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文件第 14 /2006 號  

扶貧委員會  

貧窮指標  
二零零五年的最新情況  

 

背景  
 
 扶 貧 委 員 會 在 早 前 的 會 議 中 同 意 制 訂 一 套 多 元 指 標 ， 使

在宏觀的層面審視香港的貧窮情況，以及定期更新這套指標。這

套宏觀的貧窮指標旨在概括地顯示貧窮情況的變化及點出值得進

一步研究的範疇。此外，它們為各決策局及部門在制訂和檢討政

策以幫助有需要人士時，提供額外的參考資料。截至二零零五年

第三季的這些指標，載於文件第 26/2005 號，並已在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扶貧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目的  
 
2 .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按 年 更 新 的 貧 窮 指 標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表

現 。 整 套 貧 窮 指 標 載 於 附 件 I。 這 些 指 標 表 現 的 詳 細 分 析 載 於 附

件 II，而有關數據則列載於 統計附件 。請委員察悉二零零五年貧

窮指標的表現及以下的分析提要。  
 

分析提要  
 
3 .  隨 　 經 濟 活 動 的 持 續 復 蘇 ， 該 些 貧 窮 指 標 普 遍 改 善 。 在

18 個以人生不同階段為基礎的貧窮指標中，大部分在二零零五年

都有所改善，部分歸因於經濟的持續好轉，而政府及其他社區團

體努力不懈提供社會服務亦是相關因素。至於六個以地區為本的

指標，各區情況在二零零五年或多或少都得到改善。在條件較遜

的地區當中，則以深水　和北區的改善最為顯著。  
 
4 .  以 下 十 組 的 十 二 個 指 標 均 顯 示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貧 窮 情 況 有

所改善：  
 

 失業人士 (第 11 個指標 ) 

    



 

 失業六個月或以上及 12 個月或以上的人士 (第 12 個指標 ) 

 每周工作 35 小時或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中位數 50%

的受僱人士 (第 13 個指標 ) 

 入 息 低 於 平 均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綜 援 )金 額 的 家

庭 的 人 士 (第 2 及 第 1 0 個 指 標 )  

 16 至 19 歲青少年的就學比率 (第 5 個指標 ) 

 20 至 24 歲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士 (第 6 個指標 )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24 歲的待業待學青少年 (第 7 個指標 ) 

 公立醫院及診所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的年長病人 (第 17

個指標 ) 

 在私人臨時房屋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人士 (第 8 及

第 18 個指標 ) 

 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緩金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第 3 個指標 ) 

 
5 .  另一方面，以下兩組的六個指標的表現參差：  

 

 無業家庭的人士 (第 1 及第 9 個指標 )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中 開 始 的 經 濟 復 蘇 ， 令 二 零 零 四 年 在 無

業 家 庭 生 活 的 人 士 數 目 大 幅 下 跌 。 然 而 ， 這 個 改 善 步 伐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卻 有 所 放 緩 。 儘 管 整 體 而 言 在 無 業 家 庭 生

活 的 人 士 數 目 及 比 例 均 略 低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水 平 ， 但 某

些較年輕組別  (即 0 至 5 歲及 15 至 19 歲 )人士的數目及

比例則見上升。  
 
  “無業 ”並不一定代表 “貧窮 ”。事實上，大部分無業家庭之

戶 主 為 六 十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及 /或 為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士 。

他 們 或 依 靠 就 業 收 入 以 外 的 入 息 生 活 ， 例 如 貧 窮 家 庭 可

得 到 社 會 褔 利 援 助 ， 而 較 富 裕 的 可 以 有 資 產 收 入 。 我 們

估計在無業家庭生活的 0 至 59 歲人士當中，有三分之二

的 人 士 被 歸 類 為 在 每 月 家 庭 入 息 少 於 平 均 綜 緩 額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中 生 活 ， 而 其 餘 三 分 之 一 則 不 在 此 列 。 無 論 如

何 ， 該 些 無 業 人 士 如 能 參 與 經 濟 活 動 ， 除 了 獲 得 收 入

外，亦可作為兒童及青少年的良好行為榜樣。  
 

 綜援受助人 (第 4、 14、 15 及 16 個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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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總 數 及 比 例 均 略 見 下 跌 。 然 而 ， 按 受 助 人

年齡組別劃分的較詳細分析卻顯示， 0 至 5 歲的兒童及那

些介乎 15 至 21 歲年輕組別的兒童綜援受助人，其佔該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比 例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均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年底為高。  
 
 另一方面， 6 至 14 歲兒童綜援受助人、 15 至 59 歲健全

綜援受助人及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綜援受助人，於各自年

齡 組 別 人 口 中 的 比 例 均 輕 微 下 跌 ， 而 因 殘 疾 ／ 健 康 欠 佳

而 領 取 綜 援 的 15 至 59 歲 人 士 ， 其 相 應 比 例 則 維 持 不

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15 至 59 歲及領取綜援不足

一 年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數 目 ， 從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的

26  000 人，下降至二零零五年年底的 19  000 人（主要因

為 有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及 較 少 該 類 人 士 需 要 申 請 綜 緩 ） ， 但

領 取 綜 援 超 過 一 年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數 目 ， 則 從

117  000 人進一步上升至 119  000 人。從較仔細的分析可

見 ， 領 取 綜 援 不 足 三 年 的 健 全 成 年 人 一 般 較 能 受 惠 於 近

期 的 經 濟 復 蘇 ， 以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這 顯 示 及 早 使 失 業 綜

緩 受 助 人 脫 離 福 利 安 全 網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第 14 個 指

標 )。  
 
6 .  至 於 六 個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指 標 ， 全 港 多 個 地 區 在 二 零 零 五

年普遍都得到改善，特別是在 18 區中，有 15 區的低收入家庭比

率 (第 20 個指標 )和失業率 (第 24 個指標 )都下降。整體來說，低

收入家庭（不包括長者家庭）、無業家庭（第 19 個指標）和單

親低收入家庭（第 21 個指標）的數目和比率在二零零五年均有

所 下 降 。 再 者 ， 雖 然 整 體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維 持 在 10 ,000 元

(第 23 個 指 標 )， 整 體 每 月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則 因 整 體 就 業 人 數 增

加，而進一步上升至 15 ,700 元 (第 22 個指標 )。在 18 區中，有七

區的就業收入呈現改善，而有 10 區的家庭入息增加。中西區、

東區和北區則在該兩個指標都有所改善。  
 
7 .  在 條 件 較 差 的 地 區 當 中 ， 深 水 　 和 北 區 有 五 個 指 標 錄 得

改善，而油尖旺、葵青、屯門和大埔則有四個指標轉佳。然而，

觀塘、元朗、離島和沙田的表現則較為遜色，前三個地區只有兩

個指標轉好而最後一個地區亦只有一個指標轉好。從另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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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二零零五年有三區（葵青、屯門和元朗）在第 19 至 24 個

指標的全部六個方面都表現低於整體平均水平。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零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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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貧 窮 指 標  

兒童／青少　 ( 0 至 14 歲 ／ 15 至 2 4 歲 )   
1 .  無業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 兒 童  
2 .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　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 及 6 至 1 4 歲兒童  
3 .  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　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

兒童  
4 .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的綜援受助人，以及 15 至 21 歲的兒童綜

援受助人  
5 .  16 至 19 歲青少　的就學比率  
6 .  20 至 24 歲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士  
7 .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24 歲 的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8 .  在私人　時房屋及私人　宇共住單位居住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在職人士／成人 ( 1 5 至 59 歲 )  
9 .  無業家庭的 15 至 19 歲及 2 0 至 59 歲人士   
10 .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　額的家庭的 15 至 19 歲 及 20 至 59 歲人士  
11 .  15 至 19 歲、 20 至 24 歲 及 25 至 59 歲失業人士   
12 .  失業 6 個 月 或 以 上 及 12 個 月 或 以 上 的 人 士  
13 .  每周工作 35 小 時 或 以 上 而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少 於 中 位 　 5 0 %  的 15

至 19 歲 、 20 至 2 4 歲及 2 5 至 59 歲受僱人士  
14 .  　取綜援一年或不足一年及超過一　的健全成人   
15 .  因永久傷殘／暫時傷殘／健康欠佳　取綜援的成人  

長者 ( 6 0 歲或以上 )  
16 .  高齡綜援受助人   
17 .  公　醫院及診所的醫　收費減免機制下的　長病人人　   
18 .  在私人　時房屋及私人　宇共住單位居住的長者   

社區  
19 .  無業家庭 (按地區劃分 )  
20 .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　額的家庭 (按地區劃分 )  
21 .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　額的單親家庭 (按地區劃分 )  
22 .  每月家庭入息中位　 (按地區劃分 )  
23 .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　 (按地區劃分 )  
24 .  失業人士 (按地區劃分 )  

 
 

    



 

附件 II 

貧窮指標  
二零零五年的最新情況  

 
背景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一 套 選 定 貧 窮 指 標 ， 載 於 文 件

第 26/2005 號，並已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扶貧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委員同意不應以收入作為基礎的單一指標，而應以

一套多元指標在宏觀的層面審視香港的貧窮情況，輔以較詳細而

具體的地區性指標作為補充。此外，不應單純地把貧窮指標作為

一個工具來評估政府扶貧工作的進展，原因是貧窮指標本身，特

別是一些短期的變動，除受政府政策和措施影響外，還受很多其

他因素影響。  
 
2 .  以 多 元 角 度 衡 量 貧 窮 情 況 的 基 本 概 念 是 ， 由 於 香 港 的 經

濟大致上富裕，以收入作為單一指標或單以貧窮　去釐定貧窮人

士的數目並不恰當。我們亦應關注民生的其他相關方面，以及對

某些組別人士可能墮入貧窮網的風險保持警覺。選擇貧窮指標所

考慮的要點，已於文件第 26/2005 號討論，不在此重述。  
 
3 .  正如文件第 26/2005 號所述，整套選定貧窮指標將會按年

更新。本文件的目的是報告二零零五年全年的有關數據，以及在

可能情況下，加入委員就貧窮指標所提出的建議。下文各段綜述

貧窮指標所顯示的情況，把以人 生不同階段為基礎的第 1 至 18
個指標劃分為兩類，一類是顯示二零零五年貧窮情況有所改善的

指標，另一類則是顯示年內貧窮情況參差的指標。以社區為基礎

的第 19 至 24 個指標所顯示的情況則因地區而異，因此會另行討

論。有關指標的詳細統計數字，載列於統計附件。  
 
顯示二零零五年貧窮情況有所改善的指標  
 
就業及收入／入息  
 
4 .  經 濟 持 續 強 勁 增 長 令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進 一 步 改 善 。 整 體 失

業率由二零零四年的平均 6 .8%下降至二零零五年的 5 .6%，而二

零零五年更增添了 77  000 個職位。在此期間，在職人士的平均薪

金以貨幣計算上升 3 .5%，扭轉了之前三年的跌勢。這良好勢頭順

    



 

延至二零零六年，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於第一季降至 5 .2%及於

三至五月進一步降至 4.9%。  
 
5 .  在 這 有 利 的 經 濟 環 境 下 ， 與 就 業 及 收 入 ／ 入 息 有 關 的 指

標在二零零五年一般都向好，如下文所撮述：  
 

 15 至 19 歲、 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失業人士 (第 11 個

指標 )  
 15 至 59 歲失業人士的數目，由二零零四年的 236  000 人

下降至二零零五年的 196  000 人，令這個年齡組別人士的

失業率降至 5 .7%，下跌了 1 .2 個百分點。 15 至 19 歲年青

人就業情況的改善最為明顯，其次是 25 至 59 歲這個主

要工作年齡組別。  
 

 失業六個月或以上及 12 個月或以上的人士 (第 12 個指標 )  
 長 期 失 業 問 題 因 經 濟 持 續 好 轉 而 顯 著 改 善 。 失 業 六 個 月

或以上人士的數目，由二零零四年的 83  000 人下降至二

零零五年的 61  000 人，而失業 12 個月或以上人士的數目

的跌幅同樣顯著，由 50  000 人減至 37  000 人。  
 

 每周工作 35 小時或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中位數 50%
的 15 至 19 歲、 20 至 24 歲及 25 至 59 歲受僱人士 (第 13
個指標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收 入 少 於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50%的 全 職 人 士

(即 每 周 工 作 35 小 時 或 以 上 )， 其 數 目 及 比 例 均 全 面 下

跌。若把 15 至 59 歲全職低收入受僱人士綜合起來，則

二零零五年共有 161  000 人，佔這年齡組別全職工作總人

口的 6 .0%，與二零零四年的相應數字 181  000 及 6 .9%比

較 ， 情 況 明 顯 改 善 。 按 比 例 而 言 ， 低 收 入 工 人 仍 集 中 在

15 至 19 歲的年青年齡組別，可能是由於他們在勞工市場

的工作經驗較淺所致。  
 
 然 而 ， 我 們 注 意 到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有 少 於 五 分 之 一

(28  000 人，佔 17%)的全職低收入人士實際上生活在入息

低 於 平 均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綜 援 )金 額 的 家 庭 。 這 即 表

示 ， 大 部 分 低 收 入 工 人 若 非 能 獨 自 生 活 ， 就 是 其 家 人 有

較 多 收 入 或 有 其 他 入 息 來 源 ， 因 此 不 被 歸 入 低 收 入 家 庭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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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的人士 (第 2 及第 10 個指標 )  
 綜合這兩項指標來看，二零零五年共有 729  000 名 0 至

59 歲 人 士 生 活 在 入 息 低 於 平 均 綜 援 金 額 的 家 庭 ， 佔 這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13 .0% ， 遠 低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相 應 數 字

806  000 人和 14.4%，這是因為就業情況和薪金都有所改

善 。 這 兩 項 指 標 所 顯 示 的 改 善 情 況 見 於 各 個 年 齡 組 別 ，

即 0 至 5 歲、 6 至 14 歲、 15 至 19 歲和 20 至 59 歲。  
 
 因 此 ， 與 一 些 人 士 的 誤 解 看 法 恰 好 相 反 ， 若 單 以 家 庭 入

息 作 為 衡 量 標 準 ， 這 套 多 元 指 標 是 可 以 衡 量 到 貧 窮 人 士

的數目，即有 729  000 人介乎 0 至 59 歲的組別。若把 60
歲 或 以 上 的 年 長 人 士 亦 計 算 在 內 ，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貧 窮 人

士 數 目 為 103 萬 。 這 與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 社 聯 ） 按 住

戶 入 息 中 位 數 50%估 算 所 得 的 113 萬 貧 窮 人 士 數 目 接

近 。 不 過 ， 社 聯 也 認 為 單 單 考 慮 入 息 ， 不 足 以 反 映 像 香

港 這 樣 一 個 富 裕 的 社 會 中 的 貧 窮 情 況 ， 我 們 也 應 同 時 關

注貧窮所涉及較廣義的社會層面及預防貧窮方面。  
 
教育  
 
6 .  教 育 開 支 佔 政 府 總 開 支 的 最 大 部 分 。 二 零 零 五 ／ 零 六 年

度教育開支達 556 億元，佔總開支的 24%。這有助不斷提升本地

勞工的教育和技術水平，從而增強他們適應一個知識型經濟的能

力。在香港這個自由公平的社會環境中，教育是在社會力爭上游

及避免長期貧窮的有效途徑。  
 
7 .  過去幾年，與教育有關的指標持續穩步改善：  

 

 16 至 19 歲青少年的就學比率 (第 5 個指標 )  
 這 個 指 標 反 映 在 完 成 九 年 普 及 免 費 教 育 後 繼 續 升 學 的 青

少年的比例。就學比率由二零零四年的 80 .8%，進一步升

至二零零五年的 82 .5%。  
 

 20 至 24 歲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士 (第 6 個指標 )  
 二零零五年，該年齡組別的人口中有 52 .2%具專上教育程

度，較二零零四年的 50 .6%進一步上升。這些具專上教育

程度的人士中，有 62%具學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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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8 .  二 零 零 五 ／ 零 六 年 度 公 共 醫 療 開 支 達 316 億 元 ， 佔 政 府

開支總額的 14%。這方面的開支為普羅大眾提供各項大幅補貼的

公共醫療　生服務。需要進一步經濟援助的病人，則可申請醫療

收費減免。統計數字顯示，需要額外援助的長者人數在二零零五

／零六年度略有下降：  
 

 公立醫院及診所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的年長病人 (第 17
個指標 )  
雖 然 人 口 逐 漸 老 化 ， 但 公 立 醫 院 及 診 所 的 醫 療 收 費 減 免

機 制 下 的 年 長 病 人 人 數 在 二 零 零 五 ／ 零 六 年 度 略 有 下

降。實際上，使用這項服務的長者不多，在 60 歲或以上

和 65 歲或以上年齡組別都只佔 1%左右。  
 
居住環境  
 
9 .  公共房屋令有需要人士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  

 

 在私人臨時房屋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人士 (第 8 及

第 18 個指標 )；  
 居住在這類房屋的 0 至 14 歲兒童的人數，由二零零四年

的 17  000 人下降至二零零五年的 16  000 人，而其相應年

齡 組 別 人 口 所 佔 的 比 例 則 維 持 在 1 .6%。 然 而 ， 居 住 在 這

類房屋的 0 至 5 歲兒童的人數卻有所增加。  
 
 在 此 期 間 ， 儘 管 人 口 逐 漸 老 化 ， 但 無 論 按 人 數 或 比 例 計

算 ， 居 住 環 境 差 劣 的 長 者 的 人 數 都 進 一 步 下 降 。 二 零 零

五年，有 24  000 名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居住在這類房屋，

少於二零零四年的 28  000 名，而他們在該年齡組別人口

所佔的比例，亦由 2 .8%下降至 2 .3%。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亦 出 現 同 樣 趨 勢 ： 居 住 在 這 類 房 屋 的 人 數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21  000 人減少至二零零五年的 18  000 人，而其所佔比

例亦由 2.7%下降至 2 .3%。  
 
社區／家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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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單親低收入家庭亦受惠於二零零五年較佳的經濟情況：  
 

 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緩金額的家庭的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兒童 (第 3 個指標 )  
 二零零五年，生活在這些低收入家庭的 0 至 14 歲兒童的

人數為 26  000 人，佔該年齡組別人口的 2 .5%，少於二零

零四年的相應數字 27  000 人和 2 .6%，而跌幅均出現於 0
至 5 歲及 6 至 14 歲這兩個年齡組別。  

 
11 .  在 教 育 界 及 其 他 社 區 團 體 的 不 斷 努 力 下 ，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的問題有緩和跡象：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24 歲的待業待學青少年 (第 7 個指標 )  
 20 至 24 歲 的 待 業 待 學 青 少 年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有 11  400

名 ， 佔 該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2 .7% ， 數 字 與 二 零 零 四 年 相

同。不過， 15 至 19 歲待業待學青少年的人數及在該年齡

組 別 人 口 所 佔 比 例 ， 則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11  200 人 及

2 .5%，下降至二零零五年的 10  100 人及 2 .3%。  
 
顯示二零零五年表現參差的指標  
 
就業  
 
12 .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中 開 始 的 經 濟 復 蘇 ， 令 二 零 零 四 年 在 無

業家庭生活的人士數目大幅下跌。然而，這個改善步伐在二零零

五年卻有所放緩，而在某些年齡組別中，有關的數目及比例更見

回升。雖然就業情況好轉，但由於職位錯配問題、健康理由、需

要照顧家人或其他原因，對一些無業家庭來說，要他們至少有一

名成員重新就業，可能仍存　困難。  
 

 無業家庭的人士 (第 1 及第 9 個指標 )  
 整體而言，在二零零五年，共有 398  000 個 0 至 59 歲人

士 生 活 在 無 業 家 庭 ， 佔 這 個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7 .1%， 略 低

於二零零四年的 405  000 人及 7 .2%。  
 
 按 個 別 年 齡 組 別 分 析 ， 二 零 零 五 年 在 無 業 家 庭 生 活 的 6

至 14 歲及 20 至 59 歲人士的數目及比例都下跌，但在無

業家庭生活的 0 至 5 歲及 15 至 19 歲人士的數目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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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升。二零零五年，在 20 至 59 歲這個主要工作年齡

組別中，有 246  000 人 (佔 5 .9%)在無業家庭生活，較二零

零四年的 252  000 人 (佔 6 .1%)已略見減少。  
 

 “無業 ”並不一定代表 “貧窮 ”。事實上，大部分無業家庭之

戶 主 為 六 十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及 /或 為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士 。

他 們 或 依 靠 就 業 收 入 以 外 的 入 息 生 活 ， 例 如 貧 窮 家 庭 可

得 到 社 會 褔 利 援 助 ， 而 較 富 裕 的 可 以 有 資 產 收 入 。 我 們

估計在無業家庭生活的 0 至 59 歲人士當中，有三分之二

的 人 士 被 歸 類 為 在 每 月 家 庭 入 息 少 於 平 均 綜 緩 金 額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生 活 ， 而 其 餘 三 分 之 一 則 不 在 此 列 。 無 論 如

何 ， 這 些 無 業 人 士 經 濟 活 動 的 參 與 ， 除 了 提 供 收 入 外 ，

亦可作為兒童及青少年的良好行為榜樣。  
 
社會／家庭支援  
 
13 .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數 目 可 列 為 與 收 入 有 關 的 指 標 ， 因 為 他 們

是真正需要收入援助而正在接受這類援助的一群。因此，他們實

際上是得到以收入為主的社會支援。然而，綜援受助人的數目及

比例下降，不應被銓釋為社會減少對弱勢社群提供收入援助，反

而這可能表示有更多人能夠轉為自力更生。  
 

 綜援受助人 (第 4、 14、 15 及 16 個指標 )  
 綜援受助人的總數從二零零四年年底的 542  000 人，稍為

下跌至二零零五年年底的 540  000 人，而佔總人口的比例

亦由 7 .8%微跌至 7 .7%。  
 
 然而，按受助人年齡組別劃分的較詳細分析卻顯示， 0 至

5 歲兒童綜援受助人的數目佔該年齡組別人口的比例，由

二零零四年年底的 8 .2%上升至二零零五年年底的 8 .5%，

而 15 至 21 歲 兒 童 綜 援 受 助 人 亦 然 ， 從 7 .0% 上 升 至

7 .4%。  
 
 另一方面， 6 至 14 歲兒童綜援受助人、 15 至 59 歲健全

綜援受助人及 60 歲或以上長者綜援受助人，於各自年齡

組 別 人 口 的 比 例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均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輕微下跌，而因殘疾／健康欠佳而領取綜援的 15 至 59
歲 人 士 ， 其 相 應 比 例 則 維 持 不 變 。 長 者 綜 援 受 助 人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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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有 17 .2%的 60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和

19 .3%的 65 歲 或 以 上 人 士 領 取 綜 援 ， 這 兩 個 百 分 比 都 略

低於二零零四年年底的 17 .3%及 19 .4%。成年綜援受助人

所佔的比例，則低很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15 至 59 歲及領取綜援不足

一 年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數 目 ， 從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的

26  000 人，下降至二零零五年年底的 19  000 人（主要因

為 有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及 較 少 該 類 人 士 需 要 申 請 綜 援 ） ， 但

領 取 綜 援 超 過 一 年 的 健 全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數 目 ， 則 從

117  000 人進一步上升至 119  000 人。從較仔細的分析可

見 ， 領 取 綜 援 不 足 三 年 的 健 全 成 年 人 一 般 較 能 受 惠 於 近

期 的 經 濟 復 蘇 ， 以 重 投 勞 工 市 場 。 這 顯 示 及 早 使 失 業 綜

援 受 助 人 脫 離 福 利 安 全 網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第 14 個 指

標 )。  
 
以地區為本的貧窮指標在二零零五年的表現  
 
14 .  二 零 零 五 年 ， 大 多 數 地 區 的 貧 窮 指 標 都 有 所 改 善 ， 尤 其

是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比 率 (第 20 個 指 標 )和 失 業 率 (第 24 個 指 標 )方
面，在 18 區中有 15 區的情況都有改善。整體來說，低收入家庭

(不包括長者家庭 )的數目，由二零零四年的 273  000 個進一步下

降至二零零五年的 259  000 個，而佔家庭總數的比率則由 13 .7%
跌至 12 .8%。無業家庭和單親低收入家庭的數目和比率在同期間

亦下降 (第 19 及第 21 個指標 )。  
 
15 .  二零零五年，整體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維持在 10 ,000 元

(第 23 個指標 )，而整體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則因整體就業人數增

加，而進一步上升至 15 ,700 元 (第 22 個指標 )。在 18 區中，有七

區的就業收入呈現改善，而有 10 區的家庭入息增加。中西區、

東區和北區則在該兩個指標都有所改善。  
 
16 .  附 錄 I載 述 各 區 的 指 標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相 對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表現。二零零五年，東區在全部六個指標的表現都有所改善，深

水　和北區則在其中五個指標有所改善。另外，有 10 區 (包括油

尖 旺 、 葵 青 、 屯 門 和 大 埔 )在 四 個 指 標 獲 得 改 善 。 觀 塘 、 元 朗 、

離島和沙田的表現則較為遜色，前三個地區只有兩個指標轉好而

最後一個地區則只有一個指標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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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零零五年有三區在第 19 至 24 個

指 標 的 全 部 六 個 方 面 表 現 都 較 整 體 平 均 水 平 遜 色 ( 附 錄 I I ) 。 然

而，這較二零零四年有五區表現低於整體平均數的情況已有所改

善 。 深 水 　 和 觀 塘 是 二 零 零 五 年 脫 離 “六 個 指 標 都 低 於 整 體 平 均

數 ”行 列 的 兩 個 區 。 此 外 ， 北 區 的 情 況 也 值 得 留 意 。 雖 然 該 區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單 親 低 收 入 家 庭 比 率 較 高 ， 但 相 對 整 體 平 均 數 而

言，該區已不再面對較高的無業家庭比率、較低的每月就業收入

中位數和較高的失業率。不過，離島區的情況須予較密切監察，

因為該區再有三個與就業／入息有關的指標在二零零五年低於整

體平均數。此外，九龍城、沙田和西貢雖然在二零零五年各只有

一個指標低於整體平均數，但卻首度被列入該名單內。  
 
結語  
 
18 .  二 零 零 五 年 度 的 分 析 清 楚 顯 示 ， 經 濟 和 就 業 增 長 一 般 來

說對改善弱勢社群和低收入人士的福祉至為重要。經濟增長不僅

可直接幫助他們獲得工作和就業收入，也可為政府提供在教育、

醫療、福利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所需的資源。政府投放資源的其

中 一 個 主 要 目 的 ， 是 為 社 會 每 一 份 子 締 造 平 等 和 公 平 的 發 展 機

會。  
 
19 .  二零零五年度的分析顯示，在 18 個以人生不同階段為基

礎的貧窮指標中，大部分都有所改善，只有少數與無業家庭和綜

援受助人有關的指標在分組之內的表現參差。以地區為本的指標

方面，所有地區的情況或多或少在二零零五年都得到改善。在條

件較差的地區當中，以深水　和北區的改善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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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的貧窮指標比較  

 在 下 表 中 ， 個 別 地 區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表 現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理

想 的 指 標 以 “ ”號 表 示 。 陰 影 列 代 表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有 顯 著 改 善 的

地區。  
 
指標  19 20 21 22 23 24 

 
無業家庭

的比例  
低收入家

庭的比例

單親低  
收入家  

庭的比例

每月家  
庭入息  
中位數  

每月就  
業收入  
中位數  失業率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油尖旺        

深水　        

九龍城        

黃大仙        

觀塘        

葵青        

荃灣        

屯門        

元朗        

北區        

大埔        

沙田        

西貢        

離島        

 

 

    



 

附錄 II 

地區為本的指標與整體平均表現的比較  

 在 下 表 中 ， 個 別 地 區 較 二 零 零 五 年 整 體 平 均 表 現 遜 色 的

指 標 以 “ ”號 表 示 。 陰 影 列 代 表 全 部 六 個 指 標 都 低 於 平 均 表 現 水

平的地區。  
 
指標  19 20 21 22 23 24 

 
比例高於整體  
平均比例  

中位數低位  
整體中位數   

 
無業  
家庭  

低收入  
家庭  

單親  
家庭  

每月家  
庭入息  

每月就  
業收入  

失業率  
高於整體  

平均失業率

油尖旺        

深水　        

九龍城 (新 )       

黃大仙        

觀塘        

葵青        

屯門        

元朗        

北區        

大埔        

沙田 (新 )       

西貢 (新 )       

離島        

 

 

   



統計附件

第 I 部分 0至14歲及15至24歲兒童／青少年的指標

第 II 部分 15至59歲在職人士／成人的指標

第 III 部分 60歲或以上長者的指標

第 IV 部分 社區的指標

註

(1)

(2)

(3)

貧窮指標

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所編訂的各項指標並不涵蓋外籍家庭傭工。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及醫院管理局的數據均為每年平均數字，而社會
福利署有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數據則為期末數字。

第IV部分以地區為本的指標，是根據每年五月至八月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所得數據及規劃署按區議會分區編製的中期人口估計訂定的。



1. 無業家庭的0至5歲及6至14歲兒童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5  20 500  28 300  27 600  25 100  27 100
6-14  69 600  89 800  89 200  84 900  80 3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第 I 部分 : 0至14歲及15至24歲兒童／青少年的指標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無業家庭生活的兒童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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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的0至5歲及6至14歲兒童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5  57 500  58 800  58 800  52 000  51 600
6-14  204 800  208 100  191 300  177 100  152 9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
生活的兒童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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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的0至5歲及6至14歲兒童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5  2 500  3 200  2 700  2 900  2 700
6-14  22 100  26 300  22 800  24 500  23 1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單親及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
生活的兒童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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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至5歲和6至14歲的綜援受助人，以及15至21歲的兒童綜援受助人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5  18 200  22 300  25 300  26 200  24 900
6-14  70 800  84 400  93 600  95 600  91 800
15-21  26 300  33 000  39 500  44 300  46 400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按年齡組別劃分兒童綜援受助人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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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至19歲青少年的就學比率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80 400  274 200  268 900  284 600  293 4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16至19歲青少年的就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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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至24歲具專上教育程度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非學位  73 900  79 600  80 400  80 200  83 500
學位  125 400  120 500  121 600  133 900  138 9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至24歲具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士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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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至19歲及20至24歲的待業待學青少年*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5-19  11 100  11 200  11 400  11 200  10 100
20-24  9 100  9 500  10 100  11 400  11 400

註：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待業待學青少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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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指標來說，“待業待學青少年” 指15至24歲並非因 “在學”、“料理家務” 或 “健
康問題” 而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這個年齡組別的失業青少年並不包括在內。有

關待業待學青少年及失業青少年的詳細定義，可參閱扶貧委員會文件第26/2005號附

件II 第6段註腳(1)。



8. 在私人臨時房屋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0至5歲及6至14歲兒童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5  9 700  9 800  6 200  6 300  6 700
6-14  25 300  17 500  12 700  10 800  9 2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私人臨時房屋及
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兒童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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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無業家庭的15至19歲及20至59歲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5-19  31 700  39 600  44 300  42 500  44 400
20-59  176 100  229 000  261 500  252 300  246 4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第 II 部分 : 15至59歲在職人士／成人的指標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無業家庭生活的人士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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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的15至19歲及20至59歲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5-19  99 800  104 800  101 400  98 000  92 000
20-59  463 900  509 100  512 100  479 100  432 6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家庭生活的人士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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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5 至19歲、 20至24歲及 25至59歲失業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5-19  17 000  23 000  21 500  18 400  14 400
20-24  29 200  36 400  37 100  30 000  28 300
25-59  125 500  190 300  213 500  187 500  153 700

註：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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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指標所編製的失業人士數目及相應失業率涵蓋外籍家庭傭工，使其與一般公布的失業統計
數字一致。然而，外籍家庭傭工對這個指標的影響不大。



12. 失業6個月或以上及12個月或以上的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 6個月  39 300  73 700  85 100  83 100  61 100
≥ 12個月  19 700  38 700  46 000  50 400  36 600

註：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持續失業期間劃分的長期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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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指標所編製的長期失業人士數目及相應長期失業率涵蓋外籍家庭傭工，使其與
一般公布的失業統計數字一致。然而，外籍家庭傭工對這個指標的影響不大。



13. 每周工作35小時或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少於中位數50%的15至19歲、 20至24歲
及25至59歲受僱人士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15-19  12 900  11 000  12 800  14 600  12 100
20-24  17 100  13 800  19 300  21 500  18 700
25-59  148 500  122 200  144 500  145 200  130 3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年齡組別劃分每周工作35小時或以上而每月就業收入

少於中位數50%的受僱人士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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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領取綜援一年或不足一年及超過一年的健全成人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 1年  23 300  37 300  38 900  26 000  19 500
> 1年  63 100  79 200  101 100  116 700  118 900

註： (*)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按持續領取綜援期間劃分的健全綜援受助成人

0.5
0.8

0.8
0.5

0.4

2.42.4

2.1

1.7
1.4

0

1

2

3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一年或不足一年

超過一年 

百分率

不包括15至21歲領取兒童綜援金的人士，他們與其他領取兒童綜援金的人士同時列入
第四個指標。



15. 因永久傷殘/暫時傷殘/健康欠佳領取綜援的成人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35 900  40 300  44 800  48 400  50 700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不健全綜援受助成人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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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高齡綜援受助人*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60歲或以上  160 000  170 500  179 300  184 800  187 700
65歲或以上  140 000  149 000  156 500  161 400  164 500

註： (*)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第 III 部分 : 60歲或以上長者的指標

高齡綜援受助人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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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領取高齡健全人士綜援金、領取50% 或100% 殘疾綜援金或需人經常照顧長者綜援
金的長者。



17. 公立醫院及診所的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下的年長病人

在60歲或以上

年份 成功申請人數 人口所佔的比率

60歲或以上 2004/05  10 108 0.9%
2005/06  9 357 0.9%

65歲或以上 2004/05  8 854 1.1%
2005/06  8 164 1.0%

註： 二零零四年四月以前沒有資料。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18. 在私人臨時房屋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長者

人數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60歲或以上  40 100  34 600  28 800  27 700  23 600
65歲或以上  28 800  25 300  21 800  21 100  18 5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在私人臨時房屋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居住的長者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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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無業家庭*(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4 100  5 900  4 800  5 000  5 500 5.1 7.8 6.5 6.5 6.8
灣仔  2 200  3 600  3 900  3 600  3 500 4.4 7.5 8.1 7.6 7.0
東區  9 000  12 700  13 000  12 100  11 400 5.3 7.4 7.6 7.1 6.6
南區  3 900  4 000  5 600  4 900  3 700 5.1 5.2 7.3 6.3 4.9
油尖旺  9 100  9 900  11 500  9 800  9 500 10.6 11.2 13.5 10.3 10.2
深水埗  9 400  11 600  15 800  13 700  11 100 9.5 11.4 15.7 13.3 10.6
九龍城  7 500  10 400  11 000  8 200  9 900 7.3 10.2 10.7 8.2 9.5
黃大仙  8 800  13 000  13 200  12 500  13 000 7.6 10.8 10.8 10.5 10.8
觀塘  12 700  15 600  19 200  17 200  17 900 8.2 9.8 11.9 10.7 10.8
葵青  10 300  11 500  16 100  17 300  16 100 8.0 8.6 11.6 12.2 10.8
荃灣  5 000  6 800  5 500  6 600  6 500 6.3 8.8 6.8 7.9 7.7
屯門  9 700  15 000  16 500  15 600  14 300 7.0 10.4 10.8 10.2 9.4
元朗  11 000  16 500  22 200  18 400  21 700 8.7 11.5 14.8 12.1 13.4
北區  8 000  7 400  8 500  9 900  6 900 9.9 9.3 10.4 11.7 8.4
大埔  5 500  6 800  7 700  7 400  7 700 6.6 8.1 9.5 8.5 9.1
沙田  10 700  13 800  15 700  13 800  14 700 6.2 7.8 8.8 7.7 8.2
西貢  4 500  6 400  6 900  8 700  8 400 4.9 6.2 6.5 7.2 6.9
離島  2 200  3 700  2 700  3 200  4 300 8.5 12.5 8.3 8.2 10.9
合計  133 600  174 800  199 800  188 000  186 100 7.2 9.1 10.3 9.4 9.2

註： (*)  不包括只有60歲或以上成員的住戶。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第 IV 部分 : 社區的指標

在相應地區所有住戶*所佔的比率(%)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無業家庭*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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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6 800  8 400  6 000  5 400  5 400 8.4 11.2 8.1 7.0 6.7
灣仔  3 800  5 000  5 500  4 000  3 200 7.5 10.2 11.3 8.5 6.5
東區  17 500  19 100  18 900  16 800  16 200 10.3 11.1 11.0 9.9 9.4
南區  7 400  9 900  8 200  8 500  6 800 9.8 13.0 10.7 10.9 8.9
油尖旺  14 700  16 000  16 500  11 600  10 800 17.1 18.1 19.4 12.2 11.7
深水埗  18 200  21 300  19 300  16 600  13 300 18.4 20.9 19.2 16.0 12.8
九龍城  11 600  13 500  13 900  10 000  9 000 11.2 13.2 13.5 9.9 8.6
黃大仙  17 000  20 900  22 100  18 300  17 000 14.7 17.4 18.1 15.3 14.1
觀塘  25 600  25 100  29 700  22 600  24 600 16.5 15.8 18.5 14.0 14.8
葵青  21 600  21 000  24 900  22 900  22 000 16.8 15.7 18.0 16.1 14.8
荃灣  8 600  10 600  9 700  9 000  8 900 11.0 13.7 11.8 10.8 10.6
屯門  23 500  28 800  29 500  29 000  24 500 17.0 19.9 19.4 18.9 16.0
元朗  24 200  32 800  36 000  30 200  30 900 19.2 22.9 24.1 19.8 19.1
北區  14 800  14 700  16 300  14 700  12 500 18.4 18.3 20.1 17.4 15.2
大埔  11 300  14 400  14 300  13 800  13 100 13.7 17.1 17.5 15.9 15.5
沙田  22 500  24 900  26 100  21 400  21 700 13.0 14.0 14.6 11.9 12.1
西貢  11 400  13 200  15 500  13 300  13 200 12.4 12.8 14.5 11.0 10.8
離島  3 900  5 300  4 300  5 400  5 600 15.1 17.9 13.2 13.8 14.1
合計  264 500  305 000  316 900  273 300  258 900 14.2 15.9 16.3 13.7 12.8

註： (*)  不包括只有60歲或以上成員的住戶。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在相應地區所有住戶*所佔的比率(%)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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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單親家庭(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 * * * * * * * * *
灣仔 * * * * * * * * * *
東區  1 300  1 500  1 000  1 200 * 0.7 0.8 0.5 0.6 *
南區 * * * * * * * * * *
油尖旺 *  1 600 * *  1 000 * 1.6 * * 0.9
深水埗 *  1 900  1 600  2 000  1 400 * 1.6 1.3 1.6 1.1
九龍城 *  1 500 *  1 300 * * 1.3 * 1.1 *
黃大仙  1 600  2 100  2 300  1 400  1 100 1.2 1.5 1.6 1.0 0.8
觀塘  2 100  2 000  2 500  2 700  1 900 1.2 1.1 1.3 1.4 1.0
葵青  2 300  1 200  2 200  2 800  2 800 1.7 0.8 1.4 1.7 1.7
荃灣 * * * * * * * * * *
屯門  2 600  2 900  2 600  2 900  2 400 1.7 1.9 1.6 1.8 1.4
元朗  2 100  3 500  2 900  3 500  3 900 1.5 2.3 1.7 2.0 2.2
北區  1 100  1 400  1 500 *  1 700 1.2 1.6 1.6 * 1.8
大埔  1 500  1 600  2 000  1 800  1 400 1.7 1.7 2.2 1.9 1.5
沙田  2 000  2 500  2 600  2 300  2 700 1.1 1.3 1.4 1.2 1.4
西貢 * *  1 100  1 000  1 600 * * 1.0 0.8 1.3
離島 * * * * * * * * * *
合計  22 400  27 100  25 600  26 200  25 900 1.1 1.3 1.2 1.2 1.1

註： (*)  有關數字乃基於很少樣本而編製，其精確度較低，故不予發表。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在相應地區所有住戶所佔的比率(%)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單親家庭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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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24,000 22,000 22,000 23,000 24,500
灣仔 23,900 22,000 22,000 20,800 24,600
東區 21,300 19,800 19,700 19,500 20,000
南區 21,000 20,000 19,000 19,500 18,900
油尖旺 14,700 13,500 11,300 15,000 15,000
深水埗 13,300 12,500 11,000 11,500 12,000
九龍城 19,000 18,200 16,000 17,000 18,500
黃大仙 15,500 14,000 13,000 13,100 13,700
觀塘 15,000 15,000 12,500 13,100 12,900
葵青 15,000 14,900 13,000 13,400 14,000
荃灣 20,000 19,000 20,000 17,100 18,400
屯門 16,500 14,000 14,600 14,000 14,000
元朗 15,000 13,500 12,500 13,000 13,000
北區 15,000 15,000 13,700 14,000 15,000
大埔 18,000 17,000 15,000 15,500 15,500
沙田 19,900 19,000 18,000 18,000 18,000
西貢 20,000 20,000 19,000 19,500 19,600
離島 18,000 15,900 15,000 16,000 15,000
合計 17,500 16,000 15,000 15,300 15,7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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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15,000 15,000 13,000 14,000 15,000
灣仔 15,000 14,000 15,000 15,000 15,000
東區 12,000 11,000 12,000 11,000 12,000
南區 11,000 11,000 10,300 10,000 10,000
油尖旺 10,000 10,000 9,500 9,900 10,000
深水埗 10,000 9,500 9,000 9,000 9,000
九龍城 12,000 12,000 11,300 12,000 12,000
黃大仙 10,000 9,800 9,000 9,000 9,000
觀塘 10,000 10,000 9,000 9,000 9,000
葵青 10,000 9,500 8,500 9,000 9,000
荃灣 12,000 12,000 11,500 11,000 11,000
屯門 10,000 10,000 9,500 9,000 9,000
元朗 10,000 10,000 9,800 9,000 9,500
北區 10,500 10,000 10,000 9,000 10,000
大埔 11,000 10,000 9,800 9,700 10,000
沙田 11,000 11,000 10,500 10,800 10,300
西貢 12,000 12,000 11,300 11,000 11,000
離島 12,000 11,000 10,000 10,000 11,000
合計 10,5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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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失業人士(按地區劃分)

地區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中西區  3 300  6 900  6 000  5 300  5 300 2.3 5.0 4.4 4.0 3.8
灣仔  2 400  2 900  4 300  2 800  3 200 2.5 3.2 5.2 3.2 3.7
東區  11 300  16 200  18 800  16 000  13 300 3.4 5.0 6.0 5.1 4.2
南區  5 600  8 600  9 500  6 800  5 500 3.8 5.8 6.6 4.5 3.7
油尖旺  7 500  11 900  14 000  10 300  7 800 5.1 7.9 9.8 6.3 4.8
深水埗  12 800  16 900  17 300  15 000  12 600 7.4 9.4 10.3 8.4 6.7
九龍城  8 100  12 900  13 100  10 200  8 200 4.3 6.7 6.9 5.5 4.2
黃大仙  11 300  22 500  19 200  16 600  17 600 5.4 10.4 9.1 7.9 8.2
觀塘  14 800  25 400  27 300  22 300  22 100 5.3 9.1 9.7 8.0 7.6
葵青  15 400  25 900  30 500  24 300  18 500 6.4 10.0 11.9 9.5 7.2
荃灣  6 700  8 700  10 900  8 500  6 900 4.7 6.2 7.3 5.7 4.7
屯門  15 400  21 300  28 600  22 800  16 500 6.0 8.3 10.6 8.4 6.2
元朗  13 000  24 500  31 100  22 200  22 600 5.8 9.9 12.3 8.4 8.5
北區  7 000  13 600  15 900  12 900  8 700 4.9 9.4 10.5 8.7 6.0
大埔  7 500  13 800  16 100  12 500  9 100 4.9 8.8 10.3 7.8 6.1
沙田  13 700  23 800  27 800  23 000  18 300 4.3 7.1 8.3 6.9 5.6
西貢  6 900  12 300  14 700  13 700  13 500 3.9 6.3 7.5 6.3 6.0
離島  3 500  3 700  3 800  4 000  4 000 7.7 7.6 7.1 6.5 6.1
合計  166 100  271 900  308 900  248 900  213 900 4.9 7.8 8.8 7.0 6.0

註： (*)  指五月至八月不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按地區劃分的失業率* (%)

二零零五年按地區劃分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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