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與香港總商會合作，發表「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追蹤性成效評估研究（第一階段）研究報告

發表《青年備註》移英別注版，記錄近兩年移英港人的生活

發表《青年．未來見》系列，探討疫情後的轉變和青年對未來的願景

發表《香港青年發展藍圖》，探討年輕人對青年發展的看法，希望可以為政策制訂者和社會提供未來五至十年， 

以至更長遠、宏觀和貼近青年需要的「青年發展藍圖」

研究報告

 • 青年理財素養研究報告

 • 「參與式預算」大灣區交流團計劃研究報告

 • 香港非華裔青年社會共融研究報告

 • 青年住屋政策研究報告

 • 國民教育評估研究報告

 • 自資院校課程研究報告

 • 青年發展指數

 •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追蹤性成效評估研究（第二階段）研究報告

社區計劃

 • 欺「零」何時作品展覽

 • 支援缺課青年社區實驗計劃

 • 參與式預算社區計劃

 • 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課程實驗計劃

月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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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4

擬定計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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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發表《＃講呢D－香港的性教育》研究報告

發表《香港青年的理財知識與能力》研究報告

發表《香港青年發展指數》，量度過去十年社會整體青年發展狀況及變化。

發表《青年財政獨立》調查報告

發表《青年義工新角度》研究報告

發表《Me, My selfie & I》，探索在社交平台發放自拍照與心理健康關係的研究。

發表《SLASH IT!》香港斜槓青年研究

與童軍知友社攜手開發《生涯規劃：自我認識遊樂場》遊戲程式，輔助老師及社工講授生涯規劃時，啟發

學生探索職業性格及路向。

發表《為青年投身金融服務業做足準備》研究報告

發表《「青年想點」問卷調查》，探討學生在生活素質、幸福感與生涯規劃的個人觀感。

於中環舊中區警署「大館」舉行《你的樣子如何》紀錄片放映會，探討社會對「美」的看法，吸引超過

150名觀眾參與。

舉辦《生涯規劃000－未來路向座談會》

發表以《欺凌》為主題的研究報告

出版《權力遊戲－香港青年從政秘笈》

發表《全人發展新路向》及《全人發展框架》

發表《經濟不景對專上畢業生收入前景之影響》研究報告

與不同持份者合作於中學推行「全人發展教育實驗計劃」，超過10個機構及20間中學參加。

舉辦「『傾』城：今年暑假，我們不一樣了」，在八場的公開論壇中邀請不同光譜的人士進行深度對談，探討 

香港及青年的未來。

發表《網上學習和復課的挑戰》研究報告

延續「傾」城系列，舉辦三場「『傾』城：疫情下的光與影」，邀請六位不同身份和光譜的素人進行黑暗中對話。

發表《香港青年在疫情下的失業情況－預測和分析》

發表《疫情下老師的心聲》報告

發表《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就業的可能性及政策建議》

發表第一期《青年備註》雙月刊

舉辦「MWYO企業實習計劃」

發表《疫情下的青年就業分析報告》

製作影片《聽∙青∙未》系列，訪問青年持份者，聆聽他們的聲音

推出以香港政治環境為藍本的桌遊《權謀風暴》

舉辦「2020全人發展論壇－從情緒支援及教育科技講起」，超過1,200人次於網上參與。

發表《香港青年抗逆力政策研究》研究報告

發表《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研究報告

發表《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研究報告

發表《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研究報告

於觀塘彩福邨舉辦香港首個屋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

發表《教育科技改革策略》研究報告

發表《2021－22青年失業率預測分析報告》

舉辦「企業社交情緒教育家長工作坊」，讓家長透過交流和學習，了解更多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發表《新冠肺炎停課安排帶來長遠經濟損失預測》

舉辦「MWYO企業實習計劃2.0」

發表《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及社會的出路》研究報告

舉辦「MWYO研究分享會：從實習計劃思考生涯規劃的角色」，總結兩年實習計劃的成果。

與葵青區議會合辦《葵青區「參與式預算」社區實驗計劃》

於2021－22學年與三間中學合作推行性教育課程

發表《香港青年對大灣區就業的觀點》研究報告及舉辦﹕「MWYO研究分享會：青年對大灣區就業的憂慮及 

應對方法」

發表《MWYO企業實習計劃2.0》跟進研究報告

發表《中學生兩性關係及性教育》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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