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四題：政府與青年人的溝通 

＊＊＊＊＊＊＊＊＊＊＊＊＊＊＊  

  以下為今日（二月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甘乃威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行政長官於上月出席本會答問會時表示，要和青年加強溝通，但他沒有按部

分立法會議員的提議，即時到立法會大樓外與為反對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而斷食的青年對話，並表示要找個適當場合才進行溝通。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行政長官及問責制主要官員與青年進行直接溝通的適當時候為

何；若有評估，結果為何，以及會用甚麼方式和與哪些青年進行溝通； 

 

（二）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成員當中，分別於１９５０年前、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９

年、１９６０至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９年及１９８０年及以後出生的

成員人數為何；政府委任這些成員的準則和標準為何；政府有否評估委員會過去

五年的工作成效；若有，結果為何，包括委員會曾就哪些社會廣泛關注的議題諮

詢青年，以及向政府提供哪些青年事務的意見；及 

 

（三）有否評估過去三年專為吸納青年意見而舉辦的青年論壇、青年議會、青年

高峰會議等活動的成效；若有，結果為何，當中有哪些議題是聽取青年人的訴求

和願景，以及將來有甚麼計劃更廣泛及認真地吸納青年對政府施政的意見？ 

  

答覆： 

 

主席： 

 

  就議員提問的三個部分，我順序答覆如下： 

 

（一）青年是我們未來的希望。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治問責團隊，同意要加強與青

少年的溝通。政府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聆聽及吸納社會各方面人士包括年輕人

的聲音，有面對面的直接溝通，也有透過民意代表和不同的中介進行。立法會固

然是法定的民意機構，我們注意到裡面經常反映不同年齡人士的意見。區議會亦

在地區層面積極反映民意，包括年輕一代的訴求。政府正在開展的青少年反吸毒

行動，區議會和多個地區團體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區政府制訂重大的政策措

施，都會進行公眾諮詢，也歡迎青年參與發表意見。政府成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



向政府提供關於青少年發展的意見。政府亦從大眾傳媒、互聯網等渠道，留意青

少年的訴求和心聲。我們知道，互聯網的普及和深入，不僅改變經濟運作模式，

也改變社會聯絡和人際溝通的方式。最善於接受新事物、新科技的年輕人，尤其

喜歡透過互聯網平台，例如社交媒體網站，抒發意見。所以，政府除了用傳統方

式諮詢青年人的意見外，正積極考慮如何更好利用互聯網與年輕人溝通，更好了

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所關注的公共政策事項。 

 

（二）青年事務委員會共有２８位非官方委員，成員包括學生、社工、學者、青

年團體負責人等。根據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年齡分布為：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１５位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     ６位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４位 

１９８０以後          ３位 

 

  在委任有關委員時，政府一直本著用人唯才的原則，適當考慮人選的才能、

專長、經驗、操守和服務社會的熱誠。 

 

  青年事務委員會就青年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除了民政事務局外，教育局、

勞工及福利局、保安局的代表也是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官方委員，就其政策範疇聽

取青年事務委員會成員的意見。不同的政策局在制訂與青年有關的政策時，都會

徵詢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近幾年的議題例如包括設立一站式青少年服務網

站、成立家庭事務委員會、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及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的檢討等課題，都有向青年事務委員會徵詢意見。委員會也委託進行不同課

題的研究及製作資料概覽，向政府提供青年人的意見及關於青年人的統計資料。

青年事務委員會從多方面推動了青少年的發展工作。 

 

（三）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所說，政府通過多種渠道了解青少年的想法和吸納青少

年的意見。舉辦青年高峰會議是其中一種方式，提供機會讓青年人就其關注的事

項表達意見和直接與官員對話。二○○六年舉行的青年高峰會以「當中國走向世

界－香港青少年的發展與承擔」為題，在教育、文化、科技、就業等青少年關注

的範疇進行討論。今年三月，青年事務委員會聯合民政事務局將會舉辦「青年高

峰會議２０１０」，會議將會以「創建未來–青少年面對的挑戰與機遇」為主題，

並設多個青年切身關心的分題，讓他們討論和表達意見。這些分題包括：「人口

結構轉變的挑戰」、「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健康的心理質素」和「多元

文化及科技融合」。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將派代表出席會議，以聽取青年人的聲

音和作出交流。 



完 

 

２０１０年２月３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