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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2023 

疫後復常下的兩極化復原 
 

19-9-2023 
1. 簡介 
樂施會於去年十一月發表《香港貧窮狀況報告：疫下本港貧窮與就業面貌》1，

該報告指出，在疫情前（2019 年），貧富差距為 34.3 倍，而在 2022 年第一季

度擴大至 47.3 倍，顯示疫情下貧富懸殊差距拉闊，同時勞動市場受到疫情衝擊

而加劇了貧窮問題。隨著新冠疫情的減緩和防疫措施的解除，2023 年第一季度

香港的經濟明顯改善。經季節性調整後，失業率降至 3.1%，就業不足率也下降

至 1.2%2，各行各業甚至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然而，由於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

福利和勞工政策的限制，導致貧富之間的復原速度存在明顯差異，反映貧窮人士

在疫後社會仍然面臨重重挑戰。 
 
是次研究旨在剖析疫後的貧窮及貧富懸殊狀況，報告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研

究方法的簡介和重要概念的介紹。第二部分探討香港疫後貧窮及貧富懸殊的狀況。

第三部分分析經濟活躍人口中的貧窮人口，當中包括失業和在職貧窮的人士的特

徵。第四部分剖析非經濟活躍人口的貧窮情況。最後一部分為本會對有關貧窮問

題的建議，供政府和各界參考和討論。 
 
2. 研究簡介 
 
2.1 研究目的 
 揭示香港在疫情後的貧富差距現象 
 分析經濟活躍人口（就業及失業）和非經濟活躍人口在疫情後的貧窮情況 
 提出可行的政策和項目建議 
 
2.2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比較及分析統計處 2019（全年）、2020 年（全年）、2021 年（全年）、

2022 年（全年）以及 2023 年（第一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 
 

 
1https://www.oxfam.org.hk/f/news_and_publication/85693/poverty%20report%202022%20%28with
%20cover%29.pdf  
2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210-06101  

https://www.oxfam.org.hk/f/news_and_publication/85693/poverty%20report%202022%20%28with%20cover%29.pdf
https://www.oxfam.org.hk/f/news_and_publication/85693/poverty%20report%202022%20%28with%20cover%29.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210-0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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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限制 
 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的數據作分析，只能以原住戶收入分析

貧窮現象，未能按政策介入前後作對比 
 
2.4 定義 
 貧窮人口：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居於原住戶收入少於相應規模住戶收入中

位數 50%的人口 
 原住戶收入：即家庭住戶每月收入，包括從工作得到的收入、租金收入、股

息及利息、非住戶成員定期給予的款項及現金形式的社會福利等 
 疫情前：2019 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數字 
 疫情期間：2022 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數字 
 疫情後：2023 年第一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數字 
 經濟活躍人口：勞動人士，再分為就業人士及失業人士 
 非經濟活躍人口：包括所有在統計前七天內並無職位亦無工作的人士，在這

七天內正在休假的人士及失業人士除外。料理家務者、退休人士及所有 15
歲以下人士等均包括在內 

 
3. 主要發現 
 
3.1 疫後香港最新貧窮人口逾 136 萬，貧窮率達 20% 
是次研究發現（圖一），在 2023 年第一季度，按相應規模家庭的原住戶月入中

位數 50%計算 3，香港整體貧窮率達 20%4，即有 1,364,100 人處於貧窮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後經濟漸趨回復下，經濟活躍人口中的貧窮率跌至 7.5%，

 
3 2023 年第一季貧窮線水平 

 中位數 50% 

1 人 $5,000 

2 人 $11,000 

3 人 $18,600 

4 人 $24,200 

5 人 $23,600 

6 人或以上 $28,100 

整體 $14,700 
 
4 是次研究集中探討香港的本地住戶，2023 年第一季總人口達 6,8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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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57,400 人歸類為貧窮人士。至於非經濟活躍人口，其貧窮率高達 32.4%，即

有 1,106,700 處於貧窮狀況，比疫情前的 29.9%更高（表格一）。 
 
圖一：2023 年第一季貧窮人口組成 5 

 
 

表格一：香港貧窮狀況概要 
貧窮率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整體  1,275,400 

(18.3%) 

1,393,800 

(19.9%) 

1,363,900 

(19.6%) 

1,340,600 

(19.6%) 

1,364,100 

(20%) 

經濟活躍人口  230,900 

(7.6%) 

335,500 

(9.4%) 

300,600 

(8.5%) 

279,300 

(8.2%) 

257,400 

(7.5%) 

非經濟活躍人口  1,000,800 

(29.9%) 

1,058,400 

(30.8%) 

1,063,200 

(31.1%) 

1,061,200 

(31%) 

1,106,700 

(32.4%) 

 
3.2 疫後貧富懸殊現象：最低與最高家庭月入中位數相差 57.7 倍 
表格二的數據顯示，在疫情前（2019 年），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的第一等分（最

低收入）與第十等分（最高收入）之間的差距為 34.3 倍。到了 2023 年第一季

度，即疫情後逐漸恢復正常的第一季，兩者差距進一步擴大至 57.7 倍。在這期

間，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並未改善，這一組別的家庭在 2023 年第一季度的月收

入中位數下降了 34.3%。而位於第二等分的家庭，其收入也下降了 6%。 

 
5 是次研究只計算本地住戶 (domestic household)：即一群住在一起及分享生活所需的人士，他們

之間不一定有親戚關係。自己單獨安排生活所需的個別人士亦當為一戶，即「單人住戶」。（註：

家庭住戶需至少有一名成員為常住居民，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不會被界定為家庭住戶。）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terms-and-definitions.html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terms-and-defini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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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相對高收入的家庭，特別是位於第十等分的家庭，其家庭月入中位數於 2023
年第一季比 2019 年上升 10.5%。而位於第九等分的家庭，亦有 8.8%的升幅。

總括而言，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呈現兩極化復原，反映高收入家庭較能受惠於經

濟復甦，而低收入家庭不單未能受惠，更在疫後世界面臨新的挑戰。以下部分，

將從經濟活躍人口和非經濟活躍人口剖析貧窮現象。 
 
表格二：家庭月入中位數按十等分計算 
 2019 2022 Q1 2023 Q1 與 2019 比較 

第一 3,500 2,700 2,300 -34.3% 

第二 8,300 7,500 7,800 -6% 

第三 14,000 12,700 13,100 -6.4% 

第四 19,500 18,400 19,200 -1.5% 

第五 25,000 24,800 25,300 +1.2% 

第六 32,000 31,800 33,100 +3.4% 

第七 40,300 40,800 42,100 +4.5% 

第八 51,500 53,200 55,000 +6.8% 

第九 70,100 73,000 76,300 +8.8% 

第十 120,000 127,600 132,600 +10.5% 

合計 29,000 28,300 29,500 +1.7% 

差距 34.3 倍 47.3 倍 57.7 倍 / 

（以當時市價計算） 
 
在疫後恢復期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間的中位數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原因在

於高收入家庭成員的工作能夠從疫後的經濟復甦中受益而增加。然而，低收入

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基層工作和社會福利。由於基層工作的收入受到疫後勞動

市場轉型和最低工資凍結的影響，導致收入未能提升。同樣地，社會福利在過

去一年也沒有顯著提升。這些因素成為疫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4. 經濟活躍人口中的貧窮狀況 
在前面的部分，我們集中討論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疫後復原狀況。接下來，

我們將按兩大群組，即「經濟活躍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及「失業人口」）

和「非經濟活躍人口」去剖析香港疫後的貧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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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職貧窮：疫後未見改善，超過 20 萬基層工友未能夠脫貧 
在 3,297,200 的就業人口中，有 6.4%（209,800 人），即使在就業，仍處於貧

窮狀態 – 即在職貧窮人士當中，有 84.1%（即 176,400 人）從事低技術工作（表

格三）6，而疫情前的數字和比例為 197,800 和 85.7%。按年齡分析，40 歲或以

上的在職貧窮人口，佔總在職貧窮人口 70.4%，即 147,700 人 7。 
 
在職貧窮人士中，有近六成 （59.4%，即 124,700 人）的每周工作時數為 35 小

時或以上（統計處以這個門檻區分全職與否）（表格四）。在 85,100 位每周工

作時數低於 35 小時的人中，有 16.2%即 13,800 人處於（非自願的）就業不足

的狀態（如開工不足）（表格五）。 
 
表格三：按技術層面劃分在職貧窮人士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高技術   33,000 

(14.3%)  

41,700 

(17.5%)  

36,500 

(16.8%)  

38,300 

(18%)  

33,400 

(15.9%)  
低技術    197,800 

(85.7%)  

196,400 

(82.5%)  

181,400 

(83.2%)  

174,400 

(82%)  

176,400 

(84.1%) 

合計  230,900 

(100%) 

238,100 

(100%) 

217,900 

(100%) 

212,700 

(100%) 

209,800 

(100%) 

 
表格四：貧窮人士的每周工作時數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35 以下 80,700 

(35%) 

99,100 

(41.7%) 

83,300 

(38.3%) 

88,900 

(41.8%) 

85,100 

(40.6%) 

35 或以上 150,000 

(65%) 

138,900 

(58.3%) 

133,700 

(61.7%) 

123,700 

(58.2%) 

124,700 

(59.4%) 

合計 230,900 

(100%) 

238,100 

(100%) 

217,900 

(100%) 

212,700 

(100%) 

209,800 

(100%) 

 
 
 
 

 
6 非貧窮人口中，從事低技術工作的百分比為 53% 
7 非貧窮人口中，40 歳或以上的人佔整體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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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五：按統計前 7 天內工作少於 35 小時的原因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非就業不足人士

（自願） 
70,200 

(86.9%) 

64,300 

(65%) 

57,400 

(69%) 

65,100 

(73.2%) 

71,300 

(83.8%) 

就業不足人士  

（非自願） 
10,500 

(13%) 

34,700\ 

(35%) 

25,800 

(31.1%) 

23,800 

(26.8%) 

13,800 

(16.2%) 

總數 80,800 

(100%) 

99,000 

(100%) 

83,200 

(100%) 

88,900 

(100%) 

85,100 

(100%) 

 
4.1.1「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為在職貧窮重災區 
按行業分析，在職貧窮比例最高的為「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達 10.7%（共

有 55,900 人，即每十位從事這行業的，便有一位處於在職貧窮的狀況 - 參照表

格六）。至於在職貧窮的人士中，這 55,900 位從事「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的人佔整體在職貧窮 26.6%（表格七）。 
 
表格六：按行業劃分的在職人士貧窮率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製造業 7,500 

(7.7%) 

7,800 

(7.7%) 

6,900 

(7.5%) 

5,800 

(6.6%) 

6,000 

(7.2%) 

建造業 33,800 

(10%) 

35,000 

(11.3%) 

30,600 

(9.4%) 

28,900 

(8.7%) 

29,600 

(8.8%)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16,200 

(4.3%) 

16,400 

(5%) 

14,900 

(4.7%) 

13,700 

(4.4%) 

14,100 

(4.7%) 

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62,800 

(10.4%) 

61,100 

(11.8%) 

56,000 

(10.9%) 

53,900 

(10.6%) 

55,900 

(10.7%) 

運輸、倉儲、郵政和快

遞服務、信息和通信 

32,700 

(7.3%) 

35,900 

(8.2%) 

31,400 

(7.3%) 

30,000 

(7.3%) 

29,500 

(7.1%) 

金融、保險、房地產、

專業和商業服務 

38,600 

(4.6%) 

41,700 

(4.9%) 

40,300 

(4.7%) 

38,300 

(4.6%) 

36,900 

(4.4%) 

公共行政、社會和個人

服務 

37,900 

(4.9%) 

38,800 

(5%) 

36,600 

(4.8%) 

40,500 

(5.3%) 

35,300 

(4.6%) 

 
 
 
 



 
 

7 
 

表格七：在職貧窮人士從事的行業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製造業 7,500 

(3.3%)  

7,800 

(3.3%)  

6,900 

(3.2%)  

5,800 

(2.8%)  

6,000 

(2.9%)  
建造業 33,800 

(14.7%)  

35,000 

(14.8%) 

30,600 

(14%)  

28,900 

(13.8%)  

29,600 

(14.1%)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16,200 

(7%) 

16,400 

(6.9%)  

14,900 

(6.9%) 

13,700 

(6.6%)  

14,100 

(6.8%) 

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62,800 

(27.3%)  

61,100 

(25.8%) 

56,000 

(25.8%) 
 

53,900 

(25.4%) 

53,900 

(26.6%) 

運輸、倉儲、郵政和快

遞服務、信息和通信 

32,700 

(14.3%) 

35,900 

(15.2%)  

31,400 

(14.5%) 

30,000 

(14.2%)  

29,500 

(14.1%) 

金融、保險、房地產、

專業和商業服務 

38,600 

(16.8%)  

41,700 

(17.5%)  

40,300 

(18.6%)  

38,300 

(18%)  

36,900 

(17.8%) 

公共行政、社會和個人

服務 

37,900 

(16.5%)  

38,800 

(16.4%)  

36,600 

(16.9%)  

40,500 

(19%)  

36,300 

(17.5%)  
合計 230,900 

(100%) 

238,100 

(100%) 

217,900 

(100%) 

212,700 

(100%) 

209,800 

(100%) 

 
4.2 失業人口中超過四成人處於貧窮狀態 
踏入 2023 年，隨著疫情減退和防疫措施取消，各行各業亦逐漸走上復常之路。

事實上，在 2023 年第一季的經季節調整失業率為 3.1%，勞動力不足之說主導

了整個有關勞動市場的討論。然而，在本會向統計處索取的數據中，我們發現在

114,800 的失業人口中，當中有超過四成（41.5% 即 47,600 人）的失業人士處

於貧窮狀態。貧窮人士的失業率為 18.5%（47,600 人）（表格八）8，值得注意

的是，這個組別的人中，有 60.4%（26,400 人）的失業原因為被遣散或解僱（表

格九）9，反映基層工友在疫後仍面對極大的就業不穩定。 
 
 
 
 
 

 
8 貧窮的失業人口，在經濟活躍的貧窮人口中的百分比 
9 非貧窮人口的失業原因中，有 50.8%（30,800 人）為被遣散或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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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八：2023 年第一季貧窮失業人口佔整體失業人口及貧窮人口的失業的比例 
整體失業人口 處於貧窮的失業人口 
114,800 47,600 (41.5%) 
  

經濟活躍的貧窮人口 處於貧窮的失業人口 
257,400 47,600 (18.5%) 

 
表格九：按失業原因劃分的貧窮失業人口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Q1 

遭解僱或遣散 18,100 

(45.3%) 

41,400 

(51.4%) 

47,700 

(61.6%) 

34,500 

(55.2%) 

26,400 

(60.4%) 

主動離職 21,900 

(54.7%) 

39,200 

(48.6%) 

29,700 

(38.4%) 

27,900 

(44.8%) 

17,300 

(39.6%) 

 
4.2.1 近六成貧窮失業人口失業達兩個月或以上 
至於貧窮的失業人口中，有 42.9%（20,400 人）屬失業兩個月或以下，兩個月

以上的佔 57.1%（27,200 人，當中有 14,800 人，佔整體貧窮失業人口的 31.1%
為失業六個月或以上的長期失業者）（表格十）。 
 
表格十：按失業時間劃分的貧窮失業人口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2 月 19,300 

(44.1%)  

30,100 

(30.9%)  

22,200 

(26.8%)  

22,700 

(34.1%)  

20,400 

(42.9%) 

2-<6 月 14,100 

(32.2%)  

36,300 

(37.2%)  

23,800 

(27.5%)  

25,000 

(37.5%)  

12,400 

(26%) 

>=6 月 10,400 

(23.7%)  

31,100 

(31.9%)  

36,800 

(44.4%)  

18,900 

(28.4%) 

14,800 

(31.1%)  
合計 43,800 

(100%)  

97,400 

(100%)  

82,800 

(100%)  

66,600 

(100%)  

47,6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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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失業前所從事工作的技術水平劃分，72.6%（31,700 人）為從事低技術水平工

作的人（表格十一）。10按失業前貧窮人士的失業率計算，「製造業」的失業率

達 52.8%（1,900 人）（表格十二）。11 
 
表格十一：按從前工作的技術層面所劃分的貧窮失業人數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高技術 10400 

(26%)  

22000 

(24.3%)  

19900 

(25.7%)  

14800 

(23.7%)  

12000 

(27.4%) 

低技術 29600 

(74%)  

68600 

(75.7%)  

57500 

(74.3%)  

47700 

(76.3%)  

31700 

(72.6%) 

合計 40000 

(100%)  

90600 

(100%)  

77400 

(100%)  

62400 

(100%)  

43700 

(100%) 

 
表格十二：按失業前所從事的行業劃分的貧窮失業率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製造業  1100 

(33.3%) 

2900 

(43.3%)  

3300 

(50.8%)  

1700 

(34.7%) 

1900 

(52.8%) 

建造業 7900 

(43.6%) 

17600 

(48.9%)  

14200 

(49.3%)  

11600 

(49.6%) 

7200 

(45.9%)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3800 

(40.4%) 

6400 

(39.5%)  

7900 

(49.7%)  

4300 

(40.6%) 

3500 

(41.2%) 

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11400 

(41.5%) 

25700 

(45%)  

18300 

(40.9%)  

16100 

(43.8%) 

11200 

(48%) 

運輸、倉儲、郵政和快遞服

務、信息和通信 
5200 

(43.3%) 

10700 

(42.1%)  

10500 

(41.5%)  

8400 

(41%) 

6600 

(44.9%) 

金融、保險、房地產、專業

和商業服務 
6600 

(35.9%) 

14100 

(41.6%)  

12200 

(35.9%)  

8900 

(38.7%) 

7500 

(34.9%) 

公共行政、社會和個人服務 3900 

(29.5%) 

13200 

(40.9%)  

10800 

(39.4%)  

10700 

(38.4%) 

5500 

(32.7%) 

 
 
 

 
10 非貧窮人口在失業前所從事的工作水平，66.3%（40,200 人）屬低技術水平 
11 加入非貧窮失業人口的分佈和按行業劃分的失業人數，並分析貧窮人士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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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經濟活躍人口的貧窮狀況 
根據頁三的表格一所呈現的數據，非經濟活躍的貧窮人口持續增加，按所有年齡

層計算，其貧窮率達 32.4%（共 1,106,700 人）12，高於整體貧窮率（20%）。

相較於 2019 年，即疫情前的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共 1,000,800 人），增幅達

10.6%。而就比較貧窮與非貧窮組群的勞動參與率，非經濟活躍的貧窮人口勞動

參與率偏低，只有 21.4% （表格十三）。由於工作是脫貧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

以下部分將集中討論 15 歲或以上的非經濟活躍人口的狀況。 
 
表格十三：貧窮與非貧窮人士的勞動參與率  
勞動人口參與率 (%)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貧窮 25.3 28.1 25.5 23.8 21.4 

非貧窮 66.3 64.8 65 64.1 64.5 

 
5.1 「退休」和「料理家務」為兩個最主要組成的群組 
按 15 歲或以上的非經濟活躍人口計算，2023 年第一季的人數達到 943,900 人，

比 2019 年增加了 134,000 人，升幅為 16.6%。其中，「退休」和「料理家務」

成為非經濟活躍人口的兩個主要原因，分別為 60.5%（570,600 人）和 19.3%
（182,500 人）（表格十四）。 
 
表格十四：按 15 歲或以上非經濟活動身份劃分貧窮人口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學生 94,400 

(11.7%) 

104,300 

(12.2%) 

100,800 

(11.5%) 

100,200 

(11.2%) 

96,200 

(10.2%) 

料理家務 176,200 

(21.8%) 

193,200 

(22.6%) 

184,600 

(21%) 

182,500 

(20.4%) 

182,500 

(19.3%) 

退休 441,400 

(54.5%) 

457,100 

(53.4%) 

501,000 

(57.1%) 

510,600 

(57.2%) 

570,600 

(60.5%) 

長期病患 47,300 

(5.8%) 

41,00 

0(4.8%) 

40,300 

(4.6%) 

42,600 

(4.8%) 

41,700 

(4.4%) 

其他 50,600 

(6.2%) 

61,000 

(7.1%) 

50,700 

(5.8%) 

57,200 

(6.4%) 

52,800 

(5.6%) 

合計 809,900 

(100%) 

856,600 

(100%) 

877,400 

(100%) 

893,100 

(100%) 

943,900 

(100%) 

 
12 有關數據包括 15 歲以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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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口老化持續 長者貧窮率近四成  
按 15 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計算，在非經濟活躍人口中，65 歲或以上的貧窮人口

佔比例最高，達到 39.8%（表格十五）。這個年齡組別的貧窮人口的數量為

514,600，佔所有非經濟活躍人口的54.5%（表格十六）。相比2019年的391,200，
增幅達到 31.5%。13 
 
是次研究在計算收入時，已包括現金形式的社會福利，即長者生活津貼、綜援（年

老）和生果金。由於三種福利不會重疊，因此可以將領取這些福利的人數合併，

以計算相關福利的覆蓋率。在 2019 年，相關福利的覆蓋人數為 942,880 人，到

2023 年，增加至 1,140,832 人，升幅為 21%。2023 年，65 歲或以上的非經濟

活躍長者人數為 1,292,600 人，即相關社會福利的覆蓋率為 88.3%。考慮到 65
歲或以上的非經濟活躍長者貧窮率達 39.8%，反映香港在有關方面的保障覆蓋

率雖高，但在防貧效果上仍有明顯不足的地方。 
 
有論者認為以「家庭收入」作為衡量貧窮的指標可能會將「高資產但低收入」的

長者錯誤歸類為貧窮人士。然而，根據表格十七的數據，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和綜

援（年老）的長者人數達到 811,051 人，而這些福利都需要通過資產審查才能獲

得。因此，有關批評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與現實不符。此外，自 2011 年實施

至今，安老按揭計劃累計個案只有 6,525 宗，而於 2022-23 年的申請個案亦只

有 905 宗 14，亦反映這個方式作為扶貧措施的不足。 
 
 
 
 
 

 
13 值得注意的是，在 65 歲或以上長者中，若按家庭人數計算，長者獨居的比例達 21.6%
（115,200 人），而居於二人家庭的則達 55.8%（297,500 人），當中雙老家庭的比例為 40.5%
（120,400 人）。 
14 安老按揭計劃個案

https://www.hkmc.com.hk/chi/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reverse_mortgage_programme_statistics_2019.ht

ml  

 累計個案 按年申請個案 

2023/7 6,525 905 
2022/7 5,620 786 
2021/7 4,834 746 
2020/7 4,088 693 
2019/7 3,395 / 

 

https://www.hkmc.com.hk/chi/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reverse_mortgage_programme_statistics_2019.html
https://www.hkmc.com.hk/chi/information_centre/statistics/reverse_mortgage_programme_statistics_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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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五：按個別年齡層劃分的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士的比例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15-19 64,700 

(26.6%)  

69,100 

(27.9%)  

67,900 

(28.1%)  

66,200 

(27.2%)  

62,400 

(24.7%)  
20-29 47,600 

(24.5%)  

56,800 

(27.8%)  

47,800 

(26.9%)  

51,400 

(28.1%)  

47,700 

(26.3%)  
30-39 53,800 

(33.7%)  

58,300 

(35.8%)  

51,900 

(33.7%)  

51,800 

(34.1%)  

51,900 

(34.7%)  
40-49 75,500 

(36.9%)  

77,600 

(36.9%)  

76,500 

(37.5%)  

72,900 

(36%)  

66,300 

(33.9%)  
50-59 88,300 

(26.7%)  

94,400 

(28.9%)  

91,400 

(29%)  

91,100 

(29.9%)  

93,900 

(31.5%)  
60-64 88,700 

(29.7%)  

96,100 

(30.6%)  

95,300 

(30.4%)  

98,100 

(31.2%)  

107,100 

(34.1%)  
65+ 391,200 

(36.4%)  

404,300 

(35.2%)  

446,500 

(36.9%)  

461,600 

(36.7%)  

514,600 

(39.8%)  
 
表格十六：按年齡劃分的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士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15-19  64,700 

(8%)  

69,100 

(8.1%)   

61,900 

(8%)   

66,200 

(7.4%) 

62,400 

(6.6%) 

20-29  47,600 

(5.9%)  

56,800 

(6.6%)   

47,800 

(5%)   

51,400 

(5.8%) 

47,700 

(5.1%) 

30-39  53,800 

(6.6%)  

58,300 

(6.8%)   

51,900 

(6%)   

51,800 

(5.8%) 

51,900 

(5%) 

40-49  75,500 

(9.3%)  

77,600 

(9.1%)   

76,500 

(9%)   

72,900 

(8.2%) 

66,300 

(7%) 

50-59  88,300 

(10.9%)  

94,400 

(11%)   

91,400 

(10%)   

91,100 

(10.2%) 

93,900 

(10%) 

60-64  88,700 

(11%)  

96,100 

(11.2%)   

95,300 

(11%)   

98,100 

(11%) 

107,100 

(11.3%) 

65+  391,200 

(45.7%)  

404,300 

(47.2%)   

446,500 

(51%)   

461,600 

(51.7%) 

514,600 

(54.5%) 

總數  856,600 

 (100%)  

856,600 

(100%)   

877,300 

(100%)   

893,100 

(100%) 

943,9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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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七：非經濟活躍長者現行制度內的收入來源  
  2019 2023 

長者生活津貼 542,070 人 696,845 人 

綜援（年老） 136,491 人 114,206 人 

生果金 264,319 人 329,781 人 

安老按揭計劃  693 宗 905 宗 

 

5.3 托兒支援嚴重不足，貧窮婦女勞動參與率持續偏低，近九成貧窮婦女難出外

工作幫補家計  
在前文中，我們提及勞動參與率與貧窮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同樣也適用

於有子女的婦女。貧窮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通常低於非貧窮婦女，值得注意的是，

在疫情結束後，貧窮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比疫情前和疫情期間都要低。相反，非貧

窮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在疫情後穩步增加。 
 
在數據限制下，我們無法完全解釋勞動參與率與貧窮之間的關係（是因果關係、

逆向關係還是互相影響）。然而，根據對貧窮婦女子女年齡的分析，我們可以觀

察到在「2 歲或以下」和「5 歲或以下」年齡段，貧窮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明顯低

於非貧窮婦女。前者的貧窮婦女參與率為 11.9%，而非貧窮婦女則為 58.9%。至

於後者，貧窮婦女為 13.2%，非貧窮婦女則為 56.6%（表格十八）。相對而言，

若子女的年齡為「17 歲以下」，貧窮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 21.5%，而非貧窮婦

女則為 52.1%，兩者的差距收窄。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缺乏託管支援的

問題，導致部分貧窮婦女無法參與勞動市場（表格十九反映各區資助獨立幼兒中

心的不足，如葵青地區，0-2 歲幼兒與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比例為 1:233）。此

外，疫後低技術工種的結構轉變也使得具有較低學歷的貧窮婦女更難就業。按表

格二十所示，處於貧窮狀態的婦女，其學歷相對較低，近四成只得小學畢業程度。 
 
表格十八：按子女年齡劃分的婦女勞動參與率 
勞動人口參與率（%）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2 歲或以下 貧窮 

非貧窮 

15.9 

55.8 

16 

56.3 

16.4 

57.6 

15.2 

54.5 

11.9 

58.9 

5 歲或以下 貧窮 

非貧窮 

17.5 

55.6 

17.3 

55.3 

17.3 

56.1 

18.8 

54.5 

13.2 

56.6 

17 歲或以下 貧窮 

非貧窮 

23.7 

54.3 

23.3 

52.8 

22.4 

52.8 

21.6 

51.9 

21.5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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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十九：各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0-2 歲）名額數字 
 名額 15 (2022 年 12 月) 平均使用率 0-2 歲人口 16 比例 

中西區 48 100% 4451 1：93 

南區 - - 3954 - 

離島 - - 3925 - 

東區 64 100% 7749 1：121 

灣仔 48 100% 2975 1：62 

觀塘 - - 9170 - 

黃大仙 - - 4872 - 

西貢 - - 10010 - 

九龍城 67 100% 7286 1：108 

油尖旺 99 100% 7032 1：71 

深水埗 62 100% 7653 1：123 

沙田 177 97% 11141 1：63 

大埔 - - 5787 - 

北區 51 100% 5258 1：103 

元朗 64 100% 13944 1：218 

荃灣 76 97% 6559 1：86 

葵青 32 100% 7460 1：233 

屯門 64 100% 8968 1：140 

合計 852 99% 128194 1：150 

*各區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是根據 2022 年 12 月的數字；而 0-2 歲人口是根據 2021 年人口普查的

數字 

 

 

 

 

 

 

 

 

 

 
15 LWB(W) - 第 176 頁,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w-c.pdf  
16 A204, https://www.census2021.gov.hk/tc/main_tables.html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w-c.pdf
https://www.census2021.gov.hk/tc/main_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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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十：貧窮婦女的學歷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Q1 

小學 186,100 

(38.2%) 

184,700 

(36%) 

193,600 

(37.1%) 

187,600 

(35.3%) 

205,600 

(37.3%) 

中學 94,300 

(19.4%) 

97,900 

(19.1%) 

96,000 

(18.4%) 

100,900 

(19%) 

99,900 

(18.1%) 

高中 138,500 

(28.4%) 

154,000 

(30%) 

157,600 

(30.2%) 

162,100 

(30.5%) 

164,700 

(29.9%) 

專上教育

（非學位） 
24,400 

(5%) 

27,500 

(5.4%) 

26,100 

(5%) 

27,500 

(5.2%) 

27,000 

(4.9%) 

專上教育

（學位） 
43,900 

(9%) 

48,800 

(9.5%) 

48,000 

(9.2%) 

53,700 

(10.1%) 

54,000 

(9.8%) 

合計 487,300 

(100%) 

512,900 

(100%) 

521,300 

(100%) 

531,900 

(100%) 

551,200 

(100%) 

 
6. 建議 
總括而言，香港在疫後復甦的同時，也面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特別是人口老化、

家庭規模進一步縮小，以及低技術崗位在勞動市場中的轉變。正如前文所述，「零

售、住宿和餐飲服務」等行業是貧窮問題嚴重的領域，而這些行業的崗位不僅受

到經濟波動的影響，還面臨著智能化逐漸取代人力的挑戰。這些因素使得香港的

貧窮現象變得更加複雜。 
 
針對社會結構的轉變，長遠而言，政府有必要檢討退休保障的可持續性和足夠度。

此外，在考慮增加外勞之前，政府應首先考慮通過工資機制、再培訓、創造就業

和其他誘因，吸引失業人口和其他潛在勞動力進入或重新進入勞動市場。還有，

大部份貧窮人士都面對住屋的問題，因此改善基層住屋狀況亦是刻不容緩。以下

為本會就是次研究所提出的建議。 
 
6.1 每年調整最低工資 保障基層收入及吸引（潛在）勞動力 
樂施會認為應每年調整法定最低工資，以保障基層工友可應付基本生活的需要外，

薪金亦應該具有吸引潛在勞動力 ( 如婦女或跨區工作者等) 投入或重新進入勞

動市場的功能。任何最低工資的調整水平應基於平均綜援金額，並符合三大原則，

即（1）追及通脹、（2）能夠支持一名非在職家庭成員、（3）高於平均綜援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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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數據，全港在職住戶中，一名家庭就業成員平均需供養約一名 無業人

士（如兒童或長者）。因此，我們以 2 人家庭綜援平均水平（2022 年水平 為 
11,353 元  ）作為標準，以客觀反映最低工資水平能否「應付生活基本需要」。 
任何不能滿足這個標準的最低工資，便是不能達到「防止工資過低」的政策目的。 
以一名全職非技術工人為例，於 2022 年，其每周工時中位數為 48 小時；若每 
月工作 26 天，按時薪 40 元工資水平計算，月薪僅 9,360 元 ，低於 2 人家

庭綜援 平均水平逾 1,993 元。即使基層工友再努力工作，希望自力更生，都未

能獲得到合理工資來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因此，若參考 2 人家庭綜援平均水平，

樂施會建議最低工資水平應不低於每小時 48.5 元 17。 
 
6.2 由政府推廣生活工資 促進社會流動 
樂施會於 2018 年發表全港首份「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並鼓勵較有能力的 
僱主自願參與，一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給予僱員優於法例要求的生活工資。生 
活工資指一名僱員所領取的工資，除了讓他及其家庭成員解決基本生活所需外， 
更能讓他們過有體面的生活，當中包括具均衡營養的飲食、合理的住屋空間、適 
當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學習及醫療需要等，同時亦包括應付突發事件的儲備，以 
確保基層家庭具向上流動的機會。樂施會於 2018 年建議有關水平應訂為每小

時 不低於$54.7，而按每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後，2023 年建議生活工資水

平為每小時不低於$60.1。 
 
樂施會早前建議政府在每年檢討和公佈最低工資的時候，同時公佈生活工資的水

平，以便有能力的僱主可以自願選擇向基層員工支付生活工資。作為全港最大的

僱主，政府應該率先向外判工支付生活工資，起到帶頭作用。目前，房屋署的招

標文件中規定工資必須按照年度工資調整機制進行調整。同樣地，醫管局在外判

清潔工的薪酬方面也進行「一年一檢」，每年參考統計處最新的「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來調整薪酬。樂施會認為，當局應該要求所有政府外判合約都納入年度加

薪機制，確保工友有機會根據生活工資水平獲得工資調整。 
 
6.3 港交所提升 ESG 中「社會」披露標準至「強制披露」並加入生活工資的匯

報 
港交所於 2019 年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做出修訂，當中内容包

括：修訂「環境」的關鍵績效指標，並須披露相關目標; 以及將所有「社會」

關鍵績效指標的披露責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樂施會認爲，社會企業責

任是一個整全的概念，「環境」、「社會」及「管治」應是同樣重要的。因

 
17 $11,353 / 26 / 9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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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認為「社會」的披露責任應如「管治」及「環境」一樣，提升至「強

制披露」，這樣才可以提升企業整體社會企業責任表現及透明度。  在「社

會」方面，有關「強制披露」應包括企業有否向其僱員支付生活工資。 
 
6.4 支援劏房家庭 按劏房人口比例將「社區客廳」擴展至 18 區 
根據 2021 年的數據，分間單位（劏房）的數量已增至 107,371 個，比 2016 年

的 91,787個增加了 17%。平均而言，每個單位被分間成 3.2個劏房，共有 215,709
名居民居住其中，比 2016 年的 209,740 名增加了 2.8%18。然而，由於許多劏房

位於工廈中，政府難以進行全面調查，因此上述數字可能無法完全反映香港劏房

問題的實際情況和數量。 
 
當局早前表示計劃在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及荃灣／葵青設「社區客廳」，

提供額外生活空間，包括供劏房户兒童用作做功課的地方。樂施會認爲，有關設施必

須以便捷區內劏房戶為重點。政府應按各區人口比例將「社區客廳」擴展至 18
區，並定期檢討措施的成效和社會效益。 
 
此外，針對劏房的租金問題，政府有必要及早設立「起始租金」制度，以確保

處於弱勢地位的基層居民能夠獲得合理的租金保護，並維護他們的住房權益。 
為了應對基層住房問題，除了繼續增建公屋外，樂施會建議居住滿 5 年且未能

獲得公屋分配的「簡約公屋」居民可延長居住年限，直到獲得公屋為止，以提

供更穩定的住房安排。 
 
6.5 推動社區經濟 建立墟市系統 
樂施會自 2013 年與東涌社區發展陣線推動墟市工作，目的是拓闊基層的收入來

源、為有志創業的街坊提供創業培訓，亦為居民帶來較平價的產品。針對疫後的

失業、就業不足和非經濟活躍人口難進入勞動市場等問題，發展墟市能為這些人

提供多一個出路。過去，在本會推動下的墟市檔主，基本上都是部分時間擺檔，

平均為他/她們帶來每月額外二千元的收入。 
 
在民間積極推動下，《2022 年施政報告》提出，當局將投放資源於各區舉辦「周

末市集」；而環境及生態局於本年六月亦表示會更新《墟市申請資源指南》，除

了將簡化牌照條件外，同時亦推出場地試行計劃，提供合適舉辦墟市的地點及日

期，讓團體申請。樂施會歡迎有關措施，認爲政府肯定墟市的價值。 

 
18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13/att/B11201132021XXXXB010
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13/att/B11201132021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13/att/B11201132021XXXXB0100.pdf


 
 

18 
 

另外，現時非牟利團體在營辦扶貧或地區墟市時，須承擔高昂的牌照費用、場地

及行政開支，令團體難以持續營辦墟市以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因此，建議政府

成立「墟市種籽基金」，並開放新屋邨及各區政府用地 19，讓非牟利團體能透過

政府「墟市種籽基金」撥款，申請資源營運基層墟市，有效更穩定及長遠支援基

層檔主經營攤檔，推動社區經濟的發展，從而協助基層改善生活水平。 
 
6.6 透過「官商民」合作 支持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創新項目 
行政長官早前表示，慈善活動是不可缺少，政府將繼續推動跨界合作，鼓勵各

界共同應對社會問題；同時推動香港成為國際慈善中心。樂施會對此表示歡

迎，認爲可推動慈善事業的前進。賽馬會早前宣布撥款 50 億設立公益慈善研

究院，本會認為是一個提升社會創新項目影響力的重要契機。建議研究院調撥

資源，培養持份者對社會影響力評估的能力，以促進具潛力項目的發展。當項

目規模擴大，長遠有助提升政府在扶貧政策上的創新能力。 
 
如是次研究的發現，疫後的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官商民」的合作模式實為未

來的大趨勢。例如，本會有份參與的社創基金 (SIE Fund)「按效益收費」

(Pay-for-Success)項目，實有助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按效益收費」是一種

公私營合作的模式，透過績效為本和契約方式為社會服務融資，讓政府可以與

表現卓越的社會服務提供者合作，利用私人投資來開發、協調或擴展有效的項

目。 
 
另外，本會亦有參與社創基金下的「創新計劃」，協助培育新晉社企或立志扶

貧創新的團體，並為申請者作配對補助(matching grants)。這些方些均為現今

香港「官商民」合作下的有效機制，政府可考慮進一步擴大有關的合作方式和

規模。 
 
6.7 加強幼兒託管服務助非經濟活躍婦女投入勞動市場  
根據表格 18 的數據顯示，有年介 0-2 歲和 3-5 歲兒童的婦女勞動參與率較低。

同時，表格 19 反映出各區的托兒中心名額嚴重供不應求。因此，從釋放婦女勞

動力的角度，增加相應的幼兒照顧服務名額是必要的。當局應在特別缺乏 0-2 歲

幼兒照顧名額的區分，包括南區、離島、觀塘、黃大仙、西貢和大埔，優先增設

幼兒照顧服務。 
 

 
19 逾 8 成公屋戶冀有墟市買平貨 互委會將解散 團體憂申辦流程失效

https://www.hk01.com/article/79019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hk01.com/article/79019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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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最近宣布推出「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旨在為 3,000 名小學

生及其家庭提供服務。這項計劃使學童能夠在正常上課時間結束後，在學校進行

托管，有助於家長尋找工時較長的正職工作。有關計劃會先在五區進行，包括九

龍城，油尖旺，深水埗，觀塘以及葵涌。樂施會認為當局應定期檢討項目成效，

長遠並研究將服務擴大至 18 區，讓更多學童能夠受惠。 
 
6.8 提高對零散工的保障，並從公營部門中創造更多彈性工作崗位  
勞工處目前正在檢討《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約的規定，提出了幾項方案，將一

律改為使用 4 周的總工時計算（72、68、64 和 60 小時方案），令僱員享有更多

法定僱傭福利。儘管目前失業率低，但仍有超過二十萬人從事非「418」工作（稍

後更新），顯示社會上存在一定數量的勞動力只能進行非全職的工作。樂施會支

持 60 小時方案，除了認為它能更好地保障零散工的權益外，還能吸引更多潛在

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使更多人有機會通過工作擺脫貧困。 
 
同時，樂施會建議當局應研究於各政府部門開設部分臨時性的兼職/短工時職位。

例如當局將公佈舉辦海濱夜市，建議公開招聘部分非技術性職位，例如食環署下

的清潔員，或康文署或相關部門下的場地管理人員；而其他職位如陪診、或回收

分類等，社會上亦有一定渴求； 長遠而言，當局亦應研究政府内部短工時工種

的詳情及相關需求，並開創更多相關具彈性及短工時的職位，讓基層人士幫補家

計。 
 
6.9 檢討中高齡就業計劃的成效  
在表格十六中顯示 20，50-64 歲的貧窮人士達 286,000 人，而中高齡就業計劃的

參與率，與這個數相比是杯水車薪。計劃自 2020 年 9 月調升在職培訓津貼金額

上限後，但並未有令有關就業個案大幅上升。根據立法會資料，2019 年至 2022
年的就業個案分別是 3061 宗 21、2260 宗、3340 宗以及 2707 宗 22，反映調升

了的津貼金額仍不足以吸引更多中高齡人士參與計劃。此外，在 2022 年 2707
宗個案中，66%為 40-59 歲的中年人士，相反只有更三成為 60 歲以上的年長人

士，而 70 歲或以上的更只有 2.9%23人士參與，這讓人質疑計劃的成效。 
 
現時，聘用 60 歲或以上失業或已離開職場的年長求職人士的僱主，可就每名僱

員申請每月最高達 5,000 元的在職培訓津貼，而 60 歲或以上的僱員則可申領

 
20 50-64 歲貧窮人口中，非經濟活躍人口為 201,000；經濟活躍人口為 85,000 
21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w_q/lwb-l-c.pdf  
22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l-c.pdf  
2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l-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fc/fc/w_q/lwb-l-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l-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fc/fc/w_q/lwb-l-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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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的留任津貼。爲了使更多年長人士參與計劃，當局應研究調整僱員留任

津貼，在不影響當局財政負擔下，建議相關金額的比例應為僱主與僱員各獲

3,000 元資助。 
 
當局亦應加强推廣有關計劃，讓未退休的長者有多一個渠道尋找工作；此外，鼓

勵合資格僱主為年長人士及長者提供更多合適的工種，包括工時及工作性質較爲

彈性、較少體力勞動以及無需過多電腦及語文技巧的工作，例如陪診、學校課後

清潔、校車學童照顧、回收分類等。 
 
7. 結語  
最後，除了上述建議外，政府應該正視人口老化問題，同時更加重視照顧者的需

求，以免他們因為負責照顧而陷入貧困的境地。目前有關長者的照顧者津貼申領

條件相當嚴格，本會建議政府考慮將津貼與輪候服務的要求分開，以便有需要的

照顧者能夠及早獲得支援。此外，我們也建議政府檢討照顧者津貼與其他社會保

障制度之間的關係，包括容許正在領取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的人同時享有申領照

顧者津貼的權利。另外，由於香港欠缺全面的退休保障制度，處於貧窮狀況的長

者只能依靠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為生，就着後者，本會建議政府定時檢討有關津

貼的足夠性，確保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可以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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