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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及調查方法 
 
背景 
 
為評估香港教育制度增值的成效，教育統籌局定期舉行了一項關於僱主對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在

主要範疇的工作表現的意見調查。上一次的調查於 2002年進行，涵蓋於 2000年於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及職業訓練局畢業的全日制公帑資助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調查結果可反映

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就業以後的工作表現，並有助政府及高等教育院校更了解僱主的需要。 

 
自完成上一次調查後，教育統籌局決定每三年進行一次相關的調查，以持續跟進畢業生工作的

表現。因此選取了 2003 年的畢業生進行目前這項調查，而調查的涵蓋範圍亦包括香港教育學
院的畢業生。 

 
調查目的 
調查目的﹕ 
(i) 收集僱主對 2003年全日制公帑資助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工作表現的

意見（包括就職公務員的畢業生），九個主要範疇分別是﹕ 
a. 中文能力﹔ 
b. 英語能力﹔ 
c. 數字運用能力﹔ 
d. 資訊科技知識﹔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f. 工作態度﹔ 
g. 人際技巧﹔ 
h. 管理技巧﹔及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是次調查亦分析學生在不同方面的知識，及收集僱主對改善學生質素的建議。 

 
(ii) 比較僱主對 2003年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與 2000年的畢業生的工作表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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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範圍 

 
是項調查涵蓋的公司/ 機構，均於 2003年 12月僱用以下四間資助院校的 2002/2003年度全日
制公帑資助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 

a.  香港城市大學 
b.  香港教育學院 
c.  香港理工大學 
d.  職業訓練局 

 
是項調查的訪問對象為這些畢業生的直屬上司或了解畢業生工作表現的高級職員。 

 
抽樣範圍 

 
於 2003年一共有 6,000名學生由四間資助院校的全日制副學位課程畢業。根據各院校於 2003
年年底對該年度進行的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資料，當中 3,526名畢業生當時正從事全職工作。
而餘下的畢業生相信當時正從事兼職工作、持續進修或失業，這部分的畢業生並不包括在是次

此調查中。 

 
在 3,526名於 2003年年底正從事全職工作的畢業生當中，有 698名因未能夠提供完整的個人
資料而從樣本中撇除。因此，是項調查涵蓋 2,828名於 2003年 12月正從事全職工作的畢業生。 

 
在上述2,828名畢業生當中，有123名畢業生是受僱於政府。教育統籌局（教統局）提供了僱用
該年度畢業生的政府部門的資料。 

 
餘下的便是2,705名畢業生於2003年12月正受僱於私人公司/ 非政府機構，並提供充足就業資
料（如受僱公司名稱、公司所屬行業及公司員工數目）。這些畢業生包括在抽樣範圍內。 

 
樣本設計及分佈 

 
所有受僱於政府的畢業生（123名）都包括在樣本中。 

 
在非政府機構中，所有僱用兩名或以上畢業生的私人公司/ 機構均獲邀請參與是項調查。至於
只僱用一名畢業生的私人公司/ 機構，我們先按行業排序，而在每行業當中，再按僱員人數隨
機抽取四分之一的私人公司/ 機構作為樣本。 

 
然而，為減輕受訪者在填寫問卷方面的負擔，僱用兩名或以上畢業生的公司/ 機構，只需評估
若干比例的畢業生的工作表現。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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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 機構僱用副學位畢業生的數量 各公司/ 機構需評估副學位畢業生 
的比例 

2 – 99 50% 
100或以上 40% 

 
樣本數量 
 
根據樣本抽選程序，是項調查涵蓋了 1,876名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當中 123名畢業生於政府部
門工作，另外 1,753名畢業生於私人公司/ 非政府機構工作。 
 
收集數據的方法 
 
是項調查的數據以自填問卷形式收集。我們事前致電有關的政府部門及私人公司/ 非政府機
構，解釋調查目的及確認負責統籌調查的聯絡人。這些聯絡人通常是該公司/ 機構的人事部經
理或人力資源部經理。 

 
我們於 2005年 6月 28日把問卷、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的署名信、以及問卷指引寄給聯絡人。
附錄 I 是發給聯絡人整套調查文件的副本。僱用超過一名畢業生的公司，聯絡人需按一般指引
的指示，隨機抽取畢業生作評估及分發問卷給獲抽樣選中的畢業生的直屬上司。這些直屬上司

在填妥問卷後，以回郵信封寄回問卷或把問卷傳真至指定的傳真號碼。至於未有依時交回問卷

的聯絡人/直屬上司，我們隨後致電或到訪其公司跟進。 
 
回應率 
 
截至 2005年 10月，我們共收回 622份填妥的問卷，回應率達 54%（已剔除 727個作廢個案，
這些個案大部分是該公司聲稱於 2003 年年底沒有僱用該年度副學位課程畢業生）。附錄 II 詳
列了有關回應率的計算方法。 

 
問卷設計  
 
是項調查涵蓋九個範疇的工作表現，包括（A）中文能力﹔（B）英語能力﹔（C）數字運用能
力﹔（D）資訊科技知識﹔（E）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F）工作態度﹔（G）人際技巧﹔（H）
管理技巧﹔（I）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各個範疇及其下之細分項目均是在參考過有關這個課題
的書籍、調查報告和調查資料後，仔細挑選出來的。在這一輪的調查中，我們因應人力市場的

最新發展，增加了數個評估項目。問卷一共包括 45 個評估項目，以量度畢業生在 9 個範疇的
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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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需就每一個評估項目對獲抽樣選中的畢業生（i）按其表現作出評估﹔並（ii）就該項目
對畢業生所擔任職位的重要性提供意見。評估以一個 5分的基制進行，簡述如下﹕ 
 

分數 表現 重要性 
5 經常高於要求的標準 非常重要 
4 偶或高於要求的標準 較重要 
3 一般達到要求的標準 一般重要 
2 偶或低於要求的標準 較不重要 
1 經常低於要求的標準 完全不重要

 
畢業生的整體評分或個別範疇的表現評分，是由各有關評估項目的加權平均表現評分組成，而

所用的權數則為個別項目的重要性評分。附錄 III顯示計算方法的細節。 
 
除這 45 個評估項目外，是次問卷還評估了畢業生在 9 個與知識範疇有關的項目的才能。問卷
亦就 7項與改善畢業生質素有關的改善方案，向僱主探討同意程度。同時，問卷也收集了他們
對改善畢業生質素的其他建議。  

 
試驗測試 

 
於是項調查開始前，我們已就問卷及調查安排作出試驗性測試。它涵蓋了 9位沒有包括在主要
調查中的畢業生。我們根據試驗測試的結果，就調查安排作出了一些小修改，而問卷則無需作

出任何修改。 

 
估算方法 

 
在 622份交回的問卷中，有 103份來自政府部門，另外 519份來自私人公司/ 非政府機構。每
份問卷的數據均按每間公司/ 機構僱用 2003年畢業生的實際人數加權而編製。 

 
注意事項 

 
1. 在比較 2000年及 2003年畢業生調查的結果時，讀者應注意以下的事項﹕ 

 涵蓋範圍﹕在 2003的調查中，新增了香港教育學院。 
 涵蓋項目﹕除修改一些評估項目的字眼外，2003 的調查更增加了一些新的項目。我
們在這報告書中，已對這些項目附加標記作提示。 

 
2. 讀者於分析一些根據較少量人數（少於 50 人）的意見所作的估算結果時應謹慎處理。這

些調查結果相對地會有較大的抽樣誤差。在這個報告書中，我們亦已對這些組別附加標記

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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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總結 

 
整體表現 

 
僱主對 2003 年畢業生的整體表現頗滿意，評分為 3.44 分，介乎於「一般達到僱主要求的標準」

及「偶或高於僱主的標準」。下表顯示，15%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表示他們的表現介乎「經

常」和「偶或」高於僱主要求的標準。另一方面，只有 1%的畢業生得到 2 分或以下，表示很

少數量的畢業生表現未能達到僱主要求的標準（表 2.1）。 

 
表 2.1 – 整體表現評分及於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 
 

畢業生表現評分的分佈 

5 – 4.01 4 – 3.01 3 – 2.01 2 – 1.01 1 不適用 
 範疇 

畢業生 
表現評分 % % % % % % 

 整體 3.44  15  63 21  1  - - 

A 中文能力 3.65  21 57 20 1  - 2 

B 英語能力 3.28 7  37 44 7 1  4 

C 數字運用能力 3.49  8  40  40 4  * 8 

D 資訊科技知識 3.69  21  46  27 1  - 5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3.24  9  51 34 5  * 1 

F 工作態度 3.59  24  50 22  2  * 1 

G 人際技巧 3.49  16  54 24 3  * 3 

H 管理技巧 3.15  6  37 40  7  1  10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3.30  8  43  37  4  1  6 

 
註﹕ （i） *表示少於 0.5% 

（ii）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相加起來未必等於 100% 

 
一般而言，女性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3.44 分）與男性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3.44 分）沒

有分別。按所屬行業分析，在政府及教育行業工作的畢業生的表現評分最高，有 3.59 分；而在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工作的畢業生得分最低，只有 3.24 分。而按公司/ 機構的規模分析，於中

型規模公司/ 機構（50-99 名員工）及較大型規模公司/ 機構（500-999 名員工）工作的畢業生

整體表現評分較高，分別是 3.52 分及 3.55 分。而在僱有 100-499 名員工的公司/ 機構工作的

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評分最低，只有 3.35 分（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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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評分的分析（圖 2.1） 
 

3.39

3.55

3.35

3.52

3.49

3.33

3.42

3.24

3.50

3.34

3.50

3.59

3.59

3.44

3.44

3.44

3 3.2 3.4 3.6 3.8 4

 
 
註﹕ （i） @少量人數的意見（少於 50 人） 

（ii） @@非常少量人數的意見（少於 30 人） 
 
 
與上次的調查結果比較，2003 年副學位的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較高（3.44 分）。而在個別範疇及

評估項目所得的結果亦相近。詳情會在稍後的段落中探討。 
 

 2000 年畢業生 2003 年畢業生 
整體表現 3.36 3.44 

 

所有畢業生

性別

男

女

公司/機構所屬行業

政府

教育

製造業

建築業
@@

批發, 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業@

運輸, 倉庫及通訊業@@

金融, 保險, 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其他社區,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公司/機構僱員人數(全職僱員數目)

< 50

50 – 99

100 – 499

500 – 99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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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在九個範疇的表現的評估 

 
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以及有關範疇的重要性評分載於表 2.2。 

 
表 2.2 – 畢業生在九個範疇的表現評分及各範疇的重要性評分 

範疇 畢業生表現評分 範疇重要性評分 

A 中文能力 3.65  4.01 

B 英語能力 3.28 3.93 

C 數字運用能力 3.49  3.85 
D 資訊科技知識 3.69  3.87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3.24  3.98 
F 工作態度 3.59  4.28 

G 人際技巧 3.49  4.16 
H 管理技巧 3.15  3.86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3.30  3.99 

 
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均在 3 分以上，表示他們的表現較「一般達到僱主的要求標

準」好。然而，畢業生在各個範疇的表現卻有所不同，評分最低的是管理技巧，得 3.15 分，而

評分最高的資訊科技知識則有 3.69 分。圖 2.2 從高分至低分排列了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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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 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 

表
現
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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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範疇重要性的評估 

 
按僱主的評估，每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普遍均高於「一般重要」，評分最低的是數字運用能力，

得 3.85 分﹔評分最高的是工作態度，得 4.28 分。圖 2.3 從高分至低分排列九個主要範疇的重

要性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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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個別範疇的分析 

 
A. 中文能力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在九個範疇中排行第三，有 4.01 分。畢業生在這個範疇的表現評分為

3.65 分，在九個範疇中排行第二，當中有 21%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1%則得到 2 分或以

下。 
 
B. 英語能力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為 3.93 分，而表現評分為 3.28 分，當中有 7%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

而 8%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C. 數字運用能力 
這個範疇是九個範疇中最不重要的，重要性評分只有 3.85 分。而表現評分為 3.49 分，當中有

8%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4%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D. 資訊科技知識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為 3.87 分。然而，表現評分則九個範疇中最高的，有 3.69 分，當中有

21%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1%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是 3.98 分。然而，表現評分是九個範疇中第二低的，只有 3.24 分，當

中有 9%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5%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圖 2.3 – 九個主要範疇的重要性評分 

重
要
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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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工作態度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是九個範疇中最高的，有 4.28 分。而表現評分在九個範疇中排行第三，

有 3.59 分，當中有 24%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2%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G. 人際技巧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在九個範疇中排行第二，有 4.16 分，而表現評分為 3.49 分，當中有 16%
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而 3%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H. 管理技巧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是九個範疇中第二低的，只有 3.86 分。這個範疇的表現評分在九個範疇

中最低的，只有 3.15 分，當中只有 6%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在九個範疇中畢業生比例最少

的），然而則有 8%得到 2 分或以下。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這個範疇的重要性評分為 3.99 分，而表現評分為 3.30 分，當中有 8%的畢業生得分高於 4 分，

而 5%則得到 2 分或以下。  

 
比較不同年份畢業生在九個範疇的表現 
 
2003 年畢業生在大部分範疇的表現評分與 2000 年畢業生比較還要好（資訊科技知識及人際技

巧除外）。畢業生於中文及英語能力，以及工作態度等幾個範疇的評分進步比較明顯。 
 
表 2.3 – 不同年份畢業生在九個範疇所獲的表現評分 

2000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2003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範疇 分數 (指數)* 分數 (指數)* 
A 中文能力 3.51 (100.0) 3.65 (104.0) 
B 英語能力 3.06 (100.0) 3.28 (107.2) 
C 數字運用能力 3.47 (100.0) 3.49 (100.6) 

D 資訊科技知識 3.72 (100.0) 3.69 (99.2)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3.19 (100.0) 3.24 (101.6) 

F 工作態度 3.46 (100.0) 3.59 (103.8) 
G 人際技巧# 3.53 (100.0) 3.49 (98.9) 
H 管理技巧# 3.14 (100.0) 3.15 (100.3)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不適用 3.30 (不適用) 

 
註﹕ （i） *在（  ）裡的數字是與 2000 年畢業生的表現評分比較所得的指數，以 100.0

為基數 
 （ii） #表示在 2003 年畢業生調查中包含新增或修改過的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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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在 45 個項目的表現評估 
 

表 2.4 載列 45 個項目的重要性評分及畢業生的表現評分﹕ 
 
表 2.4 – 畢業生在 45 個評估項目所獲的表現評分及其分佈 

   僱主對畢業生是否達到要求標準的意見 

項目 
重要性評分 

畢業生 
表現評分 

經常高於

要求標準

偶或高於

要求標準

一般達到 
標準 

偶或低於 
要求標準 

經常低於

要求標準 不適用

 
 

評估項目 平均分 平均分 % % % % % % 
A. 中文能力 4.01 3.65  

 表達能力          

1 （i） 中文書寫 3.97  3.54 7 42 41 3 1 6 

2 （ii） 廣東話 4.31  3.93 22 49 26 2 - - 

3 （iii）普通話 3.42 2.99 3 12 38 14 3 31 

 理解能力         

4 （i） 中文書寫 4.10  3.70 10 50 34 2 1 4 

5 （ii） 廣東話 4.34  3.99 25 50 24 1 - * 

6 （iii）普通話 3.41  3.13 3 17 37 11 2 29 

B. 英語能力 3.93 3.28  

 表達能力         

7 （i） 英文書寫 3.99  3.28 4 31 49 9 2 5 

8 （ii） 英語會話 3.86  3.20 4 22 52 10 1 10 

 理解能力         

9 （i） 英文書寫 4.04  3.35 4 36 48 7 2 4 

10 （ii） 英語會話 3.90  3.28 4 27 51 8 1 9 

C. 數字運用能力 3.85 3.49  

11 理解數據的能力 3.89  3.52 7 39 42 5 * 7 

12 運用數據的能力 3.81  3.44 7 34 41 7 1 9 

D. 資訊科技知識 3.87 3.69  

13 標準電腦軟件的應用 3.97  3.72 15 44 30 5 * 6 

14 對新軟件的掌握 3.79  3.57 11 34 36 6 * 14 

15 
能夠應用互聯網及內聯網輔助工作

及業務 3.95  3.82 16 43 27 2 - 10 

16 
利用適當科技和資訊系統找尋、收集

和整理資訊# 3.89  3.64 11 39 33 4 * 12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3.98 3.24  

17 常識 4.11  3.51 7 44 42 6 * 1 

18 前瞻遠見 3.89 3.04 3 22 49 20 2 4 

19 分析能力 4.02  3.25 5 30 52 10 3 1 

20 解決問題能力 4.12  3.22  5 30 47 14 3 1 

21 創意 3.75  3.17 5 25 49 14 2 6 

22 實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適時改進# 4.00  3.19 5 28 49 13 3 2 

23 判斷力# 4.01  3.17 4 28 50 1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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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主對畢業生是否達到要求標準的意見 

項目 
重要性評分

畢業生 
表現評分

經常高於

要求標準

偶或高於

要求標準

一般達到 
標準 

偶或低於 
要求標準 

經常低於

要求標準 不適用

 
 

評估項目 平均分 平均分 % % % % % % 
F. 工作態度 4.28 3.59  

24 責任感及投入感 4.51  3.77 22 43 26 7 2 * 

25 獨立工作能力 4.32  3.54 12 42 36 8 2 * 

26 耐性及毅力 4.27  3.49 11 40 38 10 1 * 

27 主動性及幹勁 4.22  3.47 12 37 39 10 2 * 

28 對新事物及新環境的接納及適應能力 4.07  3.57 11 42 40 5 1 1 

29 專業操守/ 職業道德 4.34  3.67 16 40 35 4 1 3 

G. 人際技巧 4.16 3.49  

30 人際關係 4.23  3.69 13 51 30 6 1 - 

31 團體精神 4.36  3.76 16 51 28 4 1 - 

32 協商及溝通技巧# 4.15  3.36 6 34 45 10 1 3 

33 能以正面和體諒的態度，接受或提出意見# 4.09  3.39 7 36 46 9 1 1 

34 能在適當時候妥善處理和解決衝突# 4.01  3.19 5 25 50 13 2 6 

H. 管理技巧 3.86 3.15  

35 組織能力 4.09  3.28 5 31 44 11 2 8 

36 人事管理 3.75  3.02 3 10 36 12 1 39 

37 領導才能 3.74  2.98 2 11 38 11 3 34 

38 能激勵其他團隊成員# 3.77  3.03 4 13 40 12 3 28 

39 
能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及有尋找資源和支
援的能力# 3.84  3.16 4 21 44 13 2 16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3.99 3.30  

40 專業技術知識 4.05  3.30 5 31 45 8 3 9 

41 能夠應付工作上的專業技術要求 4.04  3.29 6 29 45 9 3 9 

42 能夠解決專業技術範疇內的問題 3.99  3.21 4 25 46 10 3 11 

43 能選用適合該項目或任務的工具及技術# 3.92  3.29 6 26 46 9 2 11 

44 能致力達至既定質素標準及規格# 4.01  3.32 5 30 47 8 2 8 

45 注意職業健康及安全，並採取所需措施# 4.00  3.39 6 28 48 5 * 13 

 
註﹕ （i） *表示少於 0.5% 

（ii）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相加起來未必等於 100% 
（iii）#表示在 2003 年畢業生調查中新增或修改過的評估項目 

 
僱主認為所有評估項目對畢業生的職位均很重要（評分超過 3 分）；比較而言，責任感及投入

感最為重要（4.51 分），而普通話表達能力及理解能力的重要性則相對最低（3.41 分）。 

 
2003年畢業生在差不多所有的評估項目（45個當中的43個）的表現較「一般達到僱主的要求標
準」還要好。表現評分最高的三個評估項目是廣東話理解能力（3.99分）、廣東話表達能力（3.93
分），以及能夠應用互聯網及內聯網輔助工作及業務（3.82分）。16% 至25%的畢業生在這三
個項目的表現皆「經常高於僱主的要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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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畢業生僅在兩個項目的評分低於3分，包括普通話表達能力（2.99分）以及領導才能
（2.98分）。有3%的畢業生在這兩個項目表現均經常低於僱主要求的標準。 

 
下圖闡釋個別項目的重要性評分及相對的畢業生表現評分的關係，結果顯示兩者的關係成正

比。畢業生在較重要的項目所得的表現評分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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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表 2.4 列舉了所有的評估項目的數據 
  中文能力 
  英語能力 
  數字運用能力 
  資訊科技知識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管理技巧 
  人際技巧 
  工作態度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畢業生在各個項目的表現評分及各項目的重要性評分(圖 2.4) 

項
目
重
要
性
的
評
分

 

畢業生表現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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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度的畢業生在 45 個評估項目的表現評分 
 
表 2.5 顯示 2003 年畢業生在大部份評估項目的表現評分都比 2000 年畢業生好（在兩次調查均

涵蓋的 35 個評估項目中有 32 個評估項目有較好表現評分）。與 2000 年畢業生比較，2003 年

畢業生的表現評分在以下項目有較大進步：普通話的理解能力（與 2000 年畢業生的表現評分

相比有 15.5%的增加）、普通話的表達能力（15.4%）、英文會話的表達能力（10.0%）、英文會

話的理解能力（8.6%），以及人事管理（8.6%）。    

 
表 2.5 – 不同年度的畢業生在 45 個評估項目的表現評分 

2000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2003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評估項目 分數 （指數）* 分數 （指數）* 

A.   中文能力 3.51 (100.0) 3.65 (104.0) 

 表達能力    

1 （i） 中文書寫 3.33 (100.0) 3.54 (106.3) 

2 （ii） 廣東話 3.83 (100.0) 3.93 (102.6) 

3 （iii）  普通話 2.59 (100.0) 2.99 (115.4) 

 理解能力   

4 （i） 中文書寫 3.63 (100.0) 3.70 (101.9) 

5 （ii） 廣東話 3.89 (100.0) 3.99 (102.6) 

6 （iii）  普通話 2.71 (100.0) 3.13 (115.5) 

B. 英語能力 3.06 (100.0) 3.28 (107.2) 

 表達能力   

7 （i） 英文書寫 3.13 (100.0) 3.28 (104.8) 

8 （ii） 英語會話 2.91 (100.0) 3.20 (110.0) 

 理解能力   

9 （i） 英文書寫 3.16 (100.0) 3.35 (106.0) 

10 （ii） 英語會話 3.02 (100.0) 3.28 (108.6) 

C. 數字運用能力 3.47 (100.0) 3.49 (100.6) 

11 理解數據的能力 3.50 (100.0) 3.52 (100.6) 

12 運用數據的能力 3.44 (100.0) 3.44 (100.0) 

D. 資訊科技知識 3.72 (100.0) 3.69 (99.2) 

13 標準電腦軟件的應用 3.83 (100.0) 3.72 (97.1) 

14 對新軟件的掌握 3.57 (100.0) 3.57 (100.0) 

15 能夠應用互聯網及內聯網輔助工作及業務 3.71 (100.0) 3.82 (103.0) 

16 利用適當科技和資訊系統找尋、收集和整理資訊# 不適用 3.6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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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2003 年畢業生的      

表現評分   
 評估項目 分數 （指數）* 分數 （指數）* 

E.  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3.19 (100.0) 3.24 (101.6) 

17 常識 3.43 (100.0) 3.51 (102.3) 

18 前瞻遠見 2.98 (100.0) 3.04 (102.0) 

19 分析能力 3.21 (100.0) 3.25 (101.2) 

20 解決問題能力 3.19 (100.0) 3.22 (100.9) 

21 創意 2.98 (100.0) 3.17 (106.4) 

22 實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適時改進# 不適用 3.19 (不適用) 

23 判斷力# 不適用 3.17 (不適用) 

F. 工作態度 3.46 (100.0) 3.59 (103.8) 

24 責任感及投入感 3.57 (100.0) 3.77 (105.6) 

25 獨立工作能力 3.49 (100.0) 3.54 (101.4) 

26 耐性及毅力 3.44 (100.0) 3.49 (101.5) 

27 主動性及幹勁 3.26 (100.0) 3.47 (106.4) 

28 對新事物及新環境的接納及適應能力 3.42 (100.0) 3.57 (104.4) 

29 專業操守/ 職業道德 3.54 (100.0) 3.67 (103.7) 

G. 人際技巧 3.53 (100.0) 3.49 (98.9) 

30 人際關係 3.66 (100.0) 3.69 (100.8) 

31 團體精神 3.63 (100.0) 3.76 (103.6) 

32 協商及溝通技巧# 3.17 (100.0) 3.36 (106.0) 

33 能以正面和體諒的態度，接受或提出意見# 不適用 3.39 (不適用) 

34 能在適當時候妥善處理和解決衝突# 不適用 3.19 (不適用) 

H. 管理技巧 3.14 (100.0) 3.15 (100.3) 

35 組織能力 3.27 (100.0) 3.28 (100.3) 

36 人事管理 2.78 (100.0) 3.02 (108.6) 

37 領導才能 2.88 (100.0) 2.98 (103.5) 

38 能激勵其他團隊成員# 不適用  3.03 (不適用) 

39 能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及有尋找資源和支援的能力# 不適用  3.16 (不適用) 

I. 工作所需的專業技術 3.27 (100.0) 3.30 (100.9) 

40 專業技術知識 3.28 (100.0) 3.30 (100.6) 

41 能夠應付工作上的專業技術要求 3.30 (100.0) 3.29 (99.7) 

42 能夠解決專業技術範疇內的問題 3.17 (100.0) 3.21 (101.3) 

43 能選用適合該項目或任務的工具及技術# 不適用 3.29 (不適用) 

44 能致力達至既定質素標準及規格# 不適用 3.32 (不適用) 

45 注意職業健康及安全，並採取所需措施# 不適用 3.39 (不適用) 

 
註﹕ （i） *在（  ）裡的數字是與 2000 年畢業生的表現評分比較所得的指數，以 100.0

為基數 
 （ii） #表示在 2003 年畢業生調查中新增或修改過的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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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對時事及商貿的知識、自學能力及自尊心 

 
為更全面評估畢業生的表現，是次調查新增了五個範疇，包括﹕ 
  (i) 對中國內地貿易/ 經濟發展的知識﹔ 
  (ii) 對所屬行業或商業環境的知識﹔ 
  (iii) 有關工作的專業技能發展的知識﹔ 
  (iv) 就工作需要發展新的專業技術能力﹔ 
  (v) 自尊心。 

 
僱主對 2003 年畢業生的自尊心、自學能力及時事及商業的知識的評估頗為正面，分別有 56%，

54%及 41%的畢業生被評估為好或非常好。另一方面，僱主則認為畢業生對中國內地貿易及經

濟發展方面的知識與其工作沒有不太關連，有 43%的僱主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意見。詳情可見

於下表﹕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非常差 無意見   

% % % % % % 
(a) 世界時局及發展的知識 2 (*) 10 (13) 50 (63) 6 (14) 2 (1) 31 (10) 

(b) 工作及專業方面的知識# 4 (3) 37 (43) 49 (49) 4 (4) 1 (*) 6 (-) 

(c) 時事方面的知識 2 (*) 14 (19) 48 (60) 6 (12) 1 (*) 29 (9) 

(d) 對中國內地貿易及經濟發展的知識# 1 (不適用) 6 (不適用) 30 (不適用) 17 (不適用) 3 (不適用) 43 (不適用)

(e) 對所屬行業或商業環境的知識# 3 (不適用) 17 (不適用) 48 (不適用) 10 (不適用) 1 (不適用) 21 (不適用)

(f) 有關工作的專業技能的發展知識# 4 (不適用) 27 (不適用) 48 (不適用) 8 (不適用) 1 (不適用) 13 (不適用)

(g) 自學能力 10 (6) 44 (37) 35 (51) 5 (3) * (2) 6 (1) 

(h) 就工作需要發展新的專業技術能力# 5 (不適用) 33 (不適用) 43 (不適用) 7 (不適用) * (不適用) 12 (不適用)

(i) 自尊心# 6 (不適用) 50 (不適用) 34 (不適用) 3 (不適用) - (不適用) 7 (不適用)

註﹕ （i） *表示少於 0.5% 
 （ii）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相加起來未必等於 100% 
 （iii）在（  ）裡的數字是 2000 年畢業生調查的結果 
 （iv）#表示在 2003 年畢業生調查中新增或修改過的評估項目 

 
比較 2000 及 2003 年畢業生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僱主認為 2003 年畢業生的自學能力較 2000
年畢業生强（2003 年畢業生﹕54%對比 2000 年畢業生﹕43%），但有較少比例的 2003 年畢業

生在工作及專業方面的知識（2003 年畢業生﹕41%對比 2000 年畢業生﹕46%）及時事方面的

知識（2003 年畢業生﹕16%對比 2000 年畢業生﹕19%）獲評估為好或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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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有 61%的僱主對 2003 年畢業生的整體表現表示滿意，與有關 2000 年畢業生調查的結果相比

有 10 個百分點的上升。（表 2.7） 

 
    表 2.7 – 僱主對畢業生的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整體 2000 年畢業生 2003 年畢業生 
表現 % % 

非常滿意 6 11 
頗滿意 45 50 
一般 41 32 
頗不滿意 6 6 
非常不滿意 1 1 
總計 100 100 

  
改善建議 

 
對於我們在問卷中提出，有關改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質素的一些方案，僱主都普遍贊同。而

僱主最主要對副學位學生必須在畢業前通過英文、中文及溝通技巧的評核試的提議表示同意。

大部分僱主亦同意讓僱主參與課程發展及安排實習課程有助改進副學位課程的適切性及質素。

（表 2.8） 

 
表 2.8 – 僱主對建議的改善措施的意見 

非常同意 頗同意 頗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意見
改善措施 % % % % % 

必須在畢業前通過以下科目的評核

試﹕      

(i) 中文 34 (38) 54 (45) 3 (3) 1 (*) 8 (13) 

(ii) 英文 40 (58) 52 (33) 2 (1) * (*) 5 (7) 

(iii) 資訊科技 21 (31) 60 (53) 7 (4) 1 (*) 12 (11)

(iv) 人際及管理技巧 25 (32) 57 (48) 6 (7) 1 (*) 10 (14)

(a) 

(v) 溝通技巧 33 (39) 54 (50) 5 (5) 1 (*) 7 (6) 

院校透過以下方法來改進副學位課

程的適切性及質素﹕      

(i) 讓僱主參與課程發展 10 (10) 53 (64) 11 (9) 2 (*) 25 (16)

(b) 

(ii) 與公司/ 機構一起安排副學

位課程學生參加實習課程 15 (12) 49 (65) 10 (8) 2 (*) 25 (15)

註﹕ （i）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相加起來未必等於 100% 
 （ii） 在（  ）裡的數字是 2000 年畢業生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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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同「讓僱主參與課程發展」及「安排實習課程」的僱主當中，分別有 34%及 44%表示有興

趣參與有關事宜。與 2000 年畢業生調查的結果相比，有較大比例的僱主表示願意參與這些活

動。（表 2.9） 

 
表 2.9 

僱主是否願意參與 
是 否 不知道/不肯定 

改善措施 % % % 

(i) 讓僱主參與課程發展 34 (32) 14 (8) 52 (59) 

(ii) 與公司/ 機構一起安排副學位課程學生參

加實習課程 
44 (37) 10 (7) 46 (56) 

註﹕ （i）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相加起來未必等於 100% 
（ii） 在（  ）裡的數字是 2000 年畢業生的調查結果 

 
其他改善建議 

 
在 622 名交回問卷的受訪者中，有 180 名（或 29%）提出改善副學位畢業生的工作表現的其

他建議。下表 2.10 顯示，有 17%受訪者就有關語文能力提供意見，接著的是工作態度（15%）

與人事及管理技巧（13%）。 

 
表 2.10 

主要範疇 受訪者提供意見的比率# 

語文能力 

工作態度 

人事及管理技巧 

數字運用能力及資訊科技知識 

專業技術 

其他 

17% 

15% 

13% 

7% 

7% 

3% 

註﹕ #提供意見的受訪者佔所有受訪者人數（即622人）的比率 

 
受訪者就有關改善畢業生的語文能力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議。他們提議的方法包括特定語文培訓

（特別在普通話方面的培訓）、多作中英文練習及寫作培訓、多作英文會話練習，及鼓勵閱讀

等等。部分受訪者同時建議副學位學生必須在畢業前通過兩文三語測驗。 

 
至於畢業生的工作態度，部分受訪者認為畢業生在願意承擔責任及投入程度需要改善。他們亦

應該更熱心及努力工作、更願意學習新事物，提升專業操守的認知及加強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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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改善人際技巧及管理技巧方面，部分受訪者認為畢業生應該在溝通方面學習更全面，如懂

得基本禮儀、加強談判技巧及增強與人溝通的信心等。同時受訪者亦建議畢業生多參與團隊工

作、小組籌劃及工作坊，以增強人際及管理技巧。部分受訪者認為畢業生應該在畢業前多參與

有關管理技巧的工作坊。 

 

除了以上的特定範疇外，部分受訪者亦認為畢業生在獨立思考、常識及創造力方面仍有進步的

空間。而部分受訪者認為大型規模公司/ 機構應安排培訓計劃給副學位課程學生，讓他們有真

實工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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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 有關是次調查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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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 回應率的計算方法 

 
 

  政府機構 非政府機構 總數 

(i) 畢業生樣本數量 123 1753 1876 

(ii) 收回的完成問卷數量 103 519 622 

(iii) 沒有收回的問卷數量 3 58 61 

(iv) 拒絕參與調查的個案數量  0 466 466 

  (a) 被統籌人士拒絕  0 455 455 

  (b) 被直屬上司拒絕  0 11 11 

(v) 不合資格個案的數量 17 710 727 

 
(a) 

 

於 2003年沒有聘請該年度畢業生
的公司／機構 

2 480 482 

  
(b) 

  

2003年畢業生已離開公司／機
構，並且沒有人清楚其表現 

1 64 65 

  
(c) 

  

公司／機構聲稱於 2003年所聘請
的畢業生人數少於原來的記錄 

14 32 46 

  

  

(d) 

  

聯絡不到該公司／機構 
（已根據記錄到訪該公司／機構）

0 134 134 

(vi) 回應率    

  (ii)   

  
( 

(i) 減去(v) 
) 

  

97% 5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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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 估計方法 

 
 

(1) 對於第 k間公司／機構 
 
假設 xkije ﹕ 第 e位畢業生在 i範疇中第 j 個評估項目的表現評分（1至 5分）﹝即

剔除“不適用”個案的表現評分﹞ 
 
 wkije ﹕ 第 e 位畢業生在 i 範疇中第 j 個評估項目的重要性評分（1 至 5 分）

﹝即相對應的加權數﹞ 
 
 nk ﹕ 2003年畢業生的樣本數量﹝即剔除“不適用”個案﹞ 

 
 Nk ﹕ 公司／機構在調查中聲稱於 2003年聘請的該年度畢業生總數 

∑xkije 
而  xkij =  e      
    nk 
 
  = 樣本中所有畢業生在 i範疇中第 j 個評估項目的平均表現評分 

∑wkije 
  wkij =  e      
    nk 
 
  = 在 i範疇中第 j 個評估項目的平均重要性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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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kij wkij 
  xki =  j   

   ∑wWkij 
j 

   

  = 樣本中所有畢業生在i範疇的平均表現評分 
 

∑ ∑ xki’j wki’j 
  xki’ =  i’   j              當中， i’ = 多於一個範疇 

  ∑ ∑ wki’j 
i’  j 

   

  = 樣本中所有畢業生在特定範疇的平均表現評分 
 

∑∑ xkij wkij 
  xk =  i   j          

  ∑ ∑ wkij 
i   j 

   
  = 樣本中所有畢業生的整件平均表現評分 
 
(2) 對於被選取的 m間公司﹝或所有公司﹞ 

 

∑ yk Nk 
  y = k=1      

 ∑ Nk 
    k=1 
   
其中 y = 所有 2003 年畢業生的整體平均表現評分﹝即某一個／幾個範疇的表

現指標，或整體表現指標﹞ 
 yk ﹕ 上述(1)中關於第 k間公司／機構的相關表現評分 x 
 
 

 

m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