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A 鄒咏詩 

 

「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有助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你是否同意這看

法？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我很大程度上同意這觀點。 

 

首先，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能使立法會更加民主，提高政府

管治效能。選舉數據顯示，20歲的選民因近年的社會運動的事件使其積極參與

立法會選舉投票事宜。更使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站出現人龍，投票人數更

破記錄。青少年參與投票活動，希望以投票方式選出能代表自己意見的議員，

在立法會討論及決策議案時發聲，讓不同立場的聲音能在議會中表達。若在議

案討論時，不同立場的意見亦能考慮，施政時更能貼近民意，施政更加順利，

市民反對聲音減少，政府的管治效能有效提升。由此可見，青年人積極參與社

會及政治事務能提高政府的管治效能。 

 

其次，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能使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更全面，提

高政府管治效能。例如在 2012年的國民教育科事件中，有大批青少年反對推行

國民教育科，使政府撤回科目。在 2016年的立法會選擇中，有不少青年人參與

選舉，如羅冠聰等人進入立法會成為議員，親身參與立法會事務。這些青少年

接受高等教育，配合新思想，有效增加議會的多元性。青少年意見確保能進入

議會，讓各界能作參考，因此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能提高政府的管

治效能。 

 

但有人指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使社會更混亂，拖慢施政步伐，

降低政府管治效能。例如，本土組織於農曆年間在旺角聚，集引發動亂；而年

輕勢抬頭，使不少青年參與政治事務，加入立法會，使社會上有些法案及大型

撥款，難以通過，拖慢政策推行。但我卻不同此說法，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

政事務，引發社會運動，此舉能引起社會及政府的關注，甶思政府的管治能

力，要求聆聽民意。另外，立法會中因年輕勢力而使一些政策未能在立法會通

過一事，這更使立法會中的政策能更加完善，因為此舉能令社會各界仔細考慮

政的成效及可行性，有更多時間改善有關政策，令政策更符合民意，提高政府

的管治效能。 

 

從以上各點可見，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有效提高政府管治效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