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24

逆境下的出路：以轉變迎接改變



簡介

樂施會去年的《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23：疫後復常下的兩極化復原》指出，

本港貧富差距在疫情後進一步擴大，從疫情前（2019年）34.3倍升至疫後

復常（2023年首季）的57.7倍。而整體貧窮率也在持續上升，超過136萬

人處於收入貧窮狀態。其中65歲或以上的非經濟活躍貧窮長者人數突破51

萬，比2019年增加31.5%。

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綜援金及公共福利金等開支不斷攀升，

疫情後政府財政狀況出現赤字，以稅收為本的福利模式正面

臨可持續性的挑戰。面對貧窮的非經濟活躍人口迅速增長，

採取積極的賦能政策（enabling policy），促進積極老年

（active ageing）。同時，針對有意願且有能力投入或重返

勞動市場的長者及其他非經濟活躍人口（activation），積極

促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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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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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2019年至2024年第一季）

研究方法及範圍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第一季

2019年

疫情前

疫情期間

疫後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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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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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計本地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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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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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住戶 $5,000

2人住戶 $11,300

3人住戶 $19,500

4人住戶 $25,200

5人住戶 $25,800

6人或以上住戶 $26,000

家庭住戶
是次研究只計算家庭住戶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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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人口

原住戶收入

經濟/非經濟活躍人口

2024年第一季貧窮線



1. 香港最新整體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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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貧窮率（2019 - 2024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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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統計報告》（2019年至2024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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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季的貧窮數字

整體貧窮數字

貧窮人口：1,395,000

貧窮率：20.2%

經濟活躍人口

貧窮人口：244,500

貧窮率：7.2%

就業人口：

200,600

就業不足人口：9,900

失業人口：

43,900

非經濟活躍人口

貧窮人口：1,150,500

貧窮率：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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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二人住戶佔香港貧窮住戶67% 當中獨老及雙老住戶逾26萬

24.70%
23.70% 24.30% 26.20% 26.60% 27.60%

35.80%
34.10% 36.80% 37.10% 37.50%

3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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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80%

90%

10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Q1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6人或以上

(130,900)
(133,900) (138,800) (151,300) (154,800) (171,000)

(189,500)

(192,400)
(210,100) (213,900) (218,700)

(241,600)

Total 529,200 563,800 570,200 576,600 583,000 619,000

77%為貧窮獨老
(131,700戶)

55%為貧窮雙老
(132,80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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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與最低家庭收入差距達81.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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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19年比較2019年：34.4倍 2023年：52.7倍 2024年第一季：81.9倍

+3.40%

+9.30%

+9.80%

+8.90%

+7.20%

+5.60%

+2.80%

+1.00%

-7.10%

-8.40%

-54.30%



2.1 經濟活躍人口的貧窮狀況

(在職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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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第一季共有3,302,700名就業人口，當中有200,600人（6.1%），處於在職貧窮狀
況，比去年208,300人（6.3%）稍有改善

• 近六成在職貧窮人士，即117,700人（58.7%）的每周工作時數35小時或以上

在職貧窮人口, 

6.1% (200,600人)

在職非貧窮人口,

93.9% (3,102,100人)

在職貧窮：
逾20萬人未能脫貧，超過一半為全職工作人士

2024年第一季整體就業人口

35小時以下, 

41.3% (82,900人)

35小時或以上, 

58.7% (117,700人) 

在職貧窮人士工時分佈2019年整體就業人口

在職貧窮人口, 

6.3% (230,900人)

在職非貧窮人口, 93.7% 

(3,261,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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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於35小時的人中，有11.9%即9,900人處於（非自願的）就業不足的狀態（如開工不足）

• 其餘每周工作時數少於35小時的主要原因為「忙於家務、功課和個人生意等」（26,500人, 
36.3%、「疾病、年紀大和半退休狀態」（17,800人, 24.4%） 和「休假」（16,400人, 
22.5%）

在職貧窮：
逾20萬人未能脫貧，超過一半為全職工作人士

就業不足(非自願)的原因

休假,

 22.5% (16,400人) 

忙於家務、學業、

私人事務等, 

36.3% (26,500人)

長期患病、殘疾、

年老、半退休, 

24.4% (17,800人)

其他,

16.8% (12,300人)

工作少於35小時的原因

非就業不足

88.1% (73,000人)

就業不足

11.9% (9,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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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術」和「服務和銷售」的從業員佔
在職貧窮人士近六成

• 在整體在職貧窮人口中，比例最高的為「服務及銷售人員」(72,300人,36%) 及「非技術工人」
(42,900人,21.4%) ，合共57.4%（115,200人，超過一半人士從事這兩個行業)

• 「非技術工人」的貧窮率是各項職業中最高，達13%，其次為「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及「服務及銷售人員」

經理

2% (4,000人)

專業人員

2.8% (5,600人) 輔助專業人員

8.7% (17,400人)

文書支援人員

9.7% (19,400人)

服務及銷售人員

36% (72,300人) 

工藝及有關人員

11.1% (22,200人)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

及裝配員

7.9% (15,800人)

非技術工人

21.4% (42,900人)

貧窮人士從事的職業 按職業劃分的貧窮率(%)

0.9

1.3

2.9

4.5

10.5

9.4

10.5

13

0 2 4 6 8 10 12 14

經理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書支援人員

服務及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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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技術」和「服務和銷售」的從業員佔
在職貧窮人士近六成

• 導致在職貧窮的原因有三個方面：工作時數、工資水平和家庭人數

• 工資方面：2024年整體職業的時薪中位數為$80.1元，而「非技術工人」和「服務及銷售人員」
的時薪中位數最低，分別為56.4元及56.3元

• 工時方面： 「服務及銷售人員」 所屬的「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的工時減少，每周工時中
位數由去年40小時下降至36小時

在職貧窮人士每周工時中位數 2019 2022 2023 2024 Q1

製造業 40 40 40 41

建造業 40 36 40 40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40 40 40 40

零售、住宿和餐飲服務 40 40 40 36

運輸、倉庫、郵政和快遞服務、信息和通信 42 40 40 40

金融、保險房地產、專業和商業服務 40 40 40 40

公共行政、社會和個人服務 35 25 32 31



2.2 經濟活躍人口的貧窮狀況

(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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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人口中近四成人處於貧窮狀態

• 111,600的失業人口中，當中約四成（39.3% 即43,900人）的失業人士處於貧窮狀態，整體
失業人口及失業貧窮人口都分別比去年少3,200人及3,700人

• 貧窮人士的失業率為18%（43,000人），同樣較去年少0.5%
• 失業貧窮人口中有60.9% （ 26,700人） 失業長達兩個月以上，當中有27.6%為失業六個月

或以上的長期失業者

失業貧窮人口

39.3% (43,900人) 

失業貧窮人口

18% (43,900人) 

失業而貧窮的比例 經濟活躍貧窮人士的失業率 失業時間

少於兩個月,

39.2% (17,200人)

二至六個月, 

33.3% (14,600人)

六個月或以上, 

27.6% (12,100人)

失業非貧窮人口

60.7% (67,700人)

非失業的貧窮人口

82% (200,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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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半的失業貧窮人口是遭解僱或遣散，
當中近六成是低技術勞工

• 失業貧窮人士中有54.6% (22,500人)的失業原因為被遣散或解僱，反映香港勞工的穩定性
(job security)不足，當中59.6% (13,400人)屬於低技術勞工包括「文書支援人員」、 「服
務及銷售人員」及「非技術工人」反映基層工友有必要通過各種培訓提升勞動力的可僱性
（employability），從而確保就業的穩定性（employment security）

失業原因 按職業劃分的失業貧窮人口(遭解僱或遣散)

遭解僱或遣散

54.6% (22,500人)

主動離職

45.4% (18,700人)

經理, 

9.3% (2,100人)

專業人員, 

5.8% (1,300人)

輔助專業人員, 

9.8% (2,200人)

文書支援人員, 

20.9% (4,700人)
服務及銷售人員, 

19.6% (4,400人)

工藝及有關人員, 

11.1% (2,500人)

機台及機器操

作員及裝配員, 

4.4% (1,000人)

非技術工人, 

19.1% (4,300人)



3. 非經濟活躍人口的貧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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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學生, 11.7%

94, 000人
長期病患, 

5.8%

47, 300人

其他, 6.2%

50, 600人

退休, 54.5%

441, 400人

料理家務, 

21.8%

176, 200人

學生, 11.4%

113, 400人

長期病患, 4.6%

46, 000人

其他, 5.4%

53, 700人

退休, 61.0%

609, 100人

料理家務, 

17.7%

176, 400人

• 2024年第一季「退休」比例達61%（609,100人），與疫情前（2019年）相比，增幅
高達38% 。其次是「料理家務」，佔17.7%（176,400人）。

15歲或以上非經濟活躍的貧窮人口近
一百萬，比疫情前增長22.8%

合計: 998, 700

2019年

合計: 809, 900

2024年第一季

按非經濟活躍身分劃分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



HEADLINE HERE 按一下以編輯標題

2121

15-19

7%,70300人
20-29

5.6%,55600人

30-39

4.6%,45600人

40-49

7.2%,71600人

50-59

9.4%, 94200人

60-64

10.3%, 102400人

65+

56%, 558900人

• 與「退休」數據相呼應的是，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佔15歲或以上的
非經濟活躍人口比例最高，達56%
（558,900人），其貧窮率高達
41.2%

• 整體長者貧窮率則為36.8% （包
括經濟活躍和非經濟活躍的長者），
共580,900人

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佔15歲或以上的非
經濟活躍人口比例最高

按年齡劃分貧窮人口比例劃分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

貧窮率
41.2%

貧窮率 26.7%

貧窮率 28.3%

貧窮率 32.5%

貧窮率 37.3%

貧窮率 32.3%

貧窮率 32.9%

補充資料：2024年第一季15歲以下貧窮率
為20.7%，共151,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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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佔整體非經濟活躍人口的58.5% （584, 500人），比疫情前（2019年）的60.2%稍低。

• 按個別年齡層分析整體非經濟活躍人口，女性於30-39歲和40-49歲比例最高，分別為
75.9% （55, 000人）和76.8% （34, 600人），與肩負更多的「料理家務」責任有關

整體非經濟活躍人口逾半為女性，
與肩負更多的「料理家務」責任有關

按性別劃分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 按個別年齡層劃分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按性別和非經濟活躍身份劃分

學生, 11.4%,

113, 400人

退休, 61.0%,

609, 100人

長期病患, 4.6%, 

46, 000人
其他, 5.4%, 

53, 700人

料理家務男性, 

1.8%, 17, 900人

料理家務女性, 

15.9%, 158, 500人

料理家務, 

17.70%, 

176, 000人

合計:    809, 900人 998, 700人

39.8%
322600

41.5%
414200

60.2%
487300

58.5%
584500

2019 2024 Q1

男性 女性

男性, 11100, 

24.3%

男性, 16600, 

23.2%

女性, 34600, 

75.9%

女性, 55000, 

76.8%

30-39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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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是擺脫貧困的重要關鍵之
一。然而，貧窮人口的勞動參
與率降至19.7%，遠低於非貧
窮人口的64.4%。

• 反映出貧窮人口在勞動市場面
臨的困境，例如技能不足、身
體條件限制、時間分配以及工
資期望的落差

貧窮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

貧窮與非貧窮人士的勞動參與率

25.3
28.1

25.5 23.8
21.2 19.7

66.3 64.8 65 64.1 63.9 64.4

59 57.7 57.4 56.3 55.7 55.4

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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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7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Q1

貧窮 非貧窮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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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內地（25%）和挪威（22.2%）相比，香港長者的勞動參與率僅為13.9%，而貧窮長者
的勞動參與率更低至3.8%。

• 沒有足夠強積金和家庭經濟支援的長者，只能申領需經資產審查的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
這使得長者的貧窮情況日益嚴重

香港長者勞動參與率落後於其他經濟體

3.7 3.9 3.7 3.9 3.5 3.8

16.6 16.1 16.9
17.8

18.8
19.9

12.4 12.2 12.5 13.2 13.6 13.9

0

5

10

15

20

25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Q1

貧窮 非貧窮 整體

2019 2024

長者生活津貼 542,070 人 737,188人

(截至2024年
6月30日)

綜援（年老） 161,354人 129,000人

生果金 266,226人 348,513人

安老按揭計劃 679 宗 526 宗

安老按揭計劃
(截至每年年底
累計宗數)

3,784 宗 7,504宗

非經濟活躍長者現行制度內的收入來源貧窮與非貧窮長者的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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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2.1%（15-64歲），而香港則為61.9%，而貧窮婦
女的勞動參與率則低至25%。

• 婚姻狀態在此扮演着關鍵角色，貧窮女性中，未婚和已婚的比例分別為22%和78%。

• 對於貧窮婦女而言，子女年齡越小，勞動參與率越低；而對於非貧窮婦女則正好相反。

• 貧窮婦女承擔的照顧責任更大，因此需要等到子女長大後才能進入勞動市場。

香港女性勞動參與率偏低

按婚姻狀況和性別劃分的非經濟活躍貧窮人口

貧窮, 

17.40%

貧窮, 

18.50%

貧窮,

 21.10%

非貧窮, 

61.90%
非貧窮, 
56.70%

非貧窮, 

53.10%

2 歲或以下 5 歲或以下 17 歲或以下

貧窮與非貧窮婦女(15歲或以上)的勞動參與率 按子女年齡劃分的婦女勞動參與率

從未結婚, 

22%,

220, 000人

曾經結婚男性, 

31.4%

313, 300人

曾經結婚女性, 

47.0%,

465, 400人

曾經結婚, 

78%

778,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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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貧窮人口

在貧窮線下實現精準扶貧

由政府推廣生活工資，

促進社會流動

透過「官商民」合作孕育

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創新

項目

長者：推動積極老年

建立資料庫識別對象，

提供針對性支援

為有志、有能力長者：

創造更多機會投入勞動市場

1.改革中高齡就業計劃

2.降低長者申請職津門檻

為有照顧需要的長者：

善用科技創新基層醫療

婦女：激活(Activation)

減少就業障礙

1.增加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

0至2歲的服務名額

2.增加社區保姆服務名額

創造彈性工作機會

1.設立更多家居照顧員崗位

2.推動墟市發展，鼓勵創業

3.在社區客廳提供就業支援

建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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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呼籲政府盡快公佈最新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讓有志扶貧的各界人士掌握最新資訊，將
資源有效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們亦建議政府推行生活工資倡議，創造更多彈性職位和建立墟
市制度，以提升基層工種的工資水平，吸引更多勞動力投入市場，並滿足更多潛在勞動力的需求，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此外，政府應推動更多「官商民」合作項目，以融資模式孕育具社會影響力的
社會創新項目為基層人士「紓困」。

在貧窮線下實現精準扶貧 加入「賦能」及「積極老年」等目標

在貧窮線的基礎上，對特定群體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他們在貧窮之外還面臨哪些挑戰。例如，貧窮的長者不僅面臨經
濟困難，還可能遭遇孤獨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在經濟援助之外的支持。簡而言之，貧窮線為扶貧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數
據輪廓，而「精準扶貧」則通過更深入的分析和針對性的對策，為特定群體提供支持。

樂施會理解社會上對貧窮線準確性的擔憂，也認同該計算方法應隨時間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進行調整。我們在今年7月發
表名為《香港「精準扶貧」之路：貧窮線變與不變》的研究報告。在報告中，我們建議獨立分析包括長者的住戶，並將
這些家庭的資產透過年金化方法轉化為每月收入，以消除社會對相關問題的疑慮。就政府即將公布的「精準扶貧」框架，
我們建議為不同弱勢群組（包括在職貧窮、基層婦女和長者）加入「賦能」及「積極老年」面向的指標。

整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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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推廣生活工資促進社會流動

扶貧委員會在演繹「精準扶貧」時提到「造血賦能」和「兜底保障」，前者是讓有能力工作的人自力更生。
在這方面，工資保障對提升「造血賦能」的能力至為重要。對由兩年一檢落實每年一檢工資水平表示歡迎，
亦相信引入方程式能讓最低工資更貼近通脹及經濟變化。然而，樂施會關注新機制下的方程式仍未能計算出
合理最低工資水平。按新方程式計算，最低工資可由 40 元加至 41.8元，但仍低於二人家庭綜援平均水平。

除了考慮令最低工資金額調升至高於平均綜援外，為了進一步推動「官商民」合作的扶貧模式，本會建議政
府在每年檢討會公布最低工資的同時，亦公布生活工資水平。樂施會自 2018 年發表全港首份「香港生活工
資研究報告」，按通脹及市民消費模式變化，每年調整能讓僱員及其家庭成員滿足基本需要及過上有體面生
活的工資水平，倡議有能力的僱主自願支付生活工資（2024年的生活工資是每小時61.5元）。

1. 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應該率先向外判工支付生活工資，以起帶頭作用。

2. 政府在公佈最低工資的同時，亦可以同時公布該年生活工資的水平，讓有能力的僱主自願向員工支付。

3. 我們認為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中「社會」披露標準應隨「環境」披露標準修訂至「強制
披露」，並加入生活工資的匯報，以提升企業責任表現和透明度，及反映政府對社會企業責任中「社會」部
分的重視。

整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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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官商民」合作孕育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創新項目

整體方向

隨著人口結構改轉變和公共財政壓力日增，「官商民」合作的新模式實屬已成為大趨勢，亦並常見於現屆
政府的政策中，例如「社區客廰」和、「共創明Teen」等。作為社創基金下「創新計劃」的委聘機構，本
會協助培育新晉成立的社企或以創新方式扶貧的團體，並為申請者他們作配對補助（matching grants）。
這些項目均展示本港「官商民」合作模式下的有效機制，因此政府宜考慮進一步擴大此類型合作模式的項
目規模。

在融資模式方面，本會曾有份參與的社創基金（SIE Fund）「按效益收費」（Pay-for-Success）項目，
有助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按效益收費」為公私營合作模式，以績效為本和契約方式，首先由商界投資
者為社會服務融資，讓政府可以與表現卓越的社會服務提供者合作，並配合私人投資進行開發、協調或擴
展有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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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實現積極老年

建立資料庫識別對象 
提供針對性支援

在現今家庭結構小型化的情況下，社會上頻繁出現因照顧
問題而引發的獨居或雙老住戶悲劇，讓人關注社區照顧的
不足。樂施會認為，政府應透過人口普查和區議會建立
「獨老及雙老長者住戶資料庫」，並整合不同部門（包括
社署、房署和離院支援計劃等）資料庫補充住戶資料，以
便政府分析不同長者住戶特徵 （如健康狀況、認知自理能
力、居住環境、支援網絡等）。

除了識別有需要跟進的個案，政府還應擴大「支援長者及
照顧者先導計劃」至18區，由關愛隊進行探訪、協助申請
福利轉介及提供情緒支援等，也可以為健康、有能力的長
者提供投入工作的渠道。

善用科技創新基層醫療 
為有照顧需要長者完善居家安老配套

針對「獨老及雙老長者住戶資料庫」內的高危長者戶，應增加在家及社區支
援，並利用遙距醫療等科技為長者提供適切及易達的醫療服務。

基層長者許多時候受限於資訊不流通或對疾病的不了解，而錯過了最佳的治
療時機。特別對於居住於新界鄉郊或離島等偏遠地區的長者，每次就醫和回
診的過程都要舟車勞頓，若沒有他人協助，或許難以出遠門。慢性病如糖尿
病、高血壓等需要長期照護和追蹤生理指數，在醫護人力不足及長者數目日
益增加的情況下，本會建議政府多利用人工智能及遙距醫療等科技，以便利
基層長者獲得醫療服務。此外，政府應推廣適合長者的運動方案（如跳舞防
趺、拉筋等） ，透過線上平台鼓勵長者居家自主訓練。就算不便出行，線上
健身運動能促進長者培養在家運動的習慣，從而增進他們的社交互動和身心
健康。政府可考慮擴闊醫療劵的應用範圍至促進健康的線上和線下運動課程。

在人工智能發展迅速的情況下，上述提及的醫療科技成本日益下降，相關技
術可協助長者在家中自行監察生理指數及日常保健，並定時與醫護人員會診，
以科技完善現時以上門照顧為主的居家安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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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實現活躍老化

改革中高齡就業計劃提升長者就業率

中高齡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用有意、有能力投入勞動市場的長者，然而，現時
計劃的申請手續繁複。僱主需透過勞工處登記職位空缺，並在僱用合資格人士
後提交初步申請表。受聘後，僱員亦需於勞工處的就業中心登記才能參與計劃，
複雜的行政手續或令申請者卻步。

樂施會建議，當局應簡化僱主申請計劃的程序和條件，並直接按新聘請的年長
員工人數發放津貼。僱主只需提交員工的聘用及出糧證明，即可獲發津貼。

參考外國鼓勵長者就業的措施，不乏各項協助中高齡人士就業的津貼，例如新
加坡的Senior Employment Credit及台灣的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僱用獎助，
兩者同樣以津貼形式補助僱主聘請年長員工。前者為僱用 60 歲及以上，月薪
4,000 新幣以下勞工的僱主，每月提供工資補助最高8% 。後者則為僱用由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推介連續失業達30日以上的中高齡勞工（45歲至65歲），並連續
僱用滿30日，按受僱人數每人每月資助最高13,000新臺幣；而僱用 65歲以上的
高齡勞工可依受僱人數每人每月資助最高15,000元新臺幣，資助期限最長12個
月。

降低長者申請職津門檻提高就業誘因

政府近年除改變「中高齡就業計劃」外，更推出「再就
業津貼補貼」，這些措施對鼓勵中高齡人士就業分別提
供拉力和推力的作用。

為了進一步推動長者就業，我們進一步建議政府可放寬
對長者領取職津的門檻，就算從事兼職工作，時數未達
144小時，如没有申領長者生活津貼，也可享有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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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減少就業障礙

增加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
0至2歲的服務名額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0至2歲名額較多，而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
幼兒中心則是2至3歲名額較多。而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使用率
高達95%，遠高於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的56%使用率，
數字正反映0至2歲名額的需求大。

樂施會認為政府在增設獨立幼兒中心的同時，亦應按各區幼兒
人口年齡分布檢視服務名額，例如資助營運機構將部分2至3歲
幼兒照顧的服務名額靈活轉為0至2歲，以善用現有人手和機構
資源，及加快增加服務名額的進度。

增加社區保姆服務名額，建立從校園到託
管中心的配套以善用資源，為更多有需要
家庭提供託兒服務

數據反映屯門區、南區及元朗區對社區保姆的需求最大，
當中元朗區可見兒童及單親家庭人士數目佔全港比例均
較高，屯門區的單親家庭人士數目同樣較高，或反映若
單親家長外出工作，對託兒的服務需求較大。而且元朗
及屯門區的幼兒中心使用率均較其他區低，或顯示他們
的兒童較多為3歲以上，需要不同的託兒服務，如鄰里支
援幼兒照顧計劃。

現時社區照顧服務的對象多元，樂施會建議署方除了增
加社區保姆數目及服務名額，亦需針對加強較有需要家
庭的支援，特別是在職單親家長。此外，政府亦應研究
建立交通接送配套，使社區託兒服務與校園為本的課餘
託管服務互相配合。社區保姆及中心託管服務可為校幼
稚園暫託及小學在校課餘託管提供延長時間的服務，以
善用現有的社區及人力資源。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附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的名額

0至2歲以下 941

(91%)

276

(4%)

2至3歲以下 91

(9%)

7508

(96%)

合計 1032

(100%)

7784

(100%)

總使用率 9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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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彈性工作機會提升社會的幸福感

部分基層面對低失業率和高市場空缺下仍難以就業，這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工作，而是
需要兼負無償的家庭照顧角色。因此，這屬於這群組的人未能就業，並不一定是因「工
作動機」或「技能」等的不足，而是因為「時間」導致他們未能全身投入職場。

針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供不
應求，平均輪候時間長達9個月，當中以膳食服務、護送及一般家居或家務服務最受歡
迎，也均屬日常生活上的簡單照顧，對服務提供者的專業要求相對較低。本會建議政府
可資助更多非牟利機構開設相關服務，並提供彈性工作安排予相關獲聘員工，吸引未能
從事長時間工作的非經濟活躍人士（如家務料理者或有能力的長者）投入相關職業。

推動社區經濟在社區客廳加入就業支
援功能

社區客廳的受眾群中，包含許多有經濟需要的
婦女，社區客廳能兼當婦女就業服務的平台，
連結相關機構為有意就業的婦女提供支援，如
可在非繁忙時間，釋放社區客廳中的廚房，為
擅長廚藝的基層婦女提供平台及資源，以助她
們透過製造特色家鄉食品或飲品創業。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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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墟市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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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次為他們帶來額外五百至七百
元的收入。

年份 主要服務輪候人次

一般家居或
家務服務

膳食服務 護送 個人照顧 購物及送遞
服務

2020 6,636 7,680 5,443 782 308

2021 7,162 8,780 6,350 845 417

2022 5,630 9,796 7,117 854 480

2023 5,834 8,707 7,125 849 465

婦女：創造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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