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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影響2019年貧窮數據
的主要因素



1. 宏觀經濟情況：2019年，本港經濟陷入衰退，勞
工市場於下半年明顯轉弱，基層家庭首當其衝，
工資及住戶收入顯著受壓

2. 結構性因素：人口加速高齡化、住戶持續小型
化，續對貧窮數據帶來推升壓力

3. 政府扶貧力度：政府過去多年投放在扶貧助弱的
資源不斷增加，在經濟下行時可繼續發揮降低貧
窮率的作用。有見經濟環境急速轉弱，政府亦及
時推出多項一次性措施紓解民困
但須留意貧窮線主體分析框架有其掣肘，只考慮恆常現金項目
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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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2019年貧窮數據的三大主要因素 -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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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觀經濟情況：受本地社會事件及中美貿易摩擦雙重打擊，本港
經濟自2009年環球金融危機以來首次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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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季刊。

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2009-2019年香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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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衰退，第三季及第四季分
別按年收縮2.8%及3.0%，
全年合計收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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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觀經濟情況(續) ：在此背景下，勞工市場下半年明顯轉弱，失
業率回升，就業人數亦見下滑，當中涉及大量較低技術職位的消費
及旅遊相關行業受到沉重打擊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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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觀經濟情況(續) ：勞動人口參與率亦見明顯下跌，相信部分
人士因為經濟環境欠佳以及職位有所流失下而選擇離開勞工市場

(%) 2018 2019 年度轉變
(百分點)

15-29 58.5 58.6 +0.1

30-39 83.9 83.5 -0.4

40-49 81.3 80.2 -1.1

50-54 78.3 77.3 -1.0

55-59 67.6 67.6 -

60-64 47.0 47.0 -

65+ 11.7 12.4 +0.7

整體 59.2 58.5 -0.7

2018-2019年按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註： 數字不包括外傭。
(-)增減在±0.05百分點之內。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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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觀經濟情況(續) ：勞工需求縮減，就業收入增長出現明顯放緩；加上住
戶平均工作人數有所下降，住戶收入亦受壓，基層所受打擊尤其嚴重

8

註： 數字不包括外傭。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消費物價指數月報及勞工收入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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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性因素：人口高齡化及住戶小型化的趨勢越見明顯，沒有就業收入的
長者人數大幅增加，對收入貧窮數據構成持續且日益加大的推升壓力

(b) 整體住戶平均人數(a)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人口數字

1 116 1 090 1 066 1 048 1 017 1 002 1 011 1 000 1 011 1 012 1 019

4 600 4 651 4 700 4 736 4 739 4 749 4 746 4 728 4 713 4 709 4 710

817 836 858 892 931 974 1 021 1 067 1 116 1 164 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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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人口數字指家庭住戶內人口，不包括外傭及住院人口。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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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資料來源：

金額少於50元，相關的統計數字不予公布。

方括號內數字為圖中所有政策介入估算金額之總和。

貧窮數字為政策介入前的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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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4,100元為恆常現金，另外3,200元為非恆常現金及非現金福利，但該
3,200元並不計算在主體分析框架的扶貧成效內。至於全民受惠而無入息/資
產審查的非現金政策，並不納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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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投放於改善民生的資源持續增長：2019年，每戶貧窮住戶的
平均每月估算受惠金額達7,300元，為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事實上，受惠於
關愛共享計劃發
放的最高一次性
$4,000，2019年貧
窮住戶的平均非
恆常現金福利受
惠金額大幅上升

2009-2019年估算每戶平均受惠金額，按政策項目類別劃分

有關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及不計算在主體分析框架的措施，詳見第30-31頁。

金額少於50元，相關的統計數
字不予公布。
方括號內數字為圖中所有政策
介入估算金額之總和。
貧窮數字為政策介入前(純理論
假設)的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

[ ]

十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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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19年主要貧窮情況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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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至五人住戶貧窮線升幅為十年來最低：介乎1.1%至2.8%

• 二人住戶的貧窮線維持不變：結束九年的連續升勢

12

2019年「貧窮線」門檻：升幅大多放緩或大致持平

2009-2019 年貧窮線，按住戶人數劃分



考慮不同政策範疇下的住戶收入 貧窮住戶 貧窮人口 貧窮率

所有選定項目後
(恆常+非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補充參考)

28.7萬
(27.6萬)

64.2萬
(63.8萬)

9.2%

(9.3%)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主體分析框架)

47.4萬
(43.5萬)

109.8萬
(102.4萬)

15.8%

(14.9%)

政策介入前
(純理論假設)

64.9萬
(61.3萬)

149.1萬
(140.6萬)

21.4%

(20.4%)

恆常現金的扶貧成效
17.5萬

(17.8萬)

39.3萬
(38.2萬)

5.6 百分點
(5.5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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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為109.8萬人，貧窮率15.8% (相比2018年升0.9個百分點)

 相比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貧窮人口149.1萬人，貧窮率21.4% (升1.0個百分點)

 恆常現金政策令約39萬人脫貧，貧窮率減幅為5.6個百分點

• 若同時計及非恆常現金及非現金褔利（即所有選定項目後）的全方位效應，2019年貧窮
人口額外減少約46萬人至64.2萬人，貧窮率進一步降低6.6個百分點至9.2%

2019年，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後的貧窮率較2018年略為下降，反映政府推出的
非恆常現金措施有助紓緩經濟衰退對基層家庭的衝擊；根據只考慮恆常現金
政策的主體分析框架，整體貧窮情況則顯著轉差

註： (  ) 括號內為2018年的相應數據。
恆常現金項目包括綜援、公共福利金、職津等；非恆常現金項目包括稅務及差餉寬減、關愛共享計劃、發放額外兩個月社會
保障金額等；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項目包括公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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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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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住戶（'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582 594 613 649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420 435 474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253 246 194 216 233 250 250 284 287 276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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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計及所有選定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後，貧窮率的走勢較受政府的一
次性措施所影響

有關進一步計及非恆常現金及/或非現金福利的補充貧窮數字，詳見第33-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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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長者
生活津貼 推出低津#

優化長者生活津貼
及職津^

註： (#) 即「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             即「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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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分析框架下，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連續三年上升，為貧窮數據公布
以來的新高：2019年，39萬人得以脫貧，貧窮率減幅為5.6個百分點；較2018

年高0.1個百分點，與十年前比較更增加1.0個百分點

2009-2019年恆常現金項目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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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長者生活津貼扶貧成效有所增強；綜援的扶貧成效續因為受助人數持續減少而
繼續減弱。另外，主要受惠於一次性的關愛共享計劃及發放額外兩個月的社會保障金
額/職津/交津，非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由2018年僅0.9個百分點，大幅上升至2019年
的2.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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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考慮恆常現金政策介入，貧窮率升幅見於各年齡層及大部分選定社
會經濟組別：大致反映宏觀經濟及就業環境轉差下，基層住戶收入受
到拖累，明顯影響到其生計

貧窮率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

2019相比2018的
年度轉變 (百分點)2018 2019

整體 14.9 15.8 +0.9

18歲以下兒童 16.8 17.8 +1.0

18-64歲人士 10.5 11.2 +0.7

65歲及以上長者 30.9 32.0 +1.1

經濟住戶組別
在職住戶 8.0 8.4 +0.4

失業住戶 70.5 70.8 +0.3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59.8 61.9 +2.1

社會住戶組別
綜援住戶 45.9 48.0 +2.1

長者住戶 48.9 50.6 +1.7

單親住戶 35.0 34.9 -0.1

青年住戶 7.9 5.5 -2.4

有兒童住戶 15.1 16.1 +1.0

新移民住戶 27.5 26.8 -0.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有關選定群組貧窮情況的進一步分析，詳見第38-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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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2019年在職貧窮情況



在職住戶

26 200 人

35.7%

失業住戶

4 200 人

5.7%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43 100 人

58.6%

貧窮數字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資料來源：

新增貧窮人口：73 500 人

2019年新增貧窮人口中，有逾三成半來自在職住戶…

19

2019年新增貧窮人口，按住戶經濟特徵劃分



-5.4

-2.0

+5.5

+6.5

+21.2

+23.7

+4.2

+26.2

+43.1

+73.5

-4.9

+0.6

-0.8

-11.2

+12.1

-11.1

-0.2

-8.3

+18.9

+10.4

- 20 -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新移民住戶

青年住戶

單親住戶

綜援住戶

長者住戶

有兒童住戶

失業住戶

在職住戶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整體

貧窮人口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000)

2014至2018年五年間平均每年變動 2019年變動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相較過去幾年貧窮人口升幅主要集中於非從事經濟活動住
戶，而居於在職住戶的貧窮人口錄得下跌，情況明顯不同

20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的變動，按選定社會經濟群組劃分



-2.5

6.8

4.8

1.7

3.1
2.8

2.4
2.2

3.8

2.8

-1.2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4

-2

0

2

4

6

8

(a) 經濟增長

26.8

12.6

10

11

12

13

14

15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只有一名在職成員的住戶 (左標線)

所有在職住戶 (右標線)

(%) (%)

0 0

(%)

(b)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貧窮率

註： 為更準確分析經濟周期對在職住戶貧窮情況的影響，本圖使用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貧窮數字，以撇除政府政策介入的影響。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本地生產總值季刊及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事實上，在職住戶的貧窮情況較受經濟周期所影響：2019年本地經濟
自2009年以來首次陷入衰退，在職住戶的貧窮率亦同見明顯上升

21



只有一名在職成員的在職住戶佔比上升，和2019年全年整體就業人
數減少的觀察相吻合。住戶中在職人數減少，甚至只剩一人獨力支
撐生計，家庭負擔旋即加重，加深其貧窮風險

22

有兩名、三名及以上
在職人士的家庭，
2019年的貧窮情況仍
維持平穩

25.8

4.9

0.9

26.8

4.9

0.8

0

5

10

15

20

25

30

一名 兩名 三名及以上

2018年

2019年

貧窮率（%）

住戶的在職成員數目

(b) 貧窮率，按住戶在職成員數目劃分

45.8

40.1

14.1

47.4

39.2

13.4

0

10

20

30

40

50

60

一名 兩名 三名及以上

2018年

2019年

住戶佔比（%）

[1.7]

[-1.0]

[-0.7]

住戶的在職成員數目

(a) 在職住戶當中各在職成員數目的住戶的佔比

方括號內為住戶佔比的變幅百分點，以未經進位數字計算。

為更準確分析經濟周期對在職住戶貧窮情況的影響，本圖使用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貧窮數字，以撇除政府
政策介入的影響。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 ]

資料來源：



一人

2 600 戶

18.0%二人

1 900 戶

13.3%

三人

2 600 戶

17.9%

四人及以上

7 200 戶

50.8%

貧窮數字為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資料來源：

新增在職貧窮住戶數目：14 300 戶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新增的在職貧窮住戶有過半來自四人及以
上住戶，大部分為有兒童住戶，這亦側面解釋了在職貧窮和兒童貧
窮在2019年同步轉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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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增在職貧窮住戶，按住戶人數劃分



0.05 0.06 0.09
0.06 0.12 0.14

-0.35 -0.24

0.68

-0.3 -0.1 +0.9

-0.6

-0.4

-0.2

0.0

0.2

0.4

0.6

0.8

1.0

1.2

2009-2012 2012-2018 2018-2019

4.4
2.8

-1.2-2
0
2
4
6

百分率(%) 本地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實質變幅

(百分點)

人口高齡化

住戶小型化

政策介入後貧窮率變幅
（每年平均）
當中：

其他因素，包括經濟

及勞工市場表現、政

府扶貧工作的成效等

結構性因素

0

24

總括而言，經濟陷入衰退是2019年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明顯上
升的主因之一；同時，人口高齡化等結構性因素亦持續施加推升壓力

註： 貧窮率的每年平均變動以四捨五入後的數字計算，而貧窮率解構的各項因素則以未經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因此加總可能會和總數略有出入。
貧窮數字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及本地生產總值季刊。



IV.主要觀察

1. 2019年經濟雖然陷入衰退，但計及所有選定政策介入項目的全
方位效應後，整體貧窮情況仍可維持大致平穩

• 計及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及非現金措施（如公屋）的全方位效應後，
2019年的貧窮率略為下跌0.1個百分點，反映這些措施合計有助紓緩經濟衰
退對貧窮家庭的衝擊

2. 不過由於貧窮線框架的掣肘，用於主體分析的恆常現金政策介入
後的貧窮數據則見顯著轉差

• 雖然恆常現金政策的扶貧成效連續三年上升，亦是編製貧窮數據以來的新
高，但並不足以完全抵銷經濟、社會及人口結構轉變等多項因素的負面影
響

•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數據轉差的情況亦見於大部分按不同特徵劃分的
群組，當中在職住戶貧窮情況轉差，反映經濟因素的影響非常顯著，連帶
兒童貧窮情況亦有所惡化

25



IV.展望
• 受新冠病毒疫情打擊，2020年環球及香港經濟均陷入前所未見的衰退狀

況，並面對異常高的不確定性。勞工市場情況明顯惡化，對基層員工的生
計及其家庭而言是雪上加霜。

• 政府已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希望能多方面地支援有需要人士，讓他們能
渡過經濟衰退及疫情所帶來的衝擊。重點措施包括：
 《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多項合共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如

10,000元現金發放計劃)；
 合共1,623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

• 受制於「貧窮線」主體框架只計及恆常現金政策項目的掣肘，上述措施縱
使規模龐大，及對支持香港經濟和減輕市民經濟壓力發揮了一定作用，但
這些措施的成效未必可完全在主體貧窮數據中反映。

• 此外，行政長官於《2020年施政報告》中宣告將於2021年年中推出試行計
劃，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約90 000個合資格住戶提供現金津貼，亦承諾會
在三年內提供15 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不過，大部分這些措施的成效亦因
同樣的掣肘，技術上不會反映在主體分析框架下的貧窮數據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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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貧窮情況主要分析 –

補充資料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 政府統計處



補充資料 - 大綱

(i) 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及不計算在
主體分析框架的措施

(ii) 進一步計及非恆常現金及/或非現金福利的
補充貧窮數字

(iii)選定群組貧窮情況的進一步分析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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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
及不計算在主體分析框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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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放於改善民生的資源持續增長

2009/10-2020/21 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

190 174 185 187 184 195 200 212 206 199 205 220

123 113 121 132 142

261 232
266

204 202 219 242 

210 234 
261 

292 306 

334 386 

454 

17.8

16.8 16.6 16.3

18.2
17.8 18.0

18.4
18.1

19.7

18.6
19.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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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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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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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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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000

1,200

1,400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2020/21

其他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左標線）
長者生活津貼經常開支（左標線）
綜援經常開支（左標線）
社會福利佔政府經常開支百分比（右標線）

（億元） 百分比（%）

00

推出長者
生活津貼

推出低津、
改善長者
申領綜援
安排

放寬長者
生活津貼
資產上限

實施高額
長者生活
津貼及
職津

[394] [376] [403] [428]

[516] [543] [583]
[635] [653]

[795]

註： （*）2018/19年度及之前為實際數字，2019/20年度為修訂預算數字，2020/21年度為預算數字。

[ ] 方括號內數字為合計的社會福利經常開支。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項目的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823]

[939]

改善綜援及
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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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主體分析框架只計入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扶貧成效，並未反映其他政策
的成效，包括一次性紓困措施、公屋福利，以及全民受惠的非現金福利（如
長者醫療券及$2乘車優惠）

貧窮線是有效的分析工具，但亦存在一些掣肘

部分措施只作補充參考，
扶貧成效不反映於主體貧窮數字

不設經濟審查及全民受惠的非現金福
利，不被納入在貧窮線分析框架中

非恆常現金

向領取社會保障人士
發放的額外金額

寬減薪俸稅、
個人入息稅及差餉

關愛共享計劃（4,000元計劃）

設經濟審查的
非現金福利

關愛基金 –
長者牙科服務
資助項目

公共租住房屋（公屋）

長者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

幼稚園教育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及
支援計劃

$2乘車優惠長者醫療券

在校午膳津貼

關愛基金-增加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課餘託管服務

免費中小學教育及高等教育資助

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
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

公共醫療服務 ……

…

10,000元現金發放計劃



32

(ii)進一步計及非恆常現金

及/或非現金福利的補充貧窮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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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所有選定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為9.2%，較2018年低0.1個百分點

貧窮住戶 貧窮人口 貧窮率

政策介入後
(恆常+非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28.7萬
(27.6萬)

64.2萬
(63.8萬)

9.2%

(9.3%)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47.4萬
(43.5萬)

109.8萬
(102.4萬)

15.8%

(14.9%)

政策介入前
(純理論假設)

64.9萬
(61.3萬)

149.1萬
(140.6萬)

21.4%

(20.4%)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

39.9萬
(38.5萬)

91.0萬
(91.3萬)

13.1%

(13.3%)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34.0萬
(31.6萬)

77.8萬
(73.0萬)

11.2%

(10.6%)

註： (  ) 括號內為2018年的相應數據。

2019年計及恆常、非恆常現金及/或非現金項目的貧窮住戶、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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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9.7 11.5

32.0

15.8

9.3
6.5 5.2 6.8

19.7

9.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8歲以下兒童 18至64歲人士 18至29歲青年 30至64歲人士 65歲及以上長者 整體

恆常現金 所有選定項目

貧窮率 （%）

:

18至29歲青年 30至64歲人士
當中:

48.0 50.6

34.9
26.8

16.1
5.5

70.8
61.9

8.4
15.0

30.9

15.1 14.6
8.4 4.2

55.3

40.4

4.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綜援住戶 長者住戶 單親住戶 新移民住戶 有兒童住戶 青年住戶 失業住戶 非從事經濟

活動住戶

在職住戶

社會特徵 經濟特徵

貧窮率 （%）

(a) 按年齡劃分

(b) 按社會經濟群組劃分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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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所有選定項目後所有選定年齡及社會經濟群組的貧窮率均見進一步改善

2019年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及所有選定項目）貧窮率，按選定群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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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計及恆常現金及非恆常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非恆常現金措施的扶貧成效顯著：估算成效遠較2018年為高，主要由
於關愛共享計劃最高發放的$4,000。因此，貧窮率不升反跌，由2018

年的13.3%下跌至2019年的13.1%。

1 348 1 322 1 295 1 312 1 336 1 325 1 345 1 352 1 377
1 406 1 491

1 043 1 031 1 005 1 018 972 962 971 996 1 009 1 024
1 098

937 910 

720 
805 

847 892 873 
934 952 913 91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20.6%) (19.6%)

貧窮人口（'000）

(16.0%)(15.7%)(15.2%)

(14.3%)

(19.6%)

(15.2%)

(13.8%)

(10.9%)
(12.0%)

(19.9%)

(12.6%)

(14.5%)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政策介入後

（恆常＋非恆常現金）

註： （）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非恆常現金項目包括薪俸稅及差餉寬減、關愛共享計劃、發放額外兩個月社會福利金額／職津／交津、電費補貼及
關愛基金下的現金項目等。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13.2%)

(14.3%)

(19.6%) (19.7%)

(14.3%)

(12.8%)

(20.1%)

(14.7%)

(13.7%)

「6,000元計劃」

兩個月

額外津貼

(20.4%)

(14.7%)

(13.9%)

(19.9%)

(14.9%)

(13.3%)(13.1%)

(15.8%)

(21.4%)

關愛共

享計劃

兩個月

額外津貼

政策介入前

（純理論假設）

貧窮住戶（'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582 594 613 649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420 435 474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 361 354 281 312 333 355 354 387 397 38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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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金福利的扶貧成效較2018年高：2019年額外令約32萬人脫貧，貧
窮率減少4.6個百分點至11.2%，貧窮率減幅較2018年高0.3個百分點

2009-2019年計及恆常現金項目及非現金福利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1 348 1 322 1 295 1 312 1 336 1 325 1 345 1 352 1 377
1 406

1 491

1 043 1 031 1 005 1 018 972 962 971 996 1 009 1 024
1 098

726 699 675 674 656 648 669
709 721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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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策介入前

（純理論假設）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非現金福利）

(20.1%)(20.6%)
(19.6%)

貧窮人口（'000）

(16.0%) (15.7%) (15.2%)

(11.1%)

註： （）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須經濟審查的非現金福利項目包括公屋、在校午膳津貼、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及
關愛基金下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19.6%)

(15.2%)

(10.6%) (10.2%) (10.1%)

(19.9%)

(14.5%)

(9.8%)

(14.3%)

(19.7%)

(9.8%)

(19.6%)

(14.3%)

(9.6%)

(19.9%)

(14.7%)

(10.4%)

(20.1%)

(14.7%)

(10.5%)

(14.9%)

(20.4%)

(10.6%)
(11.2%)

(15.8%)

(21.4%)

貧窮住戶（'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582 594 613 649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420 435 474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非現金福利） 284 278 271 272 269 271 281 304 308 316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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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選定群組貧窮情況的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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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濟特徵劃分：勞工市場明顯轉弱，在職住戶的貧窮率上升0.4個百分點至8.4%的
近年新高。而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貧窮率亦大幅上升2.1個百分點至61.9%，除反映
人口高齡化，相信部分人士亦因經濟環境持續欠佳而選擇離開勞工市場，令非從事
經濟活動貧窮住戶數目及人口均有所增加

2019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按經濟特徵劃分

757.7

55.9

677.1

1 490.7

501.9

50.3

545.7

1 097.8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1 200

 1 400

 1 600

 1 800

在職住戶 失業住戶 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整體住戶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000）

註： (   )
資料來源：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76.8)

(78.8)

(12.6)

(21.4)

(15.8)

(61.9)

(70.8)

(8.4)

政策介入後：
相比2018年的變化
貧窮人口（'000） +26.2 +4.2 +43.1 +73.5

貧窮率（百分點） +0.4 +0.3 +2.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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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按社會特徵劃分

按社會特徵劃分：不少社會特徵組別的貧窮率亦錄得上升（綜援、長者及有兒童住戶），
但另一方面單親住戶及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率下跌，大致反映恆常現金項目對他們的扶貧成
效明顯增強；青年住戶的貧窮率下跌，則或與當中成員的在職比率上升有關

311.3

362.1

107.9

5.5

595.3

84.3

156.1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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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23.4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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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住戶 長者住戶 單親住戶 青年住戶 有兒童住戶 新移民住戶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000）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95.7)

(69.9)

(35.1)

(22.6)

(7.2)

(49.7)
(26.8)

(16.1)

(5.5)

(34.9)

(50.6)

(48.0)

註： ( )

資料來源：

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率。

政策介入後：
相比2018年的變化
貧窮人口（'000） +6.5 +21.2 +5.5 -2.0 +23.7 -5.4

貧窮率（百分點） +2.1 +1.7 -0.1 -2.4 +1.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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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2019年，兒童貧窮率回升1.0個百分點至17.8%，是2015年以來的高位。新增
的貧窮兒童大多來自較大型的在職家庭，相信和就業情況轉差下在職貧窮
住戶顯著增加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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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兒童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政策介入對兒童的扶貧成效仍見增強，2019年降低貧窮率7.1個百分點，較2018年
上升0.6個百分點。受惠於2019/20學年起推出的$2,500學生津貼，教育津貼的成效
升0.3個百分點至1.2個百分點；職津的成效亦上升0.2個百分點至2.0個百分點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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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受惠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住戶內的18歲以下兒童。

數字少於500人。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長者生活
津貼

綜援 傷殘津貼教育津貼低津/職津 所有恆常
現金政策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高齡津貼

兒童貧窮率減幅（右標線）

2018 2019

脫貧兒童人口（左標線）

2018 2019

註： (*)

(@)

資料來源：

41

2018-2019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兒童*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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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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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長者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長者貧窮人口及貧窮率續升：人口高齡化的趨勢持續，退休長者日益增
加，長者的收入貧窮指標繼續面對上升壓力；加上申領綜援的長者佔比下
降，整體扶貧成效略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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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 傷殘津貼 教育津貼低津/職津 所有恆常
現金政策

指受惠選定恆常現金項目的住戶內的65歲及以上長者。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

資料來源：

高齡津貼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長者貧窮率減幅（右標線）

2018 2019

脫貧長者人口（左標線）

2018 2019

2018-2019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對長者*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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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框架下的長者扶貧成效受壓：長者生活津貼雖然令10萬3千名長者脫
貧，減低長者貧窮率達8.4個百分點，成效較2018年高0.2個百分點，但這被綜
援的扶貧成效進一步減弱所抵銷



2014至2019年期間，整體及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的貧窮長者，申領綜援的比例持續
下跌，受惠長者生活津貼及沒有領取社會福利金的比例則有所上升

註： (*) 整體長者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比例為38.0%。
截至2019年12月底申領社會保障計劃的長者數字。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註： (*)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貧窮長者領取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的比例為45.2%。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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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至69 歲

111 300人

(28.5%)

70歲及以上

279 800人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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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貧窮長者

括號內數字為佔整體貧窮長者的比例。

方括號內數字為貧窮率。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註： ( )

[ ]

資料來源：

(a) 政策介入後貧窮長者

[35.1%]

[26.3%]

整體貧窮長者數目：391 200人

150 700人 398 000人

按年齡劃分，政策介入後的65至69歲貧窮長者的貧窮率為26.3%，70歲及以
上的則為35.1%。這大致反映後者退休比例較高，亦較多為獨老或只與其他
退休長者同住，相信當中一部分較為依靠政府現金支援為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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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中，約三分一為「收入貧窮、但有一定價值的物業」長者，
佔整體貧窮長者約三成

註：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

括號內數字為相關長者在所有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中所佔比例。
方括號內數字為相關長者佔居於「目標住戶」的貧窮長者的比例。
包括居於沒有按揭的資助自置居所房屋及自置私樓。
包括居於有按揭的資助自置居所房屋及自置私樓。
亦包括主要為免租及居所由僱主提供的其他住戶。
參考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安老按揭計劃」的申請資格，聚焦非綜援貧窮住戶中，居於沒有按揭及借貸的自置居
所而所有成員皆為55歲及以上的住戶。若居於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則所有成員皆為60歲及以上。
貧窮數字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數字。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數目
348 100人

居於沒有按揭的
自置居所#

201 000人
(57.8%)

居於有按揭的

自置居所##

12 000人
(3.4%)

居於公屋
108 000人
(31.0%)

私樓租戶^
27 000人

(7.8%)

「收入貧窮、但有
一定價值的物業」

112 000人
(32.2%) / [71.2%]

居於「目標住戶」*

157 300人
(45.2%)

其他
43 800人
(12.6%)

其他
45 300人

(13.0%) / [28.8%]

2019年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按住屋類型及是否有一定價值的物業劃分



47

• 貧窮長者住戶每月平均接受代繳金額為
3,600元，其中有約四分之一住戶的受助
金額等值超過4,600元

• 較普遍的代繳支出項目為水、電和煤氣費
（68%）、電話費（65%），以及差餉及
地租（54%）

• 近三成有接受代繳外籍家庭傭工（外傭）
的薪酬，當中近七成為獨老住戶，每月平
均金額達4,900元

• 這些貧窮長者住戶中超過四分之一為公屋
或私樓租戶，他們當中近八成有接受代繳
租金：公屋：1,800元；私樓：14,500元。

註： <  >   箭頭括號內數字為相關住戶佔所有貧窮住戶的比例。
[   ]      方括號內數字為相關住戶佔所有有接受直接代繳支出的貧窮住戶的比例。

貧窮數字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019年，政策介入後，約12%的貧窮住戶（約5.6萬戶）有接受非本戶人士
的直接代繳支出，大部分為長者住戶；若進一步考慮直接代繳支出，約3.9

萬名貧窮人士（約2.7萬名貧窮長者）的生活水平可達貧窮線或以上

當中 : 有接受非本戶人士的
直接代繳支出

56 300戶 <11.9%> / 96 300人

政策介入後貧窮住戶
474 000戶 / 1 097 800人

當中 : 有長者住戶
43 600戶 [77.5%] / 69 400人

當中 : 長者住戶
35 500戶 [63.1%] / 48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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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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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策介入後18至64歲人士貧窮率顯著上升0.7個百
分點至11.2%，和整體貧窮率上升的幅度大致吻合

2009-2019年18-64歲人士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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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人口 （左標線）

貧窮率 （右標線）

政策介入前（純理論假設）

49

2019年，政策介入後男性及女性的貧窮率同見顯著升幅：分別上升0.8

及1.0個百分點至15.1%及16.4%

2009-2019年按性別劃分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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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窮率最高的五個地區為觀塘、屯門、北區、黃大仙和葵青。整體而言大部分地區的貧窮情
況均轉差，包括一些過往貧窮情況較為不俗的地區(如沙田及大埔)。不過在政策介入後，各
區貧窮情況均獲不同程度的紓緩，當中又以貧窮率較高地區的改善幅度普遍較為可觀。

2019年貧窮率及貧窮人口，按區議會分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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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資料來源：

方括號內數字為貧窮率的減幅百分點。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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