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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驕子無力還學債

大學生學歷大貶值
通識資料庫

書架

張謇一生的啟示
社會應提供更多出路
福建中學（小西灣）5D 關俊傑

學生完成學業後面對的壓力

通識我見

宋真宗《勸學詩》有云： 「富家不用
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
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愁無良媒，
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愁無人隨，書中
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更勤向
窗前讀」，將 「讀書可做官，做官可發
財」的心態表露無遺。時移勢易，離宋真
宗時代約一千年後的今日，高學歷不但未
必可以為年輕人帶來財富，還可能為他們
添上一身巨債。

本港大專生負債問題嚴重，香港青年
協會去年8月至9月以網上問卷訪問了727名
曾向政府申請學生貸款的全日制大專生，
發現資助課程學生預計自己畢業後，累積
欠下政府貸款金額平均為10.9萬元，自資

課程學生平均預計欠款更高達19.2萬元。
只有15.7%大專生非常有信心畢業後可按時
還款，55.5%曾借免入息審查貸款的大專生
及60.7%自資課程大專生均預計自己30歲或
以後才能夠還清貸款。

學歷與薪酬不成正比
不少教育界人士指出，專上教育近年

轉為普及制，加上大專濫開課程及收生，
令學歷貶值惡化，學生畢業後才發現付出
與收穫不成正比，面對數萬以至十數萬債
務，自然感到無力償還。青協的研究個案
中，有青年直言 「覺得無論怎麼還，也好
像還不清款項」，更有青年因償還貸款而

被迫擱置部分人生計劃。
面對學歷與薪酬不成正比

的困局，推動職業教育也許是
解決問題的一大良方。人口政
策督導委員會早前發表的諮詢
文件提出，社會現時普遍看重
傳統學術性為主的課程，這雖
然值得支持，但卻未必適合所
有學生，故建議重新確立職業
教育的價值，作為傳統學術課
程以外的選擇。委員會指出，
雖然一些技術性行業（例如航
空業及建造業）的薪酬與晉升
機會俱佳，僱主還是抱怨人手
嚴重短缺。另一方面，亦有青

年在完成學業後
無法找到可以發
揮所長的工作而感到氣餒。故
本港要從根本上改變年輕一代
選擇職業的觀念，引起青年及
其家長對職業教育的興趣。

的確，學歷貶值是全球現
象，但不少香港學生及家長的
觀念仍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
年代，以為大學生一定是天之
驕子，殊不知社會近年已急速
轉變，他們無法適應，難免感
到格外失落。其實，不少歐美
國家的大學畢業生都會從事勞
動工作，或者擔任一般文員，
香港家長及學生亦應調整大專

畢業生的整體觀念，明白大專畢業並非向
上流的保證。早前獲傳媒廣泛報道的紮鐵
工人楊偉業及巴士司機梁領彥，正好說明
了大學生不一定要當白領的現實。

現年28歲的科大計量財務系畢業生楊
偉業高考考獲3A2B佳績，畢業後遇上金融
海嘯，輾轉當上紮鐵工人，現時月薪逾二
萬元。入行一年的他認為，踏實的地盤工
作比金融業更適合自己，又說學歷不應是
搵工的枷鎖，做不到大學所讀的相關行業
不代表三年大學白交學費，因為他在三年
大學學到待人處世、領導才能等技巧，令
他一生受用。他直言希望利用這些技能在
建造業界發展，日後晉升地盤管理階層或

建築導師。

9A狀元棄「錢途」揸巴士
2003年會考9A狀元梁領彥拔尖進入中

文大學入讀計量金融學系，畢業後於著名
會計師行當分析員，五年後升任經理，月
入數萬。不過，其實他並不喜歡金融，當
初選擇讀相關學科主要是為了 「錢途」。
這名巴士迷為了一圓兒時夢想，早前毅然
辭職轉當九巴車長，月薪大減三分之二，
失去豐厚的金錢回報，卻得以擁抱夢想。

楊偉業及梁領彥用自身經歷告訴我
們，大學畢業生不一定要坐在辦公室運籌
帷幄，只要有目標及夢想，一樣可以從藍
領工作中得到無比滿足感，從而在現有職
位愈做愈好，一直晉升至高位。現時，本
港資助大學學費逾四萬元一年，自資學位
學費更可能遠超此數，但普遍大學畢業生
起薪不過一萬元，而一些需要專門技術的
職位，如電梯維修員、飛機維修員等，毋
需大學學歷，但起薪點卻比大學生更高。
總括而言，在現今社會，年輕人不應以為
學歷定與收入掛鈎，最重要的是有清晰目
標，按自己興趣發揮所長，默默耕耘。正
如某電影名言所云： 「追求卓越，成功自
然跟着來」（Pursue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

撰文：胡家齊

一、非專科學科就業薪金一般，導致還款壓力大
「很多中五畢業的學生的工資其實比我還要高。我

也不覺得擁有大學學位的前景會好一點，客觀來說，我
覺得大學學位與工資沒有關係。除非你讀一些很專業的
科目，像社工和會計。我就覺得我的工資只會徘徊在一
萬多不到二萬左右。」 （女／25歲／資助學士畢業）

「我的學科畢業後，畢業生多做NGO、教書及文
化機構，人工都不太高，即使是教書，教席也不多。我
畢業後見過三份教學助理工作，可是人工連一萬也沒
有。基於生活負擔，不足一萬根本生活不到，而我將人
工的考慮告訴學校，學校就回覆不考慮我。」

（女／29歲／資助學士畢業）
二、沒有升讀學士課程者未感到就業條件有改善
「副學士只是政府的試驗品，課程沒用且認受性

低，副學士畢業被當作中學畢業程度。除了政府工以
外，很多私人企業把副學士和中七畢業的起薪點訂於同
樣水平，完全不值得，浪費十萬元修讀副學士學位。我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物流，人工低，扣除家用及貸款還
款每季三千多元後，我的薪金只剛好夠支付我的生活開
支，沒有可能儲到錢讀書。」

（女／25歲／自資副學士畢業）
「擁有高級文憑始終比中五畢業好，但找工作就沒

有明顯優勢。當初選讀課程時感覺高級文憑比較可靠，
因為始終有一張文憑在手，但讀副學士，假如不能銜接
學位課程，就會變得進退兩難。」

（女／23歲／自資高級文憑畢業）
三、免入息審查貸款帶來龐大壓力
「12萬的貸款對我來說是很有壓力的。因為我借的

是免審貸款，利率會較高，而且從借款日便開始計算利
息。現在我開始還款，已經覺得無論怎麼還，也好像還
不清款項。即使可以分十年清還，每季也要還三千至四
千元，壓力還是很大。」

（女／23歲／高級文憑畢業）
「我比較擔心將來還款那刻，因為剛剛出來工作，

不知薪酬會有多少，假如我只得萬多元收入，分十年
還，每季還款已要八千元，還要支付家用，我想自己也
沒有多少錢能用。我實在借了太多錢，從副學士一直借
到現在。副學士時好像每季已經要還四千多元，現在加
上學位貸款的話，真的不知道要還多少錢了。」

資料來源：青 協
「借貸渡學──青年的生活需要與財政壓力研究」

剛從江蘇南通回來，當晚我便急不及待
地閱讀了多本有關張謇的書籍。今次考察行
程，走訪了南京、揚州、南通三地。在南通
的 兩 天 文 化 考 察 中 ， 我 深 受 張 謇
（1853-1926）一生的作為所感動，尤其是為
了實現理想，放棄仕途之路，走上了一條辦
實業、教育及社會事業之路。陳錦江（王笛
等譯）的《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北
京：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
全面探討清末企業發展的書籍。張謇在南通
所作出的偉業，是本書討論的一個重要部
分。

張謇的家庭許多代以來一直是小農。
1868年他通過了他的第一輪科舉考試，這時
他才15歲。從這時起，他一直受到考場晦運
的折磨。直到1885年他作第六次嘗試時才成
為一個舉人，1894年時他終於成功，榮膺狀

元，到此時他已41歲了。但就在這一年他便
因父親過世而返家鄉南通守孝兩年，這次離
職給予他反思人生的目標。他為官不到一
年，但已甚感許多不快，官僚政治的僵化，
緩慢的升遷，以及只擔任諮詢性質的翰林院
職位。

後來他聲稱，他進入工業界的原因之一
便是其強烈的衝動，即要證明像自己這樣的
知識分子並不就是一個書呆子。另一個原因
是受到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震動，新的條
約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建廠，嚴重打擊中國本
土工業的萌芽發展。他深信要徹底的改革，
必須引進現代教育制度。當他明白辦新學需
要資金時，他決定首先發展南通的工業，以
作為其教育計劃籌款的辦法。

1896年和1898年間，張謇歷盡艱辛開辦
了其第一家工業企業大生紗廠。從棉紡出
發，他又在南通發展不同的工業。在創業過
程中，他得到哥哥張詧的幫助。張詧後來亦
棄宦途，把自己轉變為一個能幹的工業經營
者。他倆逃出了仕途的 「框架」，走出一條

為國為民的實業之路，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少
有的。

今天，張謇一生所行之路，正好作為我
們芸芸學子所參考。在大學選修科時及畢業
後投身社會時，切記不要人云亦云，左右了
個人的決定。而應多作反思，走出一條真正
屬於自己的人生大道。

香港通識教育學會 李偉雄
mleewaihung@yahoo.com.hk

俗語有云：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
玉。」很多人認為多讀書，就能更上一層樓，但是我認
為這個觀念已經不合時宜，更成為現今一代的負擔。

香港是知識型社會，社會越來越着重學歷，高中及
專上教育亦逐漸普及，導致不少的問題陸續浮現，例
如：低技術工作無人應聘，人手不足導致職位空缺。

為了配合知識型社會，提升競爭力，如果考不到學
士學位，就要在私營學府讀書，因此近年自資學士學位
和高級文憑課程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然而有很多副學位
畢業生無法升讀資助大學，為了追尋他們的 「大學
夢」，繼續攻讀學費高昂自資銜接學位，最後背上高達
20多萬元的 「學債」，但可能因為學位認受性不足，畢
業後的入職待遇並不理想，卻要開始償還巨額學債。

大專生在學時原本應專注學習，卻為應付高昂的學
費並兼顧日常開支而日夜兼職，幸運的能在畢業後找到
高技術的工作，或甚至從事管理層，但依然有很大的償
還壓力；不幸運的入不敷支，甚至需向家人借大筆金錢
償還學債。

其實，為了將來有能力選擇一份好工，不一定只有
修讀大學課程才能做到，條條大路通羅馬，社會應有更
多不同的出路。副學位畢業可先投身職場，邊學邊儲
蓄，再按個人工作需要以及經濟負擔能力，再考慮進修
計劃，逐步攀上大學學位的階梯，不至未踏入社會已被
學債壓倒，為了一圓 「大學夢」而成為負資產。

2012/13大專貸款還款帳戶數目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全日制大專生免入息審查計劃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計劃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總計

截至2013年1月31日

25653

17312

22444

24438

68547

158394

資料來源：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2013至14年度開
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只有15.7%大專生非常有信心畢業後可按時還款

▲學歷貶值是全球現象，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

▲本港大專生負債問題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