個習慣不能完全歸功於基金計劃。他們能夠建立持

續的儲蓄習慣，主因是他們明白到儲蓄能幫助自己逐步達成目標。而且，

他們知道持續的儲蓄習慣和明智消費能夠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 

 

  

“ 
我的兒子現在不會任性消費，只會在有需要時購物。而且，他在購物
前都會比較不同產品的價格，例如他在報讀補習班前，會比較各個補
習中心的費用。我的女兒視他為榜樣，在網上購物時亦會先比較價格。   

” 

（家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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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基金計劃的其他影響及對

基金計劃的看法 

 

14. 量化研究 

 

健康狀況 

 

14.1 研究採用兒童生存質量普適性核心量表（第四版 PedsQL 核心量表評）來

評估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健康狀況。該量表包括 4 個層面：身體

效能、情緒、社交和學習表現（介乎 0 = 非常差至 100 = 非常好），分數

越高表示生存健康質量越好。 

 

14.2 在情緒方面，相比起第二次研究（74.88），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的情

緒較好（77.55）（p 值 < .05）。反之，相比起第二次研究（78.67），非計劃

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的情緒較差（76.47）（p 值 < .05）。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One-way ANCOVA test）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結果顯示計劃

參加者的情緒較非計劃參加者好（p 值 < .05）。 

 

14.3 在身體效能和社交能力方面，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結果沒有明顯的差

異。 

 

14.4 在學習表現方面，相比起第二次研究，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在跟進

研究中均有更好的學習表現。這個結果並不出人意料，因為更多受訪者已

經畢業，因此沒有遇到有關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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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健康狀況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身體效能 86.93 86.62 .59 86.08 85.43 .38 .49 

情緒 74.88 77.55 .00* 78.67 76.47 .03* .00* 

社交能力 84.81 85.55 .28 84.60 84.24 .65 .24 

學習表現 75.36 83.52 .00* 75.62 83.58 .00* .95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人力資本及就業狀況 

 

14.5 約 32.5%的計劃參加者和 31.8%的非計劃參加者現正在工作。在現在有工

作的計劃參加者之中，約 17.4%是兼職，82.6%是全職，及 65.1%在現時的

工作任職少於 1 年。在現在有工作的非計劃參加者之中，約 19.4%是兼職，

80.6%是全職，及 61.1%在現時的工作任職少於 1 年。 

 

14.6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按李克特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由 1

分為「沒有興趣」至 5 分為「很大興趣」）為自己對現時工作的興趣進行

評估。計劃參加者（73.4%）比非計劃參加者（38.8%）較多表示對他們的

工作有些興趣和有很大興趣（p 值 < .05）。在現時工作的每月薪酬方面，

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25.4%），較多計劃參加者（45.9%）的每月薪酬為

港幣$15,000 或以上（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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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工作經驗及對工作的態度 

 計劃參加者 

(%) 

非計劃參加者 

(%) p 值 a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現在不是僱員／僱主／自僱 67.5 68.2 .21 

現在是僱員／僱主／自僱 32.5 31.8  

工作的性質   .74 

兼職 17.4  19.4   

全職 82.6  80.6   

受訪者對工作的看法   .00* 

沒有興趣 2.8  9.0   

很少興趣 12.8  23.9   

不肯定 11.0  28.4   

有些興趣 59.6  28.4   

很大興趣 13.8  10.4   

工作的每月薪酬   .02* 

少於$5,000 11.9  11.9   

$5,000 –$9,999 10.1  26.9   

$10,000 – $14,999 32.1  35.8   

$15,000 – $19,999 33.0  16.4   

$20,000 或以上 12.8  9.0   

任職時間   .86 

少於 1 個月 10.1  10.4   

1 個月至少於 3 個月 11.9  14.9   

3 個月至少於 6 個月 22.9  20.9   

6 個月至少於 1 年 20.2  14.9   

1 年至少於 2 年 21.1  19.4   

2 年或以上 13.8  19.4   

總計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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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追求長遠目標的毅力和熱誠 

 

14.7 研究採用簡短毅力量表（Short Grit Scale）（Grit-S; 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 Kelly, 2007）來評估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對追求長遠目

標的毅力和熱誠。這個量度工具有 12 項題目，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

者按五點量表（由 1 分為「完全不像我」至 5 分為「非常像我」）回答每

項題目，分數越高表示越有毅力。 

 

14.8 在對追求長遠目標的毅力方面，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3.52）的分數明顯

高於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3.24）（p 值 < .05）。然而，在對追求長遠目

標的熱誠方面，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分數沒有明顯的差異。 

 

表 14.3：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毅力量表分數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a 
跟進研究 跟進研究 

所有受訪者 

毅力 3.40 3.28 .01* 

熱誠 3.14 3.06 .09 
 

在學的受訪者 

毅力 3.33 3.29 .57 

熱誠 3.14 3.09 .49 
 

非在學的受訪者 

毅力 3.52 3.24 .00* 

熱誠 3.14 3.00 .07 
a 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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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教育和職業的感受 

 

14.9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以七點量表（由 1 分為最負面的感受至 7 分為

最正面的感受）在五對詞語之間評分，以描述自己現在對未來教育和職業

的感受。中點的 4 分代表中立的感受。 

 

14.10 就對未來教育的感受而言，計劃參加者的分數介乎 4.45 至 4.82。相比起

第二次研究，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對未來教育有更正面的感受，

包括有勇氣和心情好（p 值 < .05）。非計劃參加者的分數則介乎 4.22 至

4.45，他們在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分數沒有明顯的差異。  

 

14.11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test）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

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對未來教育有更正面的感受，包括有

勇氣（p 值 < .05）和心情好（p 值 < .05）。 

 

 

表 14.4：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對未來教育的感受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未來教育        

害怕 – 有勇氣 4.67  4.82  .02* 4.56  4.44  .06 .00* 

心灰意冷 – 富有熱誠 4.64  4.69  .51 4.56  4.45  .13 .03* 

心情差 – 心情好 4.50  4.73  .00* 4.50  4.45  .52 .00* 

消極情緒 – 積極情緒 4.46  4.45  .96 4.32  4.22  .13 .06 

恐懼 – 期盼 4.51  4.53  .67 4.39  4.33  .37 .13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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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就對未來職業的感受而言，計劃參加者的分數介乎 4.53 至 4.94。相比起

第二次研究，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對未來職業有更正面的感受，

包括有勇氣和心情好（p 值 < .05）。非計劃參加者的分數則介乎 4.35 至

4.48，他們在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分數沒有明顯的差異。 

 

14.13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COVA test）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

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對未來職業有更正面的感受，包括有

勇氣（p 值 < .05）和心情好（p 值 < .05）。 

 

表 14.5：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對未來職業的感受 

 

計劃參加者 非計劃參加者 

p 值 c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a 第二次 

研究 

跟進 

研究 

p 值 b 

未來職業        

害怕 – 有勇氣 4.81  4.94  .04* 4.60  4.48  .08 .00* 

心灰意冷 – 富有熱誠 4.70  4.62  .15 4.56  4.45  .08 .37 

心情差 – 心情好 4.64  4.88  .00* 4.51  4.45  .45 .00* 

消極情緒 – 積極情緒 4.63  4.53  .11 4.51  4.41  .12 .58 

恐懼 – 期盼 4.64  4.57  .16 4.41  4.35  .40 .58 
a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b 第二次研究和跟進研究的「非計劃參加者」的配對 T-檢驗（Paired t-tests）。 
c 變異數分析（ANCOVA tests）用於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找出跟進研究的「計劃參加者」

和「非計劃參加者」的差異。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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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金計劃是否有幫助的看法 

 

14.14 在跟進研究中，計劃參加者被問及對基金計劃是否有幫助的看法。在跟進

研究中，絕大部分計劃參加者（95.6%）認為基金計劃有幫助。按經濟活

動狀況分析，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41.9%）比在學的計劃參加者（16.1%）

較多表示基金計劃相當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p 值< .05）。 

 

表 14.6：計劃參加者對基金計劃是否有幫助的看法 

 

計劃參加者 

p 值 c 跟進研究 

在學的受訪者 非在學的受訪者 所有受訪者 

一點也沒有幫助 0.0 1.6 0.6 .00* 

不是很有幫助 4.3 3.2 3.9  

有些幫助 79.6 53.2 69.9  

相當有幫助 11.8 37.9 21.5  

非常有幫助 4.3 4.0 4.2  

總計 100.0 100.0 100.0  
a 跟進研究的在學「計劃參加者」和非在學「計劃參加者」的卡方檢驗（Chi-square tests）。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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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質性研究 

 

對計劃參加者的長遠影響 

 

參與基金計劃的好處 

 

15.1 整體而言，所有營辦機構均對基金計劃感到滿意。計劃參加者可從個人發

展規劃、師友配對、目標儲蓄及與其他參加者和持份者的相處中獲益。 

 

15.2 目標為我們的人生帶來方向，因此個人在幼年時期訂立目標是十分重要的。

透過參與師友配對、個人發展規劃及與不同的持份者交流，計劃參加者能

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標和探索個人發展。他們為自己訂立目標，引領自己邁

向成功的道路，容許自己去冒險，並為自己定下挑戰。即使遇到障礙和困

難，他們仍然堅持嘗試完成自己的目標。而且，他們透過基金計劃達到短

期目標，以幫助他們裝備自己，並提升自信心，以在人生的其後階段完成

主要的目標。  

 

15.3 計劃參加者、家長、友師及營辦機構均表示，友師的鼓勵和基金計劃的裨

益改善了計劃參加者的個人性格和價值觀，對他們帶來深遠的影響。此外，

計劃參加者變得更為成熟和自信。 

 

15.4 大部分營辦機構指出，在基金計劃三年間舉辦的定期活動和目標儲蓄幫助

計劃參加者學習新知識和技能，進一步發展他們的長處。另外，大部分營

辦機構表示計劃參加者改善了他們的交際和溝通技巧。 

 

15.5 營辦機構均表示部分友師不單成為計劃參加者的榜樣，還在他們的成長時

期提供有意義的建議，對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實有正面的影響。 

 

15.6 在目標儲蓄方面，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在參與基金計劃後，對儲蓄的態度

有所改變。他們明白金錢是能夠幫助自己達到目標的資源，因此將來亦會

維持儲蓄習慣。此外，他們在營辦機構舉辦的課程和培訓中學習到明智消

費，以增加儲蓄。就長遠發展而言，計劃參加者能夠建立及維持儲蓄習慣，

亦對財富管理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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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金計劃的看法 

 

15.7 大部分營辦機構、計劃參加者、友師及家長就基金計劃對紓緩貧窮的成效

持相近的看法。個人發展規劃對希望在未來的學業和事業追求卓越成績的

學生而言，是最有效的輔助工具之一。一些持份者認為在基金計劃之中，

個人發展規劃的構思包含了反省的概念，能令計劃參加者持續關注自己在

學習技能和知識、發展人際關係、溝通和社交技巧以及獲得實務經驗方面

的進步。計劃參加者能在不同方面加強自己的能力，建立持續的儲蓄習慣，

並更具進取精神，為未來作更好的準備。這些裨益對計劃參加者在未來的

成功有重要意義，在長遠而言有助紓緩貧窮。 

 

15.8 此外，各持份者表示個人發展是計劃參加者實現和充份發揮潛能的過程。

基金計劃為計劃參加者建立了一個平台，讓他們開始為未來規劃。在營辦

機構、友師、家長和其他持份者的幫助下，計劃參加者得以探索有關未來

志向的重要問題、理性地實踐自己的想法、不再盲目幻想、反思自己的生

活、追尋熱愛的事物、開始對自己的優點感到自豪、制訂個人發展規劃、

保持對學習的動機和持續關注學習進度、參加各種活動、建立和維持儲蓄

習慣，以及逐步實踐自己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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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結論 

 

16. 長遠發展 

 

個人發展規劃 

 

精神健康較佳 

 

16.1 「長處和困難問卷」（SDQ）是一份簡短的行為篩選問卷，包括一個評估

有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ur)的部分和四個評估精神病理學的部分

（過度活躍、情緒症狀、行為問題和朋輩問題；Goodman, Meltzer, & Bailey, 

1998）。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長處和困難問卷」分數後，相比起非計劃

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情緒症狀、行為問題、朋輩問題和總困難分數方面

均有顯著的改善（p 值< .05）。 

 

16.2 大部分營辧機構和友師指計劃參加者參與基金計劃中的各種活動後，更懂

得與別人交際及建立社交網絡。整體而言，計劃參加者能夠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和改善個人性格。 

 

更有學習興趣 

 

16.3 計劃參加者自評的學習興趣明顯高於非計劃參加者（p 值< .05），而計劃

參加者對「學習使我快樂」的同意程度亦明顯高於非計劃參加者（p 值< .05）。

這些結果表示計劃參加者在長遠而言比非計劃參加者更有學習興趣，亦在

學習之中找到更多快樂。  

 

較高學業期望 

 

16.4 在學業期望方面，期望自己能夠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的計劃參加者較非計

劃參加者為多（p 值< .05）。 

 

較高學業成就 

 

16.5 在已畢業的受訪者之中，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較多非在學的計

劃參加者曾就讀副學位或以上的課程（例如文憑／證書課程、副學士課程

及學士課程）（p 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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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較佳的專業資格及其他技能 

 

16.6 在專業資格（例如註冊護士、社工、測量師、教師等）及其他技能（例如

STEM –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領導才能等）

方面，表示有獲得專業資格（p 值< .05）和其他技能（p 值< .05）的非在

學的計劃參加者較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為多。 

 

更正面的未來路向 

 

16.7 研究採用「希望量表」為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的未來路向進行評估。

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較非計劃參加者有較佳

的達到目標方法（途徑，p 值< .05）。 

 

16.8 營辦機構、友師和家長表示計劃參加者在參與不同的活動（例如日營、歷

奇訓練計劃、職業和職場參觀）後，其知識及技能均有所增長。計劃參加

者對自己和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並開始探索自己的能力和為未來訂立志

向。在長遠發展方面，部分計劃參加者能夠將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運用於日

常生活之中。 

 

對個人發展規劃的正面看法 

 

16.9 在跟進研究中，大部分計劃參加者均認為基金計劃對訂立和實踐個人發展

規劃（例如學業、體育、藝術、事業、社交生活等）及訂立職業發展計劃

有幫助。相比起第二次研究，更多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認為基金計劃

對他們的長遠個人發展（途徑，p 值< .05）和長遠職業發展（途徑，p 值

< .05）有幫助。 

 

16.10 大部分營辦機構和友師指出計劃參加者改善了他們的社交和溝通技巧。他

們認為這些技巧有助計劃參加者擴展個人網絡和建立社會資本，對他們的

個人發展將有持續的影響。 

 

16.11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在基金計劃中參與各個種類的活動（例如職前培訓工

作坊及職業導向計劃），能夠啟發他們思索個人成長和職業規劃的不同途

徑。此外，部分計劃參加者和友師指出，訂立個人規劃和計劃使用目標儲

蓄的過程能夠促使和鼓勵計劃參加者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積極深思自己

的短期和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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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配對 

 

更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16.12 研究以「多維感知社會支持量表」評估計劃參加者從家庭、朋友及其他重

要的人（即對個人發展和自我評價非常重要的任何人）所得的社會支援程

度。相比起沒有參加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加者，只參加基金計劃的師

友配對（但沒有參與其他師友計劃）的計劃參加者明顯從家庭（p 值< .05）

和其他重要的人（p 值< .05）中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結果顯示計劃

參加者能夠建立支援網絡，並從家庭及其他重要的人中得到持續的社會支

援。 

 

更正面的未來路向 

 

16.13 研究採用「探索和承諾量表」來量度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未來路

向之兩個範疇（學業及職業）。相比起沒有參與任何師友計劃的非計劃參

加者，只參與基金計劃師友配對（但沒有參與其他師友計劃）的計劃參加

者明顯對自己將來的學業及事業有更多的正面探索（p 值< .05），也更加

投入（p 值< .05）。 

 

改善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 

 

16.14 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友師對其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皆有深遠影響。他們指

友師以積極主動的交流、耐心的陪伴和持續的鼓勵，協助他們改善自己的

行為舉止和個人性格。另一方面，大部分友師亦指出計劃參加變得更加成

熟和有自信。 

 

友師的幫助 

 

16.15 相比起第二次研究，在跟進研究中，更多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但沒

有參與其他師友計劃）的計劃參加者表示友師有指導他們他們訂立及實踐

個人發展規劃（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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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均被要求回答 8 條問題，包括友師是否可以和他

們溝通、友師是否對他們在其他活動獲取的經驗感興趣、友師是否能幫助

他們解決問題等，以評估友師對他們的幫助。只參加基金計劃師友配對的

計劃參加者認為友師對他們有幫助，然而，他們認為在完成基金計劃的四

至七年後，友師的幫助明顯減少（p 值< .05）。結果顯示友師的支援有所減

弱，這是因為當計劃參加者長大以後，友師的介入程度亦會明顯下降。 

 

16.17 計劃參加者、友師和營辦機構均強調師友配對的重要性，以及這個元素對

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有正面的影響。 

 

目標儲蓄 

 

持續的儲蓄習慣 

 

16.18 超過四分之三的計劃參加者現時有儲蓄習慣，他們的平均儲蓄金額為每月

港幣$1,446。計劃參加者較非計劃參加者更多有儲蓄習慣（p 值< .05），表

示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的四至七年後仍有維持儲蓄習慣。 

 

16.19 在非在學的受訪者之中，計劃參加者的每月儲蓄金額為港幣$2,836，明顯

高於非計劃參加者（港幣$1,623）（p 值< .05），表示計劃參加者（尤其是

非在學的）在開始賺取收入後採取有儲蓄習慣的生活方式。 

 

16.20 大部分營辦機構、友師和家長均認為目標儲蓄為計劃參加者訂立儲蓄目標，

能有效培養他們的儲蓄習慣。 

 

對目標儲蓄的正面看法 

 

16.21 大部分計劃參加者表示基金計劃有助他們為個人發展建立儲蓄習慣。相比

起第二次研究，更多計劃參加者在跟進研究中認為目標儲蓄對他們有幫助

（p 值< .05）。 

 

16.22 質性研究顯示，部分計劃參加者指他們在參加基金計劃後，改變了對儲蓄

的態度。他們明白金錢是能夠幫助自己達成目標的資源，因此在未來會維

持儲蓄習慣。此外，他們在營辦機構舉辦的課程和培訓中學習到明智消費，

以增加儲蓄。 

 

16.23 就長遠發展而言，計劃參加者能夠建立及維持儲蓄習慣，亦對財富管理有

更深入的理解。 



82 

 

基金計劃的整體影響 

 

情緒較好 

 

16.24 研究採用兒童生存質量普適性核心量表（第四版 PedsQL 核心量表評）來

評估計劃參加者及非計劃參加者的健康狀況。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

結果顯示在跟進研究中，計劃參加者的情緒較非計劃參加者好（p 值 < .05）。   

 

對工作更有興趣和每月薪酬更高 

 

16.25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按李克特五點量表為自己對現時工作的興趣

進行評估。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者較多表示對他們的工作有些興趣和

有很大興趣（p 值 < .05）。在現時工作的每月薪酬方面，相比起非計劃參

加者，較多計劃參加者的每月薪酬為港幣$15,000 或以上（p 值 < .05）。 

 

紓緩跨代貧窮 

 

16.26 相比起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更多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表示其家庭沒有

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p 值< .05）。跟進研究的結果顯示

基金計劃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的影響。 

 

對追求長遠目標的毅力更強 

 

16.27 研究採用簡短毅力量表（Short Grit Scale）（Grit-S; 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 Kelly, 2007）來評估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對追求長遠目

標的毅力和熱誠。在追求長遠目標的毅力方面，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3.52）

的分數明顯高於非在學的非計劃參加者（3.24）（p 值 < .05）。 

 

更有勇氣和好心情面對未來的教育和職業 

 

16.28 計劃參加者和非計劃參加者以七點量表（由 1 分為最負面的感受至 7 分為

最正面的感受）在五對詞語之間評分，以描述自己現在對未來教育和職業

的感受。在控制第二次研究的分數後，結果顯示計劃參加者比非計劃參加

者對未來教育和職業有更正面的感受，包括有勇氣（p 值 < .05）和心情好

（p 值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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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金計劃的正面看法 

 

16.29 絕大部分計劃參加者認為基金計劃有幫助。在完成基金計劃的四至七年後，

非在學的計劃參加者比在學的計劃參加者較多表示基金計劃有較高程度

的幫助（p 值< .05）。 

 

16.30 大部分營辦機構均對基金計劃感到滿意，他們相信計劃參加者可從個人發

展規劃、師友配對、目標儲蓄及與其他參加者和持份者的相處中獲益。基

金計劃為計劃參加者建立了一個平台，讓他們開始為未來規劃。在營辦機

構、友師、家長和其他持份者的幫助下，計劃參加者得以探索有關未來志

向的重要問題、理性地實踐自己的想法、不再盲目幻想、反思自己的生活、

追尋熱愛的事物、開始對自己的優點感到自豪、制訂個人發展規劃、保持

對學習的動機和持續關注學習進度、參加各種活動、建立和維持儲蓄習慣，

以及逐步實踐自己的計劃。此外，計劃參加者通過基金計劃達成一系列短

期的目標，藉此增加他們的自信心，亦有助他們在往後的人生階段達成重

大的目標。 

 

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 

 

16.31 計劃參加者在完成基金計劃的四至七年後，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他們有

較少問題行為，精神健康較佳；更有學習興趣，在學習之中找到更多快樂；

對在專上教育取得更高學業成績抱有期望；在已畢業的受訪者中，取得較

高學業成績、獲得較佳的專業資格和其他技能的一群；有較高程度的規劃

來達成目標；從家庭和其他重要的人中得到較高程度的社會支援；對未來

的學業和事業表現出較高程度的正面探索和投入；及能夠維持儲蓄習慣和

儲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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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現就基金計劃的三項主要元素（個人發展規劃、師友計劃、目標儲蓄）總

結計劃參加者的長遠發展於下表： 

 

 第二次研究 跟進研究 

個人發展規劃 

較少問題行為及精神

健康較佳 

較少過度活躍的行為、情緒

症狀、行為問題和朋輩問題 

在情緒症狀、行為問題和朋

輩問題方面有明顯改善 

更有學習興趣 學習動機更大 學習動機更大 

較高學習期望 更多參加者期望取得學士學

位或以上學位的期望 

更多參加者期望取得學士學

位或以上學位的期望 

更高學業成績 – 更多已經畢業的參加者曾經

就讀副學士或以上程度的課

程 

獲得較佳的專業資格

及其他技能 

– 更多參加者獲得專業資格及

其他技能 

更正面的未來路向 更高程度的達到目標能力和

達到目標方法 

更高程度的達到目標方法 

師友配對 

更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從家庭、朋友和其他重要的

人中得到更高程度的社會支

援 

從家庭和其他重要的人中得

到更高程度的社會支援 

更正面的未來路向 對將來的學業和事有更多正

面探索和更加投入 

對將來的學業和事有更多正

面探索和更加投入 

目標儲蓄 

維持儲蓄習慣 更多參加者有儲蓄習慣 更多參加者有儲蓄習慣 

有更多儲蓄 – 有更多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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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 在基金計劃的長遠整體影響方面，相比起非計劃參加者，計劃參加者在完

成計劃的四至七年後，情緒狀況較好、對現時的工作有較大興趣、已畢業

的一群有較高月薪及對追求長遠目標的毅力較強、更有勇氣和好心情面對

未來的教育和職業。 

 

16.34 現總結基金計劃對計劃參加者的長遠整體影響如下： 

 

 第二次研究 跟進研究 

整體影響 

生活質素更好 情緒狀況較好 情緒狀況較好 

對工作更有興趣 對工作有更大的興趣 對工作有更大的興趣 

每月薪酬較高 – 已經畢業的參加者有較高月

薪 

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

面的影響 

– 較多參加者的家庭沒有接受

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

援助 

對追求長遠目標的毅

力較強 

– 已經畢業的參加者對追求長

遠目標的毅力較強 

未來教育和職業 – 更有勇氣和好心情面對未來

的教育和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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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在理論基礎指引下的基金計劃成果 

 

 

 

 

 

 

 

 

 

 

 

 

 

 

 

 

 

 

 

 

 

16.35 研究結果顯示，基金計劃的三個主要元素（個人成長規劃、師友配對及目

標儲蓄）相輔相承，每個元素對計劃參加者各有獨特的長遠影響。因此，

這三個元素在基金計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16.36 研究結果證實師友配對在這個資產建立的計劃中是關鍵部分。計劃參加者

在友師的指導下，建立儲蓄習慣和學習將儲蓄用於個人發展。藉着這個過

程，計劃參加者可以得到更多社會支援，以及探索事業發展的志向。因有

正面的未來路向，他們會更有興趣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更有紀律。由於生

活方式變得更有規律，他們的健康狀況更好，問題行為也隨之減少。計劃

參加者更投入去達成自己的個人發展規劃，令親子關係也能得到改善。 

 

16.37 有相當比例的計劃參加者已開始工作，由於他們工作的動機較高，因此工

作表現穩定，收入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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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總結而言，基金計劃能為計劃參加者的有形資產、態度和技能帶來正面影

響。目標儲蓄是一個具體的方法，幫助缺乏資源的計劃參加者。對於大部

分計劃參加者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學習使用目標儲蓄來實行個人發展規

劃。友師的指導和實行個人發展規劃能令計劃參加者對學業和工作產生正

面的態度。計劃參加者在社交技巧和解決困難的能力、資源管理、建立持

續的儲蓄習慣及為未來長遠發展訂立目標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這些裨

益對他們在未來的成功十分重要。 

 

16.39 研究結果發現，相比起在職的非計劃參加者，在職的計劃參加者的每月薪

酬較高，而且較少在職的計劃參加者有接受社會福利署的經濟援助，顯示

基金計劃對紓緩跨代貧窮有正面的影響，以及鼓勵計劃參加者為未來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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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建議 

 

(1) 為年長參加者和年幼參加者分別制訂適切的計劃 

 

17.1 部分營辦機構和計劃參加者認為年幼參加者和年長參加者的需要和目標

有別，因此應該採取不同方法為他們規劃未來。年幼參加者一般缺乏成熟

的心智和動機為長遠發展作規劃，營辦機構和友師或者需要更加努力去協

助他們培養和發掘興趣。另一方面，年長參加者則通常比較成熟，對志向

和未來職業亦已訂下目標。另外需留意的是，基金計劃的最終目標是幫助

參加者擺脫貧窮，而追求合適的職業正是令他們可以自主改善生活的起點。 

 

17.2 根據規定，在為期三年的基金計劃期間，每間營辦機構都必須最少提供十

個培訓計劃。營辦機構有一定自主權和彈性為參加者提供適切或嶄新的培

訓，以切合他們的需要。考慮到年幼參加者和年長參加者的不同需要和目

標，建議應鼓勵營辦機構為兩者分別提供適切的計劃。對於年幼參加者，

營辦機構可以為他們舉辦更多發展計劃，以協助他們探索潛能和長處，例

如全方位學習活動、技能和知識工作坊以探索他們的興趣。對於快將需要

為未來職業作決定的年長參加者，營辦機構可以為他們舉辦更多職業導向

計劃，在學校以外加強他們的就業準備和就業能力，以及增加他們對不同

就業途徑的認識，例如職前培訓工作坊、透過職場參觀、機構和企業代表

的分享會，以及不同行業和企業的工作實習，以獲取與職業相關的經驗及

體驗。 

 

(2) 舉辦工作坊以分享良好的師友配對安排 

 

17.3 師友配對是基金計劃中的主要元素。然而，營辦機構各有不同方法進行師

友配對，成效亦有分別。例如，部分機構採用組別形式進行配對，以一組

友師帶領一組學員，如此，組內的友師便各有不同性格和長處，能照顧有

不同需要的學員。另外，部分營辦機構經常透過即時聯絡通訊應用程式（例

如 WhatsApp 群組）與一組友師聯絡，令友師得以互相分享經驗和感受，

營辦機構亦可藉此與友師維持緊密聯繫，可在適當時候提供支援。可是，

良好的友師配對安排未必能在營辦機構之間交流和分享。 

 

17.4 因此，顧問團隊建議可以舉辦工作坊，邀請營辦機構分享良好的友師配對

安排，令各機構得以參考彼此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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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不同屆別的計劃參加者進行交流 

 

17.5 部分營辦機構、計劃參加者及其友師均表示，在完成基金計劃後，他們便

難以維持長期的關係。部分營辦機構認為「薪火相傳」十分重要，希望應

屆甚至是將來的參加者能夠傳承良好的經驗。因此，他們可以自願參與的

方式邀請往屆的計劃參加者與應屆參加者分享經驗。這種做法不單令應屆

參加者有機會認識較年長的同輩，擴展社交網絡，還能促使往屆的參加者

在將來成為友師。 

 

17.6 顧問團隊建議可以鼓勵營辦機構更積極地促進不同屆別的計劃參加者進

行交流，令應屆及往屆的計劃參加者都能夠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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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次及第二次聯繫工作的 

資料頁 

 

 



91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參加者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 

資料頁 
 

編號：_________    
 

 

研究目的： 

勞工及福利局現正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顧問團隊）進行是次研究，旨在評估「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成效，及分析計劃對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帶來的影響。若你對是次調查有任何疑問，

可致電熱線 2511 1515 向研究員查詢。 

 

資料保密： 

 是次跟進研究期間所蒐集到的資料將嚴加保密，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數

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用途。 

 

資料收集指引： 

 請細閱以下的題目，並在每一題合適的方格內以  ✓  來表示你選擇的答案，或在適當的橫線上

寫明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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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A1 性別： 

1 □ 男    2 □ 女 

 

A2 年齡：____________歲 

 

A3 你現在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1 □ 小學_______年級  

2 □ 中學_______年級   

3 □ 毅進／展翅   

4 □ 文憑 

5 □ 高級文憑 

6 □ 副學士 

 7 □ 學士 

 8 □ 學士以上學歷 

 

A4 你現在的經濟活動身份是： 

1 □ 僱員   4 □ 料理家務者 

2 □ 自僱   5 □ 學生 

3 □ 僱主   6 □ 退休人士 

     7 □ 沒有事做，而正在找尋工作 

     8 □ 沒有事做，但現在沒有找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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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有關教育、職業的問題 

 

B1 在思考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詞語描

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情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B2 在思考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詞語描

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情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B3 請仔細閱讀每道題目，並儘快做出回答。 

每道題目都有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4 個等級的答案，請在符合自己情況的相應數位上打“√”。你的回答

沒有對錯，好壞之分，請你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回答。 

 

 完全不

正確 

不正確 正確 完全 

正確 

(1) (2) (3) (4) 

1.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很成功。 □ □ □ □ 

2. 我總是能夠達到自己所確立的目標。 □ □ □ □ 

 

 

 
第三部分：聯絡方法 

 

C1 家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C2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C3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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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調查的調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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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的調查項目 

主要指標 調查項目 年長和年幼 

的參加者 

非參加者 

人口和社會經濟概況 

兒童概況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狀況 

被診斷的障礙 

長期病患 

居港年期 

出生地點 

✔ 

 

✔ 

 

家長概況 年齡 

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狀況 

被診斷的障礙 

長期病患 

居港年期 

出生地點 

✔ 

 

✔ 

 

家庭結構 父母的婚姻狀況 

住戶收入 

居住安排 

居住地區 

✔ 

 

✔ 

 

經濟援助 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 ✔ ✔ 

 

個人資料和學校生活 

社會支援 多維感知社會支持量表﹙Zimet, et al., 1988﹚，一

共 12 道題目，包括三種主要社會支持來源（家

人、朋友、其他重要的人）的子量表 

✔ 

 

✔ 

 

老師評價 學業成績和在學校的表現 ✔ ✔ 

學習動機 受訪者的學習動機 ✔ 

 

✔ 

 學業期望 對學業及成績的期望  

 
✔ 

 

✔ 

 參與其他青年計劃 參與其他青年計劃（如有） ✔ 

 

✔ 

 學業成績及其他個

人發展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HKDSE﹚及學業表現 

其他技能和潛能：STEM – 科學、技術、工程

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領導才能等 

✔ 

 

✔ 

 

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專業資格和工作收入 

對工作的滿意度 

就業結果 

✔ 

 

✔ 

 

個人行為 長處和困難量表﹙SDQ﹚，一共 25 道題目，針對

兒童在情緒、行為、過度活躍、朋輩、利他行為

的表現﹙兒童及家長版本﹚ 

✔ 

 

✔ 

 

未來方向 希望特質量表﹙Snyder et al., 1991﹚，一共 12 道題

目 

長遠目標 

職業志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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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標 調查項目 年長和年幼 

的參加者 

非參加者 

健康狀況 

生活質素 兒童生存質量普適性核心量表﹙PedQL; Lau et al., 

2010﹚，一共 23 道題目 
✔ 

 

✔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自信心 
✔ 

 

✔ 

 

未來路向 

未來路向 探索和承諾量表 ✔ 

 

✔ 

 

對返求長遠目標的

毅力和熱誠 

簡短毅力量表（Short Grit Scale）（Grit-S; 

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 Kelly, 2007），一

共 12 道題目 

✔ 

 

✔ 

 

計劃的成效 

目標儲蓄 現時的儲蓄習慣 ✔ 

 

✔ 

 

個人發展規劃 對參加者的幫助 ✔ 

 

✔ 

師友配對  對參加者的幫助 ✔ 

 

- 

 

計劃對參加者兄弟姐妹的影響 

計劃的影響 計劃對參加者兄弟姐妹的影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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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調查問卷 

 

參加者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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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參加者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 

參加者問卷 

編號：_________    
 

 

研究目的： 

勞工及福利局現正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顧問團隊）進行是次研究，旨在評估「兒童發

展基金」計劃的成效，及分析計劃對參加者帶來的長遠發展。若你對是次調查有任何疑問，可致電熱線

2511 1515 向研究員查詢。 

 

資料保密： 

 是次跟進研究期間所蒐集到的資料將嚴加保密，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數據，

不作個別發表。所有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用途。 

 

資料收集指引： 

 請細閱以下的題目，並在每一題合適的方格內以  ✓  來表示你選擇的答案，或在適當的橫線上寫明

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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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家庭及個人資料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A1  性別： 1 男 2 女 (1) (2)    

A2  年齡： 

X  = 已去世 

 

     

A3  教育程度：      

 1 無/幼稚園 

2 小一 

3 小二 

4 小三 

5 小四 

6 小五 

7 小六 

8 中一 

9 中二 

10 中三 

11 中四 

12 中五 

13 中六 

14 中七 

15 毅進/展翅 

16 文憑 

17 高級文憑 

18 副學士 

19 學士 

20 學士以上

學歷 

 

 

 

 

 

     

A4  (a) 現在有沒有工作或做生意？      

1 僱員 

2 自僱 

3 僱主 

4 料理家務者 

 

5 學生 

6 退休人士 

7 沒有事做，而正在找尋工作 

8 沒有事做，但現在沒有找尋

工作 

(b) 在過去一年，失業的時間有多久？ 

______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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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A5  (a) 是否有以下的障礙，並在括弧內寫上最早被

診斷的年齡？ 

     

1 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      

   1 缺失肢體 □ (  ) □ (  ) □ (  ) □ (  ) □ (  ) 

   2 痙攣 □ (  ) □ (  ) □ (  ) □ (  ) □ (  ) 

   3 癱瘓 □ (  ) □ (  ) □ (  ) □ (  ) □ (  ) 

 99 沒有以上身體活動上的限制 □ □ □ □ □ 

2 視覺有困難      

   1 完全失明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助視器才能看得清楚 □ (  ) □ (  ) □ (  ) □ (  ) □ (  ) 

 99 視覺沒有問題 □ □ □ □ □ 

3 聽覺有困難      

   1 完全失聰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助聽器才能聽得清楚 □ (  ) □ (  ) □ (  ) □ (  ) □ (  ) 

 99 聽覺沒有問題 □ □ □ □ □ 

4 語言表達有困難      

   1 完全不能說話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儀器才可以說話 □ (  ) □ (  ) □ (  ) □ (  ) □ (  ) 

 99 語言表達沒有問題 □ □ □ □ □ 

5 精神病／情緒病（例如：創傷後壓力症、

焦慮症、憂鬱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6 自閉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7 特殊學習困難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8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9 智障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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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b) 是否需要特定輔助工具？ 

1 需要輪椅或其他輔助工具行路 

2 需要配帶義肢 

3 需要別人幫助才可以上落樓梯 

4 不需要使用輔助工具 

     

A6  是否有以下的長期病患，並在括弧內寫上最早

被診斷的年齡？ (可選擇多項) 

     

1 高血壓 □ (  ) □ (  ) □ (  ) □ (  ) □ (  ) 

2 心臟病 □ (  ) □ (  ) □ (  ) □ (  ) □ (  ) 

3 哮喘 □ (  ) □ (  ) □ (  ) □ (  ) □ (  ) 

4 糖尿病 □ (  ) □ (  ) □ (  ) □ (  ) □ (  ) 

5 腎病 □ (  ) □ (  ) □ (  ) □ (  ) □ (  ) 

6 白內障 □ (  ) □ (  ) □ (  ) □ (  ) □ (  ) 

7 肺結核病 □ (  ) □ (  ) □ (  ) □ (  ) □ (  ) 

8 消化性潰瘍 □ (  ) □ (  ) □ (  ) □ (  ) □ (  ) 

9 皮膚病 □ (  ) □ (  ) □ (  ) □ (  ) □ (  ) 

10 沒有任何以上長期病患 

 
□ □ □ □ □ 

A7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同居 

3 已婚 

4 配偶已去世 

5 現正分居 

6 現已離婚 

 

A8  家庭平均每月總收入 (包括所有薪金、綜援、

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及投資收入等) 

 

     

1. 沒有收入 

2. $1–$4,999 

3. $5,000–$9,999  

4. $10,000– $14,999  

5. $15,000– $19,999  

 

6. $20,000– $24,999 

7. $25,000– $29,999 

8. $30,000– $34,999 

9. $35,000 或以上 

10. 不知道 

 

A9  (a) 你是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1是 2不是 

(b) 你是那一年來香港定居？ (  ) (  ) (  ) (  ) (  ) 

1自出生以來 2自______ 年來港定居 

 
年 年 年 年 年 

A10  你的出生地是：      

 1 香港 

2 澳門 

3 廣東省 

4 其他中國省市，請註明 

5 其他國家，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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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現在與你同住的家庭成員：(可選多項) 

1 □ 父親       5 □ 繼父/母 

2 □ 母親       6 □ 親戚：共 _____ 人 

3 □ 爺爺/嫲嫲/外公/外婆：共 _____ 人 7 □ 學校寄宿 

4 □ 兄弟姊妹：共 _____ 人        8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 主要照顧你的人士？ (可選多項) 

1 □ 父親       5 □ 繼父/母 

2 □ 母親       6 □ 親戚：共 _____ 人 

3 □ 爺爺/嫲嫲/外公/外婆：共 _____ 人 7 □ 學校寄宿 

4 □ 兄弟姊妹：共 _____ 人    8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 你現在居住在哪一區？ 

1 □ 中西區  6 □ 深水埗  11 □ 荃灣  16 □ 粉嶺  21 □ 東涌 

2 □ 灣仔  7 □ 九龍城  12 □ 屯門  17 □ 大埔  22 □ 離島 

3 □ 東區  8 □ 黃大仙  13 □ 元朗  18 □ 沙田   

4 □ 南區         9 □ 觀塘  14 □ 天水圍  19 □ 西貢 

5 □ 油尖旺     10 □ 葵青  15 □ 上水  20 □ 將軍澳  

   

 

A14 你的家庭現時有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1 □ 有，如可以的話請列出每項資助所獲得的金額： 

資助項目一：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二：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三：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四：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五：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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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狀況及學業生活 

 

B1 就以下的句子，指出你的同意程度： 

 
極不 

同意 

很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中立 

稍為 

同意 

很 

同意 

極 

同意 

  (1) (2) (3) (4) (5) (6) (7) 

1. 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總有一個好朋友在我身邊。 □ □ □ □ □ □ □ 

2. 我有一個好朋友，我可以跟他／她分享我的快樂與憂傷。 □ □ □ □ □ □ □ 

3. 我的家人真正地盡力幫助我。 □ □ □ □ □ □ □ 

4. 我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我情感上需要的説明和支援。 □ □ □ □ □ □ □ 

5.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她會安慰我。 □ □ □ □ □ □ □ 

6. 我的朋友真正地盡力幫助我。 □ □ □ □ □ □ □ 

7. 當遇到困難時，我可以倚靠我的朋友。 □ □ □ □ □ □ □ 

8. 我可以跟我的家人談論我的難題。 □ □ □ □ □ □ □ 

9. 我有我可以與他們分享快樂與憂傷的朋友。 □ □ □ □ □ □ □ 

10. 我的生命中有一個好朋友，他／她關心我的感受。 □ □ □ □ □ □ □ 

11. 我的家人願意幫助我做決定。 □ □ □ □ □ □ □ 

12. 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談論我的難題。 □ □ □ □ □ □ □ 

 

B2 總體來說，你覺得自己對學習有多大興趣。請以 1 至 10 分來表示，1 分是完全沒有興趣，10 分是非常有興

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 □ □ □ □ 

 

B3 學習使我快樂。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一般  4 □ 同意  5 □ 非常同意 

 

B4 你期望自己達至甚麼程度的學歷目標？ 

1 □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4 □ 學士學位 

2 □ 專上教育 （文憑／證書課程）  5 □ 學士學位以上 （如碩士或博士學位）  

3 □ 專上教育 （副學士課程）   6 □ 其他，請註明（如專業資格等）: ______________ 

 

B5 你的家人期望你達至甚麼程度的學歷目標？ 

1 □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4 □ 學士學位 

2 □ 專上教育 （文憑／證書課程）  5 □ 學士學位以上 （如碩士或博士學位）  

3 □ 專上教育 （副學士課程）   6 □ 其他，請註明（如專業資格等）: ______________ 

 

B6 你當時除了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外，還有沒有參加其他的課外活動／補習班／輔導計劃等？ 

1 □ 有，那類型的計劃／活動（可選多項） 

1 □ 財務規劃及個人資產發展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2 □ 職業志向／課堂外學習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3 □ 定期及有導師帶領的體育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4 □ 定期及有導師帶領的制服團體活動，參與了____________年 

5 □ 補習班，補習了____________年 

6 □ 「共創成長路」 

7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參與了____________次/年 

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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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你是否曾參與中學文憑試/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可選多項)   

1 □ 中學文憑試，成績如何？ 

 

 
缺席  

(1)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5*級  5**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c. 數學 □ □ □ □ □ □ □ □ 

d. 通識 □ □ □ □ □ □ □ □ 

 

2 □ 香港中學會考，成績如何？ 

 

 
缺席  

(1) 

U 級   F 級  E 級  D 級  C 級  B 級  A 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c. 數學 □ □ □ □ □ □ □ □ 

 

3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如何？ 

 

 
缺席  

(1) 

U 級   F 級  E 級  D 級  C 級  B 級  A 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4 □ 仍在就讀中學，尚未需要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跳至題 B10)  

5 □ 有參加其他中學階段公開考試 (例如 GCE、GCSE、IB 等)，請註明：＿＿＿__________＿＿＿＿ 

 該公開考試之英文科成積：＿＿＿＿＿＿＿＿＿＿ 

6 □ 沒有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B8 完成中學課程後，你有沒有繼續升學？ 

1 □ 沒有繼續升學，也沒有重讀中五/六/七課程 (跳至題 B10) 

2 □ 沒有繼續升學，但有重讀中五/六/七課程 (跳至題 B10)  

3 □ 中六畢業後，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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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完成中學課程後，你曾就讀或現在就讀以下哪些課程？（可選多項） 

1 □ 展翅 / 毅進課程 

2 □ 文憑 / 證書課程 (VTC 或 IVE 或建造業訓練局)  

3 □ 文憑 / 證書課程 (其他院校) 

4 □ 高級文憑課程 (VTC 或 IVE 或建造業訓練局) 

5 □ 高級文憑課程 (其他院校) 

6 □ 護士課程 

7 □ 牙科課程 

8 □ 非學位教師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9 □ 副學士課程 

10 □ 學士課程 (香港特區政府資助)  

11 □ 學士課程 (自資)  

12 □ 碩士或以上課程 

 

B10 你有沒有曾經工作過？若有，你現在的或最近期的一份工作是怎樣? 

1 □ 有，(a) 這份工作的性質是：  

1 □ 兼職  

2 □ 全職 

(b) 這份工作的每月薪酬是：  

1 □ 少於$5,000     

2 □ $5,000 - $9,999 

3 □ $10,000 - $14,999     

4 □ $15,000 - $19,999 

5 □ $20,000 或以上 

(c) 你對這份工作有多大興趣？ 

1 □ 沒有興趣 

2 □ 很少興趣 

3 □ 不肯定 

4 □ 有些興趣 

5 □ 很大興趣 

(d) 你這份工作任職了多少時間？ 

1 □ 少於 1 個月 

2 □ 1 個月至少於 3 個月 

3 □ 3 個月至少於 6 個月 

4 □ 6 個月至少於 1 年 

5 □ 1 年至少於 2 年 

6 □ 2 年或以上  

2 □ 沒有 

 

B11 你有沒有取得什麼專業資格？ 

1 □ 有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沒有 

 

B12  您有沒有獲得其他技能（如：STEM -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領導才能等等）？ 

1 □ 有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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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請依據你過去六個月內的經驗與事實，回答以下各題，請從題目右邊的三個選項 ― 「不符合」、「有點符

合」、或「完全符合」的空格中，勾選你覺得合適的答案。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即使你對某些題目並不是十

分確定。 

 不符合 有點符合 完全符合 

(1) (2) (3) 

1.  我嘗試對別人友善，我關心別人的感受。 □ □ □ 

2.  我不能安定，不能長時間保持安靜。 □ □ □ 

3.  我經常頭痛、肚子痛或是身體不舒服。 □ □ □ 

4.  我常與他人分享 (例如食物、玩具、筆等等)。 □ □ □ 

5.  我覺得非常忿怒及常發脾氣。 □ □ □ 

6.  我經常獨處。我通常獨自玩耍。 □ □ □ 

7.  我通常依照吩咐做事。 □ □ □ 

8.  我經常擔憂，心事重重。 □ □ □ 

9.  如有人受傷、難過或不適，我都樂意幫忙。 □ □ □ 

10.  我經常坐立不安或感到不耐煩。 □ □ □ 

11.  我有一個或幾個好朋友。 □ □ □ 

12.  我經常與別人爭執。我能使別人依我想法行事。 □ □ □ 

13.  我經常不快樂，心情沉重或流淚。 □ □ □ 

14.  一般來說，其他與我年齡相近的人都喜歡我。 □ □ □ 

15.  我容易分心，我覺得難於集中精神。 □ □ □ 

16.  我在新的環境中會感到緊張。我很容易失去自信。 □ □ □ 

17.  我會友善地對待比我年少的孩子。 □ □ □ 

18.  我常被指撒謊或不老實。 □ □ □ 

19.  其他小孩或青少年常針對或欺負我。 □ □ □ 

20.  我常自願幫助別人(例如父母、老師、同學)。 □ □ □ 

21.  我做事前會先想清楚。 □ □ □ 

22.  我會從家中、學校、或別處拿取不屬於我的物件。 □ □ □ 

23.  我與大人相處較與同輩相處融洽。 

 
□ □ □ 

24.  我心中有許多恐懼。我很易受驚嚇。 □ □ □ 

25.  我總能把手頭上的事情辦妥。我的注意力良好。 □ □ □ 

 
B14 概括而言，你認為自己在以下這些方面是否有困難？包括情緒方面，注意力方面，行為方面，或是與他人和

睦相處方面。 

1 □ 否 (跳至題 B19) 

2 □ 是－有少許困難 

3 □ 是－有困難 

4 □ 是－有很大的困難 

 
如果你在上題的答案為「是」，請回答以下關於這些困難的題目(B15-B18) 

 
B15 這些困難出現了多久？ 

1 □ 少於一個月 

2 □ 1 至 5 個月 

3 □ 6 至 11 個月 

4 □ 超過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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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這些困難是否困擾著你？ 

1 □ 沒有 

2 □ 輕微 

3 □ 頗為 

4 □ 非常 

 
B17 這些困難有否對你在下列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擾？ 

 沒有 輕微 頗為 非常 

(1) (2) (3) (4) 

a. 家庭生活 □ □ □ □ 

b. 與朋友的關係 □ □ □ □ 

c. 上課學習 □ □ □ □ 

d. 課外休閒活動 □ □ □ □ 

 
B18 你的這些困難是否成為在你身邊其他人(例如家人、朋友、師長等) 的負擔？ 

1 □ 沒有 

2 □ 輕微 

3 □ 頗為 

4 □ 非常 

 

中學生希望特質表 

 
指導語：以下語句描述了你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情況，你的一些做法或看法。 

 
B19 請仔細閱讀每道題目，並儘快做出回答。每道題目都有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4 個等級的答案，請在符

合自己情況的相應數位上打“√”。你的回答沒有對錯，好壞之分，請你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回答。 

 完全不

正確 

不正確 正確 完全 

正確 

(1) (2) (3) (4) 

1. 我能夠想出很多擺脫困境的方法。 □ □ □ □ 

2. 我精力充沛、永不停息地追求自己的目標。 □ □ □ □ 

3. 我總是感到很累。 □ □ □ □ 

4. 我認為任何問題都有多種解決方法。 □ □ □ □ 

5. 在與人爭論時，我總是處於下風。 □ □ □ □ 

6. 我能夠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生活中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東西。 □ □ □ □ 

7. 我很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 □ □ □ □ 

8. 面對同樣的問題，即使在其他同伴都失去信心時，我依然相信自

己能夠找到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 □ □ □ 

9. 我過去的經歷為我的未來做了很好的準備。 □ □ □ □ 

10.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很成功。 □ □ □ □ 

11. 我常常發現自己在擔心某些事情。 □ □ □ □ 

12. 我總是能夠達到自己所確立的目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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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生活素質 

 

 

 

 

 

 

 

 
 

 

 

 

 

 

C1 過去一個月內，以下各項問題對你的影響程度…… 

 

從不 甚少 有時 經常 
差不多一

直有 

(0) (1) (2) (3) (4) 

關於我的健康及活動方面（出現以下問題）      

1. 我步行多於一個街口感到困難。 □ □ □ □ □ 

2. 我跑步時覺得有困難。 □ □ □ □ □ 

3. 我參與體育活動或做運動時覺得有困難。 □ □ □ □ □ 

4. 我提起重物時有困難。 □ □ □ □ □ 

5. 我自己洗澡有困難。 □ □ □ □ □ 

6. 我做家務有困難。 □ □ □ □ □ 

7. 我感到痛楚或疼痛。 □ □ □ □ □ 

8. 我的精力不足。 □ □ □ □ □ 

關於我的情緒（出現以下問題）      

9. 我感到害怕或不安。 □ □ □ □ □ 

10. 我感到悲傷或難過。 □ □ □ □ □ 

11. 我感到憤怒。 □ □ □ □ □ 

12. 我難以入睡。 □ □ □ □ □ 

13. 我擔憂將來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 □ □ □ □ 

關於我跟別人的相處（出現以下問題）      

14. 我難於跟其他青少年相處。 □ □ □ □ □ 

15. 其他青少年不想和我交友。 □ □ □ □ □ 

16. 其他青少年取笑我。 □ □ □ □ □ 

17. 我做不到其他同齡青少年所能做的事。 □ □ □ □ □ 

18. 我跟不上我的朋輩。 □ □ □ □ □ 

關於上學（出現以下問題）      

19. 我在課堂上集中精神感到困難。 □ □ □ □ □ 

20. 我善忘。 □ □ □ □ □ 

21. 我的功課跟不上。 □ □ □ □ □ 

22. 我因不舒服而缺課。 □ □ □ □ □ 

23. 我因看醫生或到醫院而缺課。 □ □ □ □ □ 

指引 

下頁所列事情，可能是對你有所影響的問題。請告訴我們過去一個月內，以下各項問題對你的影響程

度，並按影響程度圈出代表的數字： 

“0”代表從不會造成問題 

“1”代表甚少會造成問題 

“2”代表有時會造成問題 

“3”代表經常會造成問題 

“4”代表差不多一直有造成問題 

下列各項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如對問題有任何疑問，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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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有關教育、職業的問題 

 
這些都是青少年在思考未來時所考慮的重要生活領域。我們想比較青少年在這幾個不同生活領域的認識，因此對

於不同的生活領域，我們設計了相似的題目。儘管題目相似，還是希望你能耐心地如實作答。 

 

有關未來受教育方面： 

（受教育：指學業，畢業，學習成績，進大學深造等。） 

 
D1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自己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我還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受教育問題。 

2 □ 有時候我會想想自己今後的受教育問題。 

3 □ 我正在認真思索自己今後有可能接受的幾種受教育情況。 

4 □ 我正在思考自己今後最有可能接受的一種受教育情況。 

5 □ 在對自己今後有可能接受的幾種受教育情況思考之後，現在我只專注於最有可能的那種。 

 

D2 你經常思考或計劃自己的學習以及今後要接受的教育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3 對你來說，進入你所選擇的學校繼續接受教育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4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不同的選擇太多了，以致於我很難做出決定。 

2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有很多選擇，似乎都有可能。 

3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有幾種選擇看起來是可能的。 

4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目前有兩種選擇，我準備選擇其中的一種。 

5 □ 我已經決定了自己今後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D5 在今後的受教育方面，你可能會有不同的選擇。日常生活中，你搜集過有關不同受教育方式的資訊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6 不同的教育（如重點高中和職業高中）會有不同的特點，你知道多少有關不同受教育情況的資訊？ 

1 □ 一點兒不知道 

2 □ 知道一點兒 

3 □ 一些 

4 □ 相當多 

5 □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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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今後不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2 □ 我確定自己今後不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3 □ 我不確定自己今後是否會繼續接受教育。 

4 □ 我確定自己今後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5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今後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D8 初中畢業後，你要實現自己今後的受教育計劃或受教育目標的決心有多大？ 

1 □ 肯定不會去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去實現 

3 □ 可能會去實現也可能不會去實現 

4 □ 很可能會去實現 

5 □ 一定要去實現 

 

D9 你認為你的受教育計劃或受教育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1 □ 絕對不會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實現 

3 □ 可能會實現也可能不會實現 

4 □ 很可能會實現 

5 □ 一定要實現 

 

D10 你認為接受你所期望的教育在你以後的生活中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11 你是否為了實現或更接近於自己的受教育目標，而實實在在地在做些事情？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 

 

D12 下列各因素對你實現自己今後的受教育計劃有多大作用？同時標出各因素的作用是積極的（有助於你實現目

標），還是消極的（妨礙你實現目標）。請在相應答案上打“√”。 

 

 不起 

作用 

作用 

非常小 

有些 

作用 

作用 

相當大 

作用 

非常大 

促進 

目標實現 

妨礙 

目標實現 

(1) (2) (3) (4) (5) (1) (2) 

1. 個人能力 □ □ □ □ □ □ □ 

2. 個人努力（我所能做到的） □ □ □ □ □ □ □ 

3. 他人 □ □ □ □ □ □ □ 

4. 社會壓力 □ □ □ □ □ □ □ 

5. 外在條件或環境 □ □ □ □ □ □ □ 

6. 運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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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感受？ 

1 □ 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都會進展順利。 

2 □ 雖然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難，但總的來說，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的進展還是會不錯的。 

3 □ 有時候與受教育有關事情會進展得比較順利，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4 □ 儘管會取得一些成功，但總的來說，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不會以最理想的方式發展。 

5 □ 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都不會成功。 

 

D14 在思考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詞語

描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誠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有關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方面： 

（職業：指具體的工作，工作的開端，以及對工作的熱愛，失業，退休等。） 

 

D15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1 □ 我還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職業問題。 

2 □ 有時候我會想想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 

3 □ 我正在認真思索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幾種職業。 

4 □ 我正在思考自己未來最有可能從事的一種職業。 

5 □ 在對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幾種職業思考之後，現在，我只專注於最有可能的那種。 

 

D16 你經常思考或計劃自己未來的職業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17 對你來說，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18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1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不同的選擇太多了，以致於我很難做出決定。 

2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有很多選擇，似乎都有可能。 

3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有幾種選擇看起來是可能的。 

4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目前有兩種選擇，我準備選擇其中的一種。 

5 □ 我已經決定了自己以後要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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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 你經常搜集有關不同職業的資訊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搜集 

 

D20 有關不同職業的資訊你知道多少？ 

1 □  一點兒不知道 

2 □ 知道一點兒 

3 □ 一些 

4 □ 相當多 

5 □ 非常多 

 

D21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計劃的思考？ 

1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2 □ 我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只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3 □ 我不確定自己以後是否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4 □ 我確定自己以後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5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以後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D22 初中畢業後，你要實現自己未來職業計劃的決心有多大？ 

1 □ 肯定不會去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去實現 

3 □ 可能會去實現也可能不會去實現 

4 □ 很可能會去實現 

5 □ 一定要去實現 

 

D23 你認為你的職業計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1 □ 絕對不會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實現 

3 □ 可能會實現也可能不會實現 

4 □ 很可能會實現 

5 □ 一定要實現 

 

D24 你認為從事自己所期望的工作和職業在你以後的生活中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25 你是否為了實現或更接近於自己的職業目標，而經常實實在在地在做些事情？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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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下列各因素對你實現自己未來的職業計劃有多大作用？同時標出各因素的作用是積極的（有助於你實現目

標），還是消極的（妨礙你實現目標）。請在相應答案上打“√”。 

 不起 

作用 

作用 

非常小 

有些 

作用 

作用 

相當大 

作用 

非常大 

促進 

目標實現 

妨礙 

目標實現 

(1) (2) (3) (4) (5) (1) (2) 

1. 個人能力 □ □ □ □ □ □ □ 

2. 個人努力（我所能做到的） □ □ □ □ □ □ □ 

3. 他人 □ □ □ □ □ □ □ 

4. 社會壓力 □ □ □ □ □ □ □ 

5. 外在條件或環境 □ □ □ □ □ □ □ 

6. 運氣 □ □ □ □ □ □ □ 

 

D27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感受？ 

1 □ 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都會進展順利。 

2 □ 雖然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難，但總的來說，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的進展還是會不錯的。 

3 □ 有時候與未來職業有關事情會進展得比較順利，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4 □ 儘管會取得一些成功，但總的來說，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不會以最理想的方式發展。 

5 □ 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都不會成功。 

 

D28 在思考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詞語

描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誠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毅力 完全不

像我 

大部分

不像我 

有些像我 大部分

像我 

非常像我 

(1) (2) (3) (4) (5) 

D29 我能够克服一些挫折去征服一項重要挑戰。 □ □ □ □ □ 

D30 新的計劃或想法有時候會讓我無法專心于現有的計劃。 □ □ □ □ □ 

D31 我的興趣每年都在變。 □ □ □ □ □ 

D32 挫折不會使我氣餒。 □ □ □ □ □ 

D33 當我著迷在某個想法或某件事一陣後，會失去興趣。 □ □ □ □ □ 

D34 我是個努力工作的人。 □ □ □ □ □ 

D35 我時常立下一個目標，但一陣過後又會改追求別的目

標。 
□ □ □ □ □ 

D36 我很難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完成

的計劃上。 
□ □ □ □ □ 

D37 無論什麽事情，我開了頭就要完成它。 □ □ □ □ □ 

D38 我完成了需要工作幾年才能實現的目標。 □ □ □ □ □ 

D39 每過幾個月我就會對新的目標感興趣。 □ □ □ □ □ 

D40 我很勤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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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目標儲蓄計劃 

 

E1 你現時每月平均所得到的零用錢或從兼職/全職工作得來的收入，總數有多少？ 

1 □ 沒有 (跳至題E5)  7 □ 1,000–1,999元  13 □ 7,000–7,999元 

2 □ 1–49元    8 □ 2,000–2,999元  14 □ 8,000–8,999元 

3 □ 50–99元    9 □ 3,000–3,999元  15 □ 9,000–9,999元 

4 □ 100–199元  10 □ 4,000–4,999元  16 □ 10,000元或以上 

5 □ 200–499元  11 □ 5,000–5,999元   

6 □ 500–999元  12 □ 6,000–6,999元   

 

E2 你現時有沒有儲蓄的習慣？ 

1 □ 有，平均每月儲蓄多少錢：_____________元 

2 □ 沒有 (跳至題E5) 

 

E3 你的儲蓄模式是：（可選擇多項答案） 

1 □ 由家長（或監護人）保管 

2 □ 存入銀行 

3 □ 自己保管 

4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4 你的儲蓄計劃用途是：（可選擇多項答案） 

1 □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2 □ 送禮物給家人或朋友 

3 □ 旅遊 

4 □ 娛樂 

5 □ 補助家庭開支 

6 □ 報讀興趣班 

7 □ 將來升學 

8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5 「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有沒有幫助你建立為個人發展的定期儲蓄習慣？ 

1 □ 有 

2 □ 沒有 

 

個人發展規劃 

 

E6 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對你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例如：學業、運動、藝術、就業、社交等等）有幾大

的幫助？ 

1 □ 一點也沒有幫助 

2 □ 不是很有幫助 

3 □ 有些幫助 

4 □ 相當有幫助 

5 □ 非常有幫助 
 

E7 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對你訂立你的職業發展目標有幾大的幫助？ 

1 □ 一點也沒有幫助 

2 □ 不是很有幫助 

3 □ 有些幫助 

4 □ 相當有幫助 

5 □ 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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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配對 

 

E8 你曾否參與其他的師友配對？ 

1 □ 有 

2 □ 沒有 (跳至題E10) 

 

E9 你現時有沒有其他計劃的友師跟進？ 

1 □ 有 

2 □ 沒有 

 

E10 在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期間，你的友師有沒有指導你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規劃 

（例如：學業、運動、藝術、就業、社交等等）？ 

1 □ 有 

2 □ 沒有 

 

E11 在「兒童發展基金計劃」下，你是否同意下列有關對你友師的說法？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1. 我的友師努力地嘗試瞭解我的發展目標（如學

業、個人或其他） 
□ □ □ □ 

2. 幫助你了解就業、升學的機會和選擇 □ □ □ □ 

3. 了解你對就業、升學的憂慮 □ □ □ □ 

4. 幫助你減少對就業、升學的憂慮 □ □ □ □ 

5. 幫助你提高生活技巧，如溝通技巧 □ □ □ □ 

6. 可以和你溝通 □ □ □ □ 

7. 關心你的問題 □ □ □ □ 

8. 可以幫助你解決問題 □ □ □ □ 

 

整體 

 

E12 總括來說，參加「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對你有幾大的幫助？ 

1 □ 一點也沒有幫助 

2 □ 不是很有幫助 

3 □ 有些幫助 

4 □ 相當有幫助 

5 □ 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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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對其他家庭成員之影響 

 

F1 你家中有沒有兄弟姐妹參加了「兒童發展基金計劃」？ 

1 □ 有 (跳至題F2) 

2 □ 沒有  (全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3 □ 沒有兄弟姐妹 (全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F2 你的兄弟姐妹有否因參與了本計劃而有以下正面的改變？ (可選多項) 

1 □ 養成個人儲蓄習慣 

2 □ 積極樂觀 

3 □ 願意規劃個人成長 

4 □ 願意多認識他人 

5 □ 提升對抗逆境能力 

6 □ 擴闊視野 

7 □ 學習動力提升 

8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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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參加者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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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參加者的長遠發展跟進研究 

非參加者問卷 

編號：_________    
 

 

研究目的： 

勞工及福利局現正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顧問團隊）進行是次研究，旨在評估「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成效，及分析計劃對參加者帶來的長遠發展。若你對是次調查有任何疑問，可致

電熱線 2511 1515 向研究員查詢。 

 

資料保密： 

 是次跟進研究期間所蒐集到的資料將嚴加保密，只作整體統計之用；撰寫的報告只會展示綜合數

據，不作個別發表。所有資料將於正式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用作其他用途。 

 

資料收集指引： 

 請細閱以下的題目，並在每一題合適的方格內以  ✓  來表示你選擇的答案，或在適當的橫線上

寫明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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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家庭及個人資料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A1  性別： 1 男 2 女 (1) (2)    

A2  年齡： 

X  = 已去世 

 

     

A3  教育程度：      

 1 無/幼稚園 

2 小一 

3 小二 

4 小三 

5 小四 

6 小五 

7 小六 

8 中一 

9 中二 

10 中三 

11 中四 

12 中五 

13 中六 

14 中七 

15 毅進/展翅 

16 文憑 

17 高級文憑 

18 副學士 

19 學士 

20 學士以

上學歷 

 

 

 

 

 

     

A4  (c) 現在有沒有工作或做生意？      

1 僱員 

2 自僱 

3 僱主 

4 料理家務者 

 

5 學生 

6 退休人士 

7 沒有事做，而正在找尋

工作 

8 沒有事做，但現在沒有

找尋工作 

(d) 在過去一年，失業的時間有多久？ 

______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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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A5  (a) 是否有以下的障礙，並在括弧內寫上最

早被診斷的年齡？ 

     

1 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      

   1 缺失肢體 □ (  ) □ (  ) □ (  ) □ (  ) □ (  ) 

   2 痙攣 □ (  ) □ (  ) □ (  ) □ (  ) □ (  ) 

   3 癱瘓 □ (  ) □ (  ) □ (  ) □ (  ) □ (  ) 

 99 沒有以上身體活動上的限制 □ □ □ □ □ 

2 視覺有困難      

   1 完全失明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助視器才能看得清楚 □ (  ) □ (  ) □ (  ) □ (  ) □ (  ) 

 99 視覺沒有問題 □ □ □ □ □ 

3 聽覺有困難      

   1 完全失聰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助聽器才能聽得清楚 □ (  ) □ (  ) □ (  ) □ (  ) □ (  ) 

 99 聽覺沒有問題 □ □ □ □ □ 

4 語言表達有困難      

   1 完全不能說話 □ (  ) □ (  ) □ (  ) □ (  ) □ (  ) 

   2 需要儀器才可以說話 □ (  ) □ (  ) □ (  ) □ (  ) □ (  ) 

 99 語言表達沒有問題 □ □ □ □ □ 

5 精神病／情緒病（例如：創傷後壓力

症、焦慮症、憂鬱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6 自閉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7 特殊學習困難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8 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9 智障      

   1 有 □ (  ) □ (  ) □ (  ) □ (  ) □ (  ) 

   2 沒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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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員 (包括同住及非同住) 編號 

1 2 3 4 5 

父親 母親 受訪者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受訪者的

兄弟姊妹 

 (b) 是否需要特定輔助工具？ 

1 需要輪椅或其他輔助工具行路 

2 需要配帶義肢 

3 需要別人幫助才可以上落樓梯 

4 不需要使用輔助工具 

     

A6  是否有以下的長期病患，並在括弧內寫上最

早被診斷的年齡？ (可選擇多項) 

     

1 高血壓 □ (  ) □ (  ) □ (  ) □ (  ) □ (  ) 

2 心臟病 □ (  ) □ (  ) □ (  ) □ (  ) □ (  ) 

3 哮喘 □ (  ) □ (  ) □ (  ) □ (  ) □ (  ) 

4 糖尿病 □ (  ) □ (  ) □ (  ) □ (  ) □ (  ) 

5 腎病 □ (  ) □ (  ) □ (  ) □ (  ) □ (  ) 

6 白內障 □ (  ) □ (  ) □ (  ) □ (  ) □ (  ) 

7 肺結核病 □ (  ) □ (  ) □ (  ) □ (  ) □ (  ) 

8 消化性潰瘍 □ (  ) □ (  ) □ (  ) □ (  ) □ (  ) 

9 皮膚病 □ (  ) □ (  ) □ (  ) □ (  ) □ (  ) 

10 沒有任何以上長期病患 

 
□ □ □ □ □ 

A7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同居 

3 已婚 

4 配偶已去世 

5 現正分居 

6 現已離婚 

 

A8  家庭平均每月總收入 (包括所有薪金、綜

援、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及投資收入等) 

 

     

1. 沒有收入 

2. $1–$4,999 

3. $5,000–$9,999  

4. $10,000– $14,999  

5. $15,000– $19,999  

 

6. $20,000– $24,999 

7. $25,000– $29,999 

8. $30,000– $34,999 

9. $35,000 或以上 

10.不知道 

 

A9  (a) 你是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1是 2不是 

(b) 你是那一年來香港定居？ (  ) (  ) (  ) (  ) (  ) 

1自出生以來 2自______ 年來港定居 

 
年 年 年 年 年 

A10  你的出生地是：      

 1 香港 

2 澳門 

3 廣東省 

4 其他中國省市，請

註明 

5 其他國家，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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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現在與你同住的家庭成員：(可選多項) 

1 □ 父親       5 □ 繼父/母 

2 □ 母親       6 □ 親戚：共 _____ 人 

3 □ 爺爺/嫲嫲/外公/外婆：共 _____ 人 7 □ 學校寄宿 

4 □ 兄弟姊妹：共 _____ 人    8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 主要照顧你的人士? (可選多項) 

1 □ 父親       5 □ 繼父/母 

2 □ 母親       6 □ 親戚：共 _____ 人 

3 □ 爺爺/嫲嫲/外公/外婆：共 _____ 人 7 □ 學校寄宿 

4 □ 兄弟姊妹：共 _____ 人    8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 你現在居住在哪一區？ 

1 □ 中西區  6 □ 深水埗  11 □ 荃灣  16 □ 粉嶺  21 □ 東涌 

2 □ 灣仔  7 □ 九龍城  12 □ 屯門  17 □ 大埔  22 □ 離島 

3 □ 東區  8 □ 黃大仙  13 □ 元朗  18 □ 沙田   

4 □ 南區         9 □ 觀塘  14 □ 天水圍  19 □ 西貢 

5 □ 油尖旺     10 □ 葵青  15 □ 上水  20 □ 將軍澳  

 

A14 你的家庭現時有沒有接受社會福利署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 

1 □ 有，如可以的話請列出每項資助所獲得的金額： 

資助項目一：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二：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三：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四：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資助項目五：_________________，金額：________________元 

 2 □ 沒有 

 

A15 你及你的兄弟姊妹現時有沒有領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的學生資助？ 

1 □ 沒有 

2 □ 半額 

3 □ 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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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狀況及學業生活 

 

B1 就以下的句子，指出你的同意程度： 

 
極不 

同意 

很不 

同意 

稍不 

同意 
中立 

稍為 

同意 

很 

同意 

極 

同意 

  (1) (2) (3) (4) (5) (6) (7) 

1. 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總有一個好朋友在我身邊。 □ □ □ □ □ □ □ 

2. 我有一個好朋友，我可以跟他／她分享我的快樂與憂傷。 □ □ □ □ □ □ □ 

3. 我的家人真正地盡力幫助我。 □ □ □ □ □ □ □ 

4. 我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我情感上需要的説明和支援。 □ □ □ □ □ □ □ 

5.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她會安慰我。 □ □ □ □ □ □ □ 

6. 我的朋友真正地盡力幫助我。 □ □ □ □ □ □ □ 

7. 當遇到困難時，我可以倚靠我的朋友。 □ □ □ □ □ □ □ 

8. 我可以跟我的家人談論我的難題。 □ □ □ □ □ □ □ 

9. 我有我可以與他們分享快樂與憂傷的朋友。 □ □ □ □ □ □ □ 

10. 我的生命中有一個好朋友，他／她關心我的感受。 □ □ □ □ □ □ □ 

11. 我的家人願意幫助我做決定。 □ □ □ □ □ □ □ 

12. 我可以跟我的朋友談論我的難題。 □ □ □ □ □ □ □ 

 

B2 總體來說，你覺得自己對學習有多大興趣。請以 1 至 10 分來表示，1 分是完全沒有興趣，10 分是非常有

興趣。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 □ □ □ □ □ □ 

 

B3 學習使我快樂。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一般  4 □ 同意 5 □ 非常同意 

 

B4 你期望自己達至甚麼程度的學歷目標？ 

1 □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4 □ 學士學位 

2 □ 專上教育 （文憑／證書課程）  5 □ 學士學位以上 （如碩士或博士學位） 

3 □ 專上教育 （副學士課程）   6 □ 其他，請註明（如專業資格等）: ______________ 

 

B5 你的家人期望你達至甚麼程度的學歷目標？ 

1 □ 高中／中六／中七畢業    4 □ 學士學位 

2 □ 專上教育 （文憑／證書課程）  5 □ 學士學位以上 （如碩士或博士學位） 

3 □ 專上教育 （副學士課程）   6 □ 其他，請註明（如專業資格等）: ______________ 

 

B6 你是否曾參加過課外活動／補習班／輔導計劃等？ 

1 □ 有，那類型的計劃／活動（可選多項） 

1 □ 財務規劃及個人資產發展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2 □ 職業志向／課堂外學習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3 □ 定期及有導師帶領的體育活動，參加次數____________次 

4 □ 定期及有導師帶領的制服團體活動，參與了____________年 

5 □ 補習班，補習了____________年 

6 □ 「共創成長路」 

7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參與了____________次/年 

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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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你是否曾參與中學文憑試/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可選多項)   

1 □ 中學文憑試，成績如何？ 

 

 
缺席  

(1) 

1 級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5*級  5**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c. 數學 □ □ □ □ □ □ □ □ 

d. 通識 □ □ □ □ □ □ □ □ 

 

2 □ 香港中學會考，成績如何？ 

 

 
缺席  

(1) 

U 級   F 級  E 級  D 級  C 級  B 級  A 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c. 數學 □ □ □ □ □ □ □ □ 

 

3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如何？ 

 

 
缺席  

(1) 

U 級   F 級  E 級  D 級  C 級  B 級  A 級  

(2) (3) (4) (5) (6) (7) (8) 

a. 中文 □ □ □ □ □ □ □ □ 

b. 英文 □ □ □ □ □ □ □ □ 

 

4 □ 仍在就讀中學，尚未需要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跳至題 B10)  

5 □ 有參加其他中學階段公開考試 (例如 GCE、GCSE、IB 等)，請註明：＿＿＿__________＿＿＿＿ 

該公開考試之英文科成積：＿＿＿＿＿＿＿＿＿＿ 

6 □ 沒有參加本地公開考試 

 

B8 完成中學課程後，你有沒有繼續升學？ 

1 □ 沒有繼續升學，也沒有重讀中五/六/七課程 (跳至題 B10) 

2 □ 沒有繼續升學，但有重讀中五/六/七課程 (跳至題 B10)  

3 □ 中六畢業後，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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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完成中學課程後，你曾就讀或現在就讀以下哪些課程？（可選多項） 

1 □ 展翅 / 毅進課程 

2 □ 文憑 / 證書課程 (VTC 或 IVE 或建造業訓練局)  

3 □ 文憑 / 證書課程 (其他院校) 

4 □ 高級文憑課程 (VTC 或 IVE 或建造業訓練局) 

5 □ 高級文憑課程 (其他院校) 

6 □ 護士課程 

7 □ 牙科課程 

8 □ 非學位教師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9 □ 副學士課程 

10 □ 學士課程 (香港特區政府資助)  

11 □ 學士課程 (自資)  

12 □ 碩士或以上課程 

 

B10 你有沒有曾經工作過？若有，你現在的或最近期的一份工作是怎樣? 

1 □ 有，(a) 這份工作的性質是：  

1 □ 兼職  

2 □ 全職 

(b) 這份工作的每月薪酬是：  

1 □ 少於$5,000     

2 □ $5,000 - $9,999 

3 □ $10,000 - $14,999     

4 □ $15,000 - $19,999 

5 □ $20,000 或以上 

(c) 你對這份工作有多大興趣？ 

1 □ 沒有興趣 

2 □ 很少興趣 

3 □ 不肯定 

4 □ 有些興趣 

5 □ 很大興趣 

(d) 你這份工作任職了多少時間？ 

1 □ 少於 1 個月 

2 □ 1 個月至少於 3 個月 

3 □ 3 個月至少於 6 個月 

4 □ 6 個月至少於 1 年 

5 □ 1 年至少於 2 年 

6 □ 2 年或以上  

2 □ 沒有 

 

B11 你有沒有取得什麼專業資格？ 

1 □ 有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沒有 

 

B12  您有沒有獲得其他技能（如：STEM - 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藝術、體育、音樂、領導才能等

等）？ 

1 □ 有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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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請依據你過去六個月內的經驗與事實，回答以下各題，請從題目右邊的三個選項 ― 「不符合」、「有點

符合」、或「完全符合」的空格中，勾選你覺得合適的答案。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即使你對某些題目並

不是十分確定。 

 不符合 有點符合 完全符合 

(1) (2) (3) 

1.  我嘗試對別人友善，我關心別人的感受。 □ □ □ 

2.  我不能安定，不能長時間保持安靜。 □ □ □ 

3.  我經常頭痛、肚子痛或是身體不舒服。 □ □ □ 

4.  我常與他人分享 (例如食物、玩具、筆等等)。 □ □ □ 

5.  我覺得非常忿怒及常發脾氣。 □ □ □ 

6.  我經常獨處。我通常獨自玩耍。 □ □ □ 

7.  我通常依照吩咐做事。 □ □ □ 

8.  我經常擔憂，心事重重。 □ □ □ 

9.  如有人受傷、難過或不適，我都樂意幫忙。 □ □ □ 

10.  我經常坐立不安或感到不耐煩。 □ □ □ 

11.  我有一個或幾個好朋友。 □ □ □ 

12.  我經常與別人爭執。我能使別人依我想法行事。 □ □ □ 

13.  我經常不快樂，心情沉重或流淚。 □ □ □ 

14.  一般來說，其他與我年齡相近的人都喜歡我。 □ □ □ 

15.  我容易分心，我覺得難於集中精神。 □ □ □ 

16.  我在新的環境中會感到緊張。我很容易失去自信。 □ □ □ 

17.  我會友善地對待比我年少的孩子。 □ □ □ 

18.  我常被指撒謊或不老實。 □ □ □ 

19.  其他小孩或青少年常針對或欺負我。 □ □ □ 

20.  我常自願幫助別人(例如父母、老師、同學)。 □ □ □ 

21.  我做事前會先想清楚。 □ □ □ 

22.  我會從家中、學校、或別處拿取不屬於我的物件。 □ □ □ 

23.  我與大人相處較與同輩相處融洽。 □ □ □ 

24.  我心中有許多恐懼。我很易受驚嚇。 □ □ □ 

25.  我總能把手頭上的事情辦妥。我的注意力良好。 □ □ □ 

 
B14 概括而言，你認為自己在以下這些方面是否有困難？包括情緒方面，注意力方面，行為方面，或是與他

人和睦相處方面。 

1 □ 否 (跳至題 B19) 

2 □ 是－有少許困難 

3 □ 是－有困難 

4 □ 是－有很大的困難 

 
如果你在上題的答案為「是」，請回答以下關於這些困難的題目(B15-B18) 

 
B15 這些困難出現了多久？ 

1 □ 少於一個月 

2 □ 1 至 5 個月 

3 □ 6 至 11 個月 

4 □ 超過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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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這些困難是否困擾著你？ 

1 □ 沒有 

2 □ 輕微 

3 □ 頗為 

4 □ 非常 

 
B17 這些困難有否對你在下列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擾？ 

 沒有 輕微 頗為 非常 

(1) (2) (3) (4) 

a. 家庭生活 □ □ □ □ 

b. 與朋友的關係 □ □ □ □ 

c. 上課學習 □ □ □ □ 

d. 課外休閒活動 □ □ □ □ 

 
B18 你的這些困難是否成為在你身邊其他人(例如家人、朋友、師長等) 的負擔？ 

1 □ 沒有 

2 □ 輕微 

3 □ 頗為 

4 □ 非常 

 

中學生希望特質表 

 
指導語：以下語句描述了你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情況，你的一些做法或看法。 

 
B19 請仔細閱讀每道題目，並儘快做出回答。每道題目都有從“完全不正確”到“完全正確”4 個等級的答案，請

在符合自己情況的相應數位上打“√”。你的回答沒有對錯，好壞之分，請你按照自己的真實想法回答。 

 完全不

正確 

不正確 正確 完全 

正確 

(1) (2) (3) (4) 

1. 我能夠想出很多擺脫困境的方法。 □ □ □ □ 

2. 我精力充沛、永不停息地追求自己的目標。 □ □ □ □ 

3. 我總是感到很累。 □ □ □ □ 

4. 我認為任何問題都有多種解決方法。 □ □ □ □ 

5. 在與人爭論時，我總是處於下風。 □ □ □ □ 

6. 我能夠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生活中對自己來說最重要的東西。 □ □ □ □ 

7. 我很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 □ □ □ □ 

8. 面對同樣的問題，即使在其他同伴都失去信心時，我依然相信自

己能夠找到某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 □ □ □ 

9. 我過去的經歷為我的未來做了很好的準備。 □ □ □ □ 

10.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一直都很成功。 □ □ □ □ 

11. 我常常發現自己在擔心某些事情。 □ □ □ □ 

12. 我總是能夠達到自己所確立的目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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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生活素質 

 

 

 

 

 

 

 

 
 

 

 

 

 

 

C1 過去一個月內，以下各項問題對你的影響程度…… 

 

從不 甚少 有時 經常 
差不多一

直有 

(0) (1) (2) (3) (4) 

關於我的健康及活動方面（出現以下問題）      

1. 我步行多於一個街口感到困難。 □ □ □ □ □ 

2. 我跑步時覺得有困難。 □ □ □ □ □ 

3. 我參與體育活動或做運動時覺得有困難。 □ □ □ □ □ 

4. 我提起重物時有困難。 □ □ □ □ □ 

5. 我自己洗澡有困難。 □ □ □ □ □ 

6. 我做家務有困難。 □ □ □ □ □ 

7. 我感到痛楚或疼痛。 □ □ □ □ □ 

8. 我的精力不足。 □ □ □ □ □ 

關於我的情緒（出現以下問題）      

9. 我感到害怕或不安。 □ □ □ □ □ 

10. 我感到悲傷或難過。 □ □ □ □ □ 

11. 我感到憤怒。 □ □ □ □ □ 

12. 我難以入睡。 □ □ □ □ □ 

13. 我擔憂將來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 □ □ □ □ 

關於我跟別人的相處（出現以下問題）      

14. 我難於跟其他青少年相處。 □ □ □ □ □ 

15. 其他青少年不想和我交友。 □ □ □ □ □ 

16. 其他青少年取笑我。 □ □ □ □ □ 

17. 我做不到其他同齡青少年所能做的事。 □ □ □ □ □ 

18. 我跟不上我的朋輩。 □ □ □ □ □ 

關於上學（出現以下問題）      

19. 我在課堂上集中精神感到困難。 □ □ □ □ □ 

20. 我善忘。 □ □ □ □ □ 

21. 我的功課跟不上。 □ □ □ □ □ 

22. 我因不舒服而缺課。 □ □ □ □ □ 

23. 我因看醫生或到醫院而缺課。 □ □ □ □ □ 

指引 

下頁所列事情，可能是對你有所影響的問題。請告訴我們過去一個月內，以下各項問題對你的影響程

度，並按影響程度圈出代表的數字： 

“0”代表從不會造成問題 

“1”代表甚少會造成問題 

“2”代表有時會造成問題 

“3”代表經常會造成問題 

“4”代表差不多一直有造成問題 

下列各項答案沒有對錯之分。如對問題有任何疑問，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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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有關教育、職業的問題 

 
這些都是青少年在思考未來時所考慮的重要生活領域。我們想比較青少年在這幾個不同生活領域的認識，因

此對於不同的生活領域，我們設計了相似的題目。儘管題目相似，還是希望你能耐心地如實作答。 

 

有關未來受教育方面： 

（受教育：指學業，畢業，學習成績，進大學深造等。） 

 
D1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自己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我還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受教育問題。 

2 □ 有時候我會想想自己今後的受教育問題。 

3 □ 我正在認真思索自己今後有可能接受的幾種受教育情況。 

4 □ 我正在思考自己今後最有可能接受的一種受教育情況。 

5 □ 在對自己今後有可能接受的幾種受教育情況思考之後，現在我只專注於最有可能的那種。 

 

D2 你經常思考或計劃自己的學習以及今後要接受的教育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3 對你來說，進入你所選擇的學校繼續接受教育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4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不同的選擇太多了，以致於我很難做出決定。 

2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有很多選擇，似乎都有可能。 

3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有幾種選擇看起來是可能的。 

4 □ 關於今後要接受的教育，目前有兩種選擇，我準備選擇其中的一種。 

5 □ 我已經決定了自己今後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D5 在今後的受教育方面，你可能會有不同的選擇。日常生活中，你搜集過有關不同受教育方式的資訊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6 不同的教育（如重點高中和職業高中）會有不同的特點，你知道多少有關不同受教育情況的資訊？ 

1 □ 一點兒不知道 

2 □ 知道一點兒 

3 □ 一些 

4 □ 相當多 

5 □ 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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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思考？ 

1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今後不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2 □ 我確定自己今後不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3 □ 我不確定自己今後是否會繼續接受教育。 

4 □ 我確定自己今後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5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今後會繼續接受更高級的教育。 

 

D8 初中畢業後，你要實現自己今後的受教育計劃或受教育目標的決心有多大？ 

1 □ 肯定不會去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去實現 

3 □ 可能會去實現也可能不會去實現 

4 □ 很可能會去實現 

5 □ 一定要去實現 

 

D9 你認為你的受教育計劃或受教育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1 □ 絕對不會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實現 

3 □ 可能會實現也可能不會實現 

4 □ 很可能會實現 

5 □ 一定要實現 

 

D10 你認為接受你所期望的教育在你以後的生活中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11 你是否為了實現或更接近於自己的受教育目標，而實實在在地在做些事情？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 

 

D12 下列各因素對你實現自己今後的受教育計劃有多大作用？同時標出各因素的作用是積極的（有助於你實

現目標），還是消極的（妨礙你實現目標）。請在相應答案上打“√”。 

 

 不起 

作用 

作用 

非常小 

有些 

作用 

作用 

相當大 

作用 

非常大 

促進 

目標實現 

妨礙 

目標實現 

(1) (2) (3) (4) (5) (1) (2) 

1. 個人能力 □ □ □ □ □ □ □ 

2. 個人努力（我所能做到的） □ □ □ □ □ □ □ 

3. 他人 □ □ □ □ □ □ □ 

4. 社會壓力 □ □ □ □ □ □ □ 

5. 外在條件或環境 □ □ □ □ □ □ □ 

6. 運氣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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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今後受教育問題的感受？ 

1 □ 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都會進展順利。 

2 □ 雖然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難，但總的來說，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的進展還是會不錯的。 

3 □ 有時候與受教育有關事情會進展得比較順利，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4 □ 儘管會取得一些成功，但總的來說，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不會以最理想的方式發展。 

5 □ 一切與受教育有關的事情都不會成功。 

 

D14 在思考今後要接受的教育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

詞語描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誠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有關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方面： 

（職業：指具體的工作，工作的開端，以及對工作的熱愛，失業，退休等。） 

 

D15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1 □ 我還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職業問題。 

2 □ 有時候我會想想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 

3 □ 我正在認真思索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幾種職業。 

4 □ 我正在思考自己未來最有可能從事的一種職業。 

5 □ 在對自己未來可能從事的幾種職業思考之後，現在，我只專注於最有可能的那種。 

 

D16 你經常思考或計劃自己未來的職業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思考 

 

D17 對你來說，實現自己的職業目標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18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思考？ 

1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不同的選擇太多了，以致於我很難做出決定。 

2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有很多選擇，似乎都有可能。 

3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有幾種選擇看起來是可能的。 

4 □ 關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目前有兩種選擇，我準備選擇其中的一種。 

5 □ 我已經決定了自己以後要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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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 你經常搜集有關不同職業的資訊嗎？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都搜集 

 

D20 有關不同職業的資訊你知道多少？ 

1 □ 一點兒不知道 

2 □ 知道一點兒 

3 □ 一些 

4 □ 相當多 

5 □ 非常多 

 

D21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計劃的思考？ 

1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2 □ 我確定自己以後不會只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3 □ 我不確定自己以後是否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4 □ 我確定自己以後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5 □ 我非常確定自己以後會從事某種特定的職業。 

 

D22 初中畢業後，你要實現自己未來職業計劃的決心有多大？ 

1 □ 肯定不會去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去實現 

3 □ 可能會去實現也可能不會去實現 

4 □ 很可能會去實現 

5 □ 一定要去實現 

 

D23 你認為你的職業計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1 □ 絕對不會實現 

2 □ 很可能不會實現 

3 □ 可能會實現也可能不會實現 

4 □ 很可能會實現 

5 □ 一定要實現 

 

D24 你認為從事自己所期望的工作和職業在你以後的生活中重要嗎？ 

1 □ 一點也不重要 

2 □ 不是很重要 

3 □ 有些重要 

4 □ 相當重要 

5 □ 非常重要 

 

D25 你是否為了實現或更接近於自己的職業目標，而經常實實在在地在做些事情？ 

1 □ 從不 

2 □ 很少 

3 □ 有時 

4 □ 經常 

5 □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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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下列各因素對你實現自己未來的職業計劃有多大作用？同時標出各因素的作用是積極的（有助於你實現

目標），還是消極的（妨礙你實現目標）。請在相應答案上打“√”。 

 不起 

作用 

作用 

非常小 

有些 

作用 

作用 

相當大 

作用 

非常大 

促進 

目標實現 

妨礙 

目標實現 

(1) (2) (3) (4) (5) (1) (2) 

1. 個人能力 □ □ □ □ □ □ □ 

2. 個人努力（我所能做到的） □ □ □ □ □ □ □ 

3. 他人 □ □ □ □ □ □ □ 

4. 社會壓力 □ □ □ □ □ □ □ 

5. 外在條件或環境 □ □ □ □ □ □ □ 

6. 運氣 □ □ □ □ □ □ □ 

 

D27 下面哪種描述最符合你對未來職業的感受？ 

1 □ 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都會進展順利。 

2 □ 雖然會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難，但總的來說，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的進展還是會不錯的。 

3 □ 有時候與未來職業有關事情會進展得比較順利，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4 □ 儘管會取得一些成功，但總的來說，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不會以最理想的方式發展。 

5 □ 一切與未來職業有關的事情都不會成功。 

 

D28 在思考未來的工作和職業時，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下面有五對詞，並且在每對詞之間都有7個數字，越靠近某一端詞語的數字表明自己的感受越接近於該

詞語描述的心理狀態。請在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數字上打“√”） 

 (1) (2) (3) (4) (5) (6) (7)  

恐懼 □ □ □ □ □ □ □ 期盼 

消極情緒 □ □ □ □ □ □ □ 積極情緒 

心情好 □ □ □ □ □ □ □ 心情差 

心灰意冷 □ □ □ □ □ □ □ 富有熱誠 

有勇氣 □ □ □ □ □ □ □ 害怕 

 

毅力 完全不

像我 

大部分

不像我 

有些像我 大部分

像我 

非常像我 

(1) (2) (3) (4) (5) 

D29 我能够克服一些挫折去征服一項重要挑戰。 □ □ □ □ □ 

D30 新的計劃或想法有時候會讓我無法專心于現有的計劃。 □ □ □ □ □ 

D31 我的興趣每年都在變。 □ □ □ □ □ 

D32 挫折不會使我氣餒。 □ □ □ □ □ 

D33 當我著迷在某個想法或某件事一陣後，會失去興趣。 □ □ □ □ □ 

D34 我是個努力工作的人。 □ □ □ □ □ 

D35 我時常立下一個目標，但一陣過後又會改追求別的目

標。 
□ □ □ □ □ 

D36 我很難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完成

的計劃上。 
□ □ □ □ □ 

D37 無論什麽事情，我開了頭就要完成它。 □ □ □ □ □ 

D38 我完成了需要工作幾年才能實現的目標。 □ □ □ □ □ 

D39 每過幾個月我就會對新的目標感興趣。 □ □ □ □ □ 

D40 我很勤勞。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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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個人成長計劃」 

 

E1 你是否曾參加過任何機構舉辦的個人成長計劃？ 

1 □ 有 

2 □ 沒有 (跳至題E3) 

 

E2 你參加這些計劃的原因？(可選多項) 

1 □ 個人發展 

2 □ 認識他人 

3 □ 規劃個人成長 

4 □ 達到個人儲蓄目標 

5 □ 學習如何對抗逆境 

6 □ 完成個人發展的短期目標 

7 □ 擴闊社交網絡 

8 □ 擴闊視野 

9 □ 參加訓練活動 

10 □ 參加計劃活動 

11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儲蓄計劃 

 

E3 你現時每月平均所得到的零用錢或從兼職/全職工作得來的收入，總數有多少？ 

1 □ 沒有 (跳至題E7)  7 □ 1,000–1,999元  13□ 7,000–7,999元 

2 □ 1–49元    8 □ 2,000–2,999元  14□ 8,000–8,999元 

3 □ 50–99元    9 □ 3,000–3,999元  15□ 9,000–9,999元 

4 □ 100–199元  10 □ 4,000–4,999元  16□ 10,000元或以上 

5 □ 200–499元  11 □ 5,000–5,999元   

6 □ 500–999元  12 □ 6,000–6,999元   

 

E4 你現時有沒有儲蓄的習慣？ 

1 □ 有，平均每月儲蓄多少錢：_____________元 

2 □ 沒有 (跳至題E7) 

 
E5 你的儲蓄模式是：（可選擇多項答案） 

1 □ 由家長（或監護人）保管 

2 □ 存入銀行 

3 □ 自己保管 

4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6 你的儲蓄計劃用途是：（可選擇多項答案） 

1 □ 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2 □ 送禮物給家人或朋友 

3 □ 旅遊 

4 □ 娛樂 

5 □ 補助家庭開支 

6 □ 報讀興趣班 

7 □ 將來升學 

8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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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配對 

 

E7 你曾否參加過包含友師元素的計劃？ 

1 □ 有 

2 □ 沒有 (跳至題 E10) 

 

E8 你的友師有沒有指導你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計劃（例如：學習、運動、藝術、就業、社交等等）？ 

1 □ 有 

2 □ 沒有 

 

E9 你是否同意下列有關對你友師的說法？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1. 我的友師努力地嘗試瞭解我的發展目標（如學

術、個人或其他） 
□ □ □ □ 

2. 幫助你了解就業、升學的機會和選擇 □ □ □ □ 

3. 了解你對就業、升學的憂慮 □ □ □ □ 

4. 幫助你減少對就業、升學的憂慮 □ □ □ □ 

5. 幫助你提高生活技巧，如溝通技巧 □ □ □ □ 

6. 可以和你溝通 □ □ □ □ 

7. 關心你的問題 □ □ □ □ 

8. 可以幫助你解決問題 □ □ □ □ 

 

個人發展規劃 

 

E10 你曾否參加過包含個人發展規劃元素的計劃？ 

1 □ 有 

2 □ 沒有 (全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E11 參加了這類計劃對你訂立及實踐個人發展計劃（例如：學習、運動、藝術、就業、社交等等）有幾大的幫

助？ 

1 □ 一點也沒有幫助 

2 □ 不是很有幫助 

3 □ 有些幫助 

4 □ 相當有幫助 

5 □ 非常有幫助 

 

 

(全卷完，謝謝你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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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質性研究的討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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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的討論項目 

討論項目 年長和年幼的

參加者 

友師 參加者的父母／

家長 

營辦機構 

師友配對 參加者和友師

之間的關係 

友師和參加者

在完成計劃後

的交流 

友師和參加者在

完成計劃後的交

流 

計劃的長遠影響 促進友師和參加者在

完成計劃後交流的方

法 

經驗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目標儲蓄 現時的儲蓄習

慣 

對儲蓄習慣的

影響 

與參加者討論儲

蓄習慣 

如何協助參加者

完成目標儲蓄 

促使參加者建立儲蓄

習慣的方法 

成效 對儲蓄的態度

的影響 

對儲蓄的態度的

影響 

對儲蓄的態度的

影響 

對儲蓄的態度的影響 

儲蓄習慣的持

續性 

儲蓄習慣的持續

性 

儲蓄習慣的持續

性 

- 

個人發展規劃 個人發展規劃 在完成計劃後

進一步與友

師、父母／家

長、營辦機構

討論個人發展

規劃 

在完成計劃後有

否與參加者討論

其個人發展規劃 

在完成計劃後進

一步與友師和營

辦機構討論參加

者的個人發展規

劃 

- 

 

友師對個人發

展規劃的持續

性影響 

友師在過去兩年

的角色 

父母／家長在過

去兩年的角色 

-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成功個案分享 

參與計劃前後

的轉變 

對長遠發展及

成長的持續性

影響  

對長遠發展及成

長的持續性影響  

對長遠發展及成

長的持續性影響  

對長遠發展及成長的

持續性影響  

參與計劃後的

重大轉變  

參加者在參與計

劃後的重大轉變  

參加者在參與計

劃後的重大轉變  

參加者在參與計劃後

的重大轉變  

兒童發展計劃

的成效 

參加者的長遠

發展 

教育程度、就

業狀況及對未

來的期望 

教育程度、就業

狀況及對未來的

期望 

教育程度、就業

狀況及對未來的

期望 

成功個案分享 

成效 對參加者的長

遠影響 

對參加者的長遠

影響 

對參加者的長遠

影響 

對參加者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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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質性研究的討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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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 

長遠發展跟進研究 

 

討論指引 

 

研究目的： 

 

 勞工及福利局委託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顧問團隊）評估「兒童發

展基金」（基金計劃）的成效，以及分析基金計劃對計劃參加者的長遠影響。若

你對是次調查有任何疑問，可致電熱線 2511 1515 向研究員查詢。 

 

資料保密： 

 

你所提供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並只會用作整體統計數據分析，搜集得來的

資料只會以整體的方式展示在報告中，並不會透露個人資料。所有資料將會在最

終報告發表後銷毀，絕不會用作其他用途。 

 

參與對象： 

 

目標受訪人數為 45 位，顧問團隊會與年長參加者、年幼參加者、友師、計

劃參加者的父母／監護人和營辦機構進行 45 個深入訪談。  

 

參與對象 深入訪談的數目 

年長參加者 10 

年幼參加者 10 

友師 5 

計劃參加者的父母／監護人 10 

營辦機構 10 

總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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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指引： 

 

與年長參加者和年幼參加者進行深入訪談： 

 

(1) 師友配對 

✓ 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和友師的交流（次數、方式、活動等）。 

✓ 將來和友師聯繫的期望（會面安排等）。 

✓ 參加者和友師的關係（分享的話題和經驗：例如學業、職涯規劃、志向、

人際關係、價值觀等）。 

✓ 參加者和友師之間值得分享的相處經歷。 

✓ 友師對參加者的生活的影響。 

 

(2) 目標儲蓄 

✓ 對參加者的儲蓄習慣的影響。 

✓ 對參加者在儲蓄習慣方面的態度的影響。 

✓ 參加者有否維持儲蓄習慣及其原因。 

 

(3) 個人發展規劃 

✓ 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有否與友師、家長及營辦機構討論「個人發展規劃」

及其討論內容。 

✓ 對參加者長遠發展和成長的持續影響。 

✓ 「個人發展規劃」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在職涯規劃和個人發展方面的想

法有何重大改變。 

✓ 友師在「個人發展規劃」中的影響。 

✓ 營辦機構在「個人發展規劃」中的影響。 

 

(4)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見 

✓ 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的長遠發展有何影響（例如教育程度、職業狀況、

未來期望等）。 

✓ 計劃對參加者的個人發展的主要影響。 

✓ 紓緩貧窮的因素。 

✓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見。 

 



138 

與友師進行深入訪談 

 

(1) 師友配對 

✓ 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和友師的聯繫和溝通（次數、方式、活動等）。 

✓ 將來和參加者聯繫及溝通的期望（會面安排等）。 

✓ 參加者和友師的關係（分享的話題和經驗：例如學業、職涯規劃、志向、

人際關係、價值觀等）。 

✓ 參加者和友師之間值得分享的相處經歷。 

✓ 和參加者建立關係及保持聯繫的動力。 

 

(2) 目標儲蓄 

✓ 有沒有和參加者討論其儲蓄習慣？ 

✓ 參加者在參加計劃後，對儲蓄習慣的態度有何改變？ 

✓ 計劃對參加者的儲蓄習慣有什麼影響？ 

✓ 參加者是否有維持儲蓄習慣及其原因？ 

 

(3) 個人發展規劃 

✓ 在完成計劃後，友師對參加者的個人發展規劃的參與度。 

✓ 在過去兩年，友師的角色對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及成長有何影響？ 

✓ 「個人發展規劃」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有什麼重要影響？ 

 

(4)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見 

✓ 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的長遠發展有何影響（例如教育程度、職業狀況、

未來期望等）。 

✓ 紓緩貧窮的因素。 

✓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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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長進行深入訪談 

 

(1) 師友配對 

✓ 友師對子女有什麼長遠影響？ 

✓ 你和友師之間有什麼值得分享的相處經歷？ 

✓ 友師與子女的關係是怎樣的？ 

 

(2) 目標儲蓄 

✓ 計劃中是否有提供資助給子女以達成目標儲蓄？ 

✓ 計劃對子女的儲蓄習慣有什麼影響？ 

✓ 計劃對子女有關儲蓄習慣的態度有什麼影響？ 

✓ 子女現在是否有維持儲蓄習慣？原因為何？ 

 

(3) 個人發展規劃 

✓ 計劃完成後，友師和營辦機構有沒有繼續和子女討論其個人發展規劃？ 

✓ 計劃對子女的長遠發展和成長有什麼持續影響？ 

✓ 「個人發展規劃」對完成計劃的學員在職涯規劃和個人發展方面的想法

有什麼改變？ 

✓ 在過去兩年，你在引導子女規劃個人發展方面有什麼角色？ 

 

(4)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見 

✓ 計劃對子女在完成的長遠發展有什麼影響（例如教育程度、職業狀況、

未來期望等）？ 

✓ 計劃對紓緩貧窮有什麼幫助？ 

✓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還有什麼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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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營辦機構的深入訪談 

 

(1) 師友配對 

✓ 有什麼方法╱活動令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與友師保持聯繫及互動？ 

✓ 為友師提供了什麼培訓？ 

✓ 有什麼成功個案可以分享？ 

 

(2) 目標儲蓄 

✓ 有什麼方法╱活動幫助參加者養成儲蓄習慣？ 

✓ 計劃對參加者家庭就儲蓄習慣方面的態度有什麼影響？ 

 

(3) 個人發展規劃 

✓ 對參加者的長遠發展和個人成長有什麼持續影響？ 

✓ 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在職涯規劃和個人發展方面的想法有什麼轉變？ 

✓ 有什麼成功個案可以分享？ 

 

(4)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整體意 

✓ 對完成計劃的參加者的長遠發展有何影響（例如教育程度、職業狀況、

未來期望等）？ 

✓ 計劃對紓緩貧窮有什麼幫助？ 

✓ 對兒童發展基金計劃有什麼整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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