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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青年創業的普遍情況

香港地區共收到490份問卷，當中七成三為在校學生。

一. 打工仍然是主流，對創業持開放態度

1. 43.3%偏向對創業有興趣，但明顯表達興趣的
(答完全贊同的)只有49人(10%)。

2. 受訪者偏向贊同「創業是理想的事業選擇」
(完全贊同10.0% vs完全不贊同2%)、 「創業
比就業更能體現個人價值」(完全贊同14.9% vs

完全不贊同1.2%)，表明創業可現體現較高之
個人價值。

3. 同時，亦沒有貶低打工的價值，對「打工比創
業好」的看法的受訪者各佔一半。



二. 創業認知不足，持審慎態度

1. 受訪者偏向相信自己具有一些創業特質。

2. 但自信並明確表明自己具備相關特質的百分比只
有一成人，如積極進取 (11.4%)、冒險精神
(11.2%)、創新意識(10.0%)、意志堅定(11.0%)、
務實(9.8%)等。

3. 受訪者均對創業持謹慎/保留態度，不少受訪者
認為創業風險大(完全贊同34.1% vs完全不贊同
1.0%) 、創業需要謹慎對待(完全贊同35.7% vs完
全不贊同0.8%)。



三.配套不足和資金成為青年創業卻歩的因素

1. 對創業支援資訊認知不高

現時香港政府只有提供創業指導、培訓、場
地等支援，創業資金主要由非政府組織提供
支援，數據表明四成或以上的受訪者不清楚
現時有沒有上述的支援。

2. 294位(63.9%)受訪者沒有打算創業，他們都表
現出其理性思考，啟動資金短缺(55.8%)、擔
心創業失敗(44.2%)、沒有任何工作/社會經驗
(35.7%)為主要原因。

3. 綜觀490位受訪者的意見，最多人期望政府在
以下三方面作出改善，包括放寬貨款政策
(59.2%)、開設創業培訓(49.2%)、給予稅收惠
(48.8%)。



2. 香港支持創業的措施

現時本港的創業培訓及支援主要來自少數的非政府服務組
織和商會組織，政府方面只提供個別行業的基金支援，場
地借用/租金優惠。

a. 創業資金

• 現時有非政府服務組織舉辦青年創業計劃，為18至35
歲有志創業的年青年提供最高貨款額10萬港幣，以及
配對義務創業導師。

• 政府方面，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設有小型創業貨款、
自僱營商貨款計劃，專為18歲或以上人士提供貨款20
萬至30萬，以及配對營商導師和提供創業營商培訓

• 商企方面，亦有提供巨額創業基金最高達港幣500萬元
以協助申請人創業。不過有關條件較為繁多，適合具
備豐富營商經驗人士申請



b. 創業培訓課程

香港的創業培訓主要依賴非政府服務組織，為有需要
的創業人士和自僱人士提供課程，如小本創業單元證
書課程、青年創業學、應用創業證書課程。

c. 非政府服務組織提供的支援服務

例如「青年就業起點」專為15至29歲青年人提供一站
式綜合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18至29歲的商務會員可
免費享用中心內的商務設施和支援服務，包括通訊設
備、專業顧問諮詢服務等。「現時這兩間中心均位於
公共交通網絡非常完善及青年人喜歡聚集的地區（即
旺角朗豪坊及葵芳）。



d. 為個別行業提供發展基金

政府方面，只提供個別行業的基金支持和支援。
如電影方面，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基金為電影製作
提供融資，基金總共為26項電影作提供融資，融
資金額共約港幣7,441萬元。為培育設計行業的新
晋，政府推出「設計創業培育計劃」，為新成立
的小型設計公司提供支援。此外，數碼港推行
「數碼港培育計劃」，支援本港新進的數碼娛樂
及資訊科技公司。



e. 場地支援及租金優惠
文化及創意產業方面，政府通過推展保育和活
化項目，促進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活化工
廈措施在2010年4月1日正式實施，並政府在
2011年10月已宣布撥款予藝術發展局在合適的
工廠大廈提供藝術空間，以優惠租金出租予藝
術工作者使用。
在藝術發展方面，政府亦通過便宜的租金為設
計師租用場地，以鼓勵社會機構發展支援藝術
的文化設施。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中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a. 地產化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應付高昂的租金及營運成本

隨著經濟發展，本地房屋、工業舖租金飆升，大大提高
生產成本。再內地開放自由行的措施改變了香港的營商
環境，不少財團為迎合內地部份高消費遊客口味，在人
流較多的街道上設立高消費的商鋪，傳統商鋪承受不了
大幅度租金上升，只好被逼結業。在現今香港的營商環
境下，相信未有營運經驗的青少年更難以處理租金成本，
或甚至因租金成本而打消創業的念頭。

b. 金融地產投機機會成本較低

調查顯示63.9%(294人)沒有打算創業，當中44.2%擔心
創業失敗。香港金融地產行業蓬勃，動輒少量資金已可
在股票巿場進行賣買，對比做生意的成本和時間的投入
，機會成本相對低很多。上述相信是素導致年青人少去
成為企業家的因素之一。

3. 與香港青年保守創業精神有關的因素



c. 難以踏入六大產業門欖

本港經濟現時主要以金融、工商支援服務、物流、旅
遊作為四大經濟支柱及六個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
產業、醫療產業、教育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檢測及
認證產業以及環保產業。政府在強調本港的四大經濟
支柱及六個優勢產業時，就算配套相關的支援和措施，
但也較少從創業角度討論，一般市民如何在這些重點
行業開展事業。

d.青年創業支援不足

現時本港的創業培訓及教育主要依賴非政府服務組織
及商會組織，而部份大學亦有設立創業研究中心，推
廣及研究本港的創業精神，政府方面只提供個別行業
的基金支援及場地借用等措施給有志創業人士，有意
創業的青少年根本難以克服啟動資金的問題。這正正
呼應本調查提到在63.9%沒有打算創業的年青人之中，
55.8%是因為缺少啟動資金。



4. 青年會的建議

a. 提倡企業家精神

香港金融地產行業興旺，對熱衷找快錢的人來說，投機
的機會成本更遠低於做生意。不過由60、70年代開始，
也是依靠企業家由一人公司至成立大企業養活港人和造
就香港的興盛繁榮。我們盼望香港的社會仍然保留這種
拼博打造的精神，故此期望社會提倡企業家精神，培養
新一代成為成功的企業家，而非僅著眼於眼前短暫的利
益，相反更重視成為成功的企業家為社會謀福址，創造
就業機會，將成就社會繁榮視為己任。

b. 政府應檢視整體社會政策會否窒礙創業精神及創業機會

政府應有具體的檢定方法，以評估政策會否窒礙創業精神
及創業機會。這可避免政策與政策之間存在矛盾，抵消
有助創業的政策與措施。



c. 具體規劃產業發展及創業培訓

政府應就重點發展的產業，提供相應的人材及企業需
要評估，以審視人材及企業發展的可能性。相關的資
料有助有意創業人士，以評估該行業的的發展趨勢及
進行相關的預備工作。

d. 讓年青人小試做生意

創業/做生意和打工同樣是生涯規劃的選擇之一，現時
的生涯規劃和職業輔導將焦點放在讓年青人認識自我、
並審視適合從事那些行業，不過我們相信可以及早開
拓青年視野，讓他們預早獲得創業/做生意/企業家的認
知，讓他們可作理性的分析和裝備。



a. 中學生企業家訓練：錢途無限FUN計劃

競投年宵攤位

共建至FIT團隊

運籌帷幄齊策劃

如何調兵顯將？

精明買手是你嗎？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年宵巿場實戰

本會與學校協作提供創業的講座/工作坊，聯繫營商者分享他們的經驗，
及早開拓同學視野。建議利用短期的培訓和實習機會，讓學生對營商環
境和知識有初步理解，並增強他們理財的概念。

5. 青年會的實務操作



跳蚤市場 +青年文化廣場

跳蚤市場是香港第一個大規模及連續性的
跳蚤市場，與法國巴黎的Porte de Vanses、
英國倫敦的Portobello Road及日本原宿代
代木公園一樣，是一個展現當地文化及消
費的好去處。

+創業培訓
+地攤租用 $300FARM

而FARM青年文化廣場於每星期日都會安排不同
的活動，給大家一個體驗香港青少年活力的機會，
如本地搖滾音樂表演、X-GAME表演及比賽等。

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政府東區民政事務處及《MILK》雜誌
協辦的FARM青年文化及創業廣場，由2003年起每逢星期日於維多利亞
公園舉行。目的是希望推動本土經濟及讓年青人體驗創業過程，透過從
營運所得之經驗及社工培訓，發揮他們的創意及盡展所長。

b.



跳蚤市場的營業時間：逢星期日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青年文化廣場表演時間：逢星期日下午2時半至下午5時半



c. 創業營商證書課程



d. 青年理想實踐基金
青年人擁有獨特潛能和理想，可惜很多時候因資源的缺乏，令夢想無法
實現。「青年理想實踐基金」的成立，旨在提供機會及資助予有志的青
年人，將理想發揮成為力量，付諸實行，創造生命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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