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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的功能 



• 2013年首次公布「貧窮線」，這是第四次更新，數字涵蓋
過去7年(即2009年至2015年)的狀況 

• 「貧窮線」分析有助政府持續了解貧窮情況、導引政策制
定及評估政策成效 

• 以「貧窮線」分析為基礎，發表了針對少數族裔和殘疾人
士的貧窮狀況研究。另公布不同年代基層大專畢業生的收
入流動性研究 

• 持續更新官方「貧窮線」，為社會各界討論貧窮問題建立
共識平台，有利客觀、理性交流 

 

 
「貧窮線」是有效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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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次更新中，「貧窮線」分析框架作出了以下的深化： 

 按住戶戶主年齡劃分的貧窮數據 

 解構人口老化及其他結構性因素對貧窮數據的影響 

• 正以「2014/15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分析低收入
住戶的開支情況，年底前發表報告。分析只提供輔助性參
考，委員會無意以開支數據制定或更改「貧窮線」 

 

 
「貧窮線」是有效的政策工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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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貧窮線」有局限性 

• 在「相對貧窮」的計算基礎下，貧窮人口受經濟情況和人
口結構影響，難以制定具體減貧指標 

 

• 主體分析只計入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的扶貧成效，未能
全面反映其他政策的成效，例如公屋福利 

 

• 只計算收入，不計算資產 — 「低收入、 高資產」人士亦
會被界定為貧窮人口，貧窮率會被高估 

 

• 「貧窮線」不是「扶貧線」，扶貧和防貧同樣要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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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貧窮線」有局限性(續) 

• 儘管如此，經過多年努力，官方貧窮線已被廣泛引用作其他研究，具體例子包括： 

研究報告 

 《貧窮焦點2015:金錢以外的貧窮面向》(社聯，2016年) 

 《基本生活開支與貧窮線研究》(樂施會，2014年) 

評論文章 

 《從收入和開支狀況看長者貧窮問題》(葉兆輝教授，2016年) 

 《長者貧窮率被高估了》(周基利教授，2014年) 

 《貧窮線‧貧窮戶所享公屋資助的價值》 (王于漸教授，2014年) 

 《劃線之後：貧窮線的影響》(智經研究中心，2013年) 

學術文章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dynamics on poverty measures: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葉兆輝教授等， 2016年) 

 Poverty in Hong Kong (劉嘉慧博士等，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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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貧窮數據主要分析 



 
2015年經濟溫和增長  全民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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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市場穩定 
 新增職位：31 700個 

 總就業人數再創新高：3 780 900人 

 失業率維持：3.3% 

 

• 基層勞工收入持續增長 
 受惠於最低工資於2015年上調，基層工人的工資增幅較整體高 

 全職僱員最低十等分的平均就業收入，較2014年增加5.6%  

 



 
政府扶貧力度持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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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2016/17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 



11 

 
「貧窮線」門檻隨住戶收入改善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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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2015年的貧窮率維持14.3%，貧窮人
口微增至97萬，連續第三年處於100萬以下 

2009-2015年計及恆常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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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恆常現金措施亦具扶貧成效 

2009-2015年計及非恆常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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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現金福利(主要為公屋)的扶貧效果更為顯著 

2009-2015年計及非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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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公屋的扶貧成效最為 
顯著 

2015年選定恆常現金項目及公屋的扶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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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貧窮狀況概覽 

 
貧窮住戶 

 
貧窮人口 

 
貧窮率 

政策介入前 
 

57萬 
(56萬) 

134萬 
(132萬) 

19.7% 
(19.6%)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 

39萬 
(38萬) 

97萬 
(96萬) 

14.3% 
(14.3%)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 

35萬 
(36萬) 

87萬 
(89萬) 

12.8% 
(13.2%) 

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非現金支援) 

28萬 
(27萬) 

67萬 
(65萬) 

9.8% 
(9.6%) 

*括號內的數字為2014年的數據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17 

各社會特徵群組均受惠於政策介入，貧窮情況
有所改善 

2015年按社會特徵劃分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註：  (@)  變動少於0.05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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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仍是脫貧最佳途徑 

2015年按選定經濟群組劃分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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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戶主年齡為18-64歲的住戶的貧窮情況，
較清晰地分析到經濟向好的防貧作用 

2009-2015年以戶主年齡劃分的住戶的貧窮率(政策介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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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主為長者的貧窮住戶過半居於自置居所 

2009-2015年按戶主年齡劃分的貧窮住戶的住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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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的貧窮數據主要受區內的長者比例
及就業情況所影響 

2015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政策介入後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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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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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者貧窮率明顯高於其他年齡組群 
 

 
觀察一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持續下跌將愈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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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人及二人住戶貧窮率明顯高於較大型住戶 

 
觀察一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持續下跌將愈見困難(續) 

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按年齡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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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者住戶當中不乏「低收入、高資產」住戶，在以住戶收入為單一指標 
 的貧窮線分析下會高估貧窮率 

 
觀察一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持續下跌將愈見困難(續) 

貧窮長者住戶(政策介入後) 

(a) 沒有按揭的自置居所                                                 (b) 報稱沒有經濟需要*的非綜援住戶 



26 

4.   因此，人口結構變化無可避免淡化或抵銷了經濟增長和政府扶貧工作
 的減貧效應 

 
觀察一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持續下跌將愈見困難(續) 

2009年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 16.0% 

解構2009年-2015年期間貧窮率的變動為以下三個因素 

1.  人口年齡結構  
   （人口老化 → 整體貧窮率↑） + 0.51個百分點 

2.  住戶人數 
   （小型家庭↑ → 整體貧窮率↑） + 0.29個百分點 

3. 其他因素，包括經濟表現、政府扶貧 
工作的成效 - 2.51個百分點 

2015年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率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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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情況，將隨香港人口急速老化而更為顯著 

 
觀察一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持續下跌將愈見困難(續) 

13.4 13.6 13.9 14.3 14.9 15.4 16.0

22.9

30.0

35.9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4 2034 206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長者人口推算長者比例 (%)

註：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實際數字 推算

註： 人口數字指居港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長者人口比例(%) 
長者人口推算 



• 單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貧
窮的指標，長者的貧窮情
況難免被高估，因此須深
入分析 

 

• 現時的社會保障覆蓋8成 

   貧窮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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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

110 400

10.8%

高齡津貼

239 300

23.3%

長者生活津貼

405 100

39.5%

傷殘津貼

24 400

2.4%

沒有領取任何

社會福利金@

245 900

24.0%

長者數目：1 025 000

註：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估算數字。

(*)    指有關長者領取綜援。由於並非所有居於綜援住戶的長者都領取綜援，因此數字會與專題4.1第2段所提及的居

於綜援住戶長者數目略有出入。

(@)   在沒有領取任何社會福利金的所有長者及貧窮長者中，分別有34 900人(14.2%)及11 200人(18.7%)為70歲及以上

的長者。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綜援*

43 600

14.1%

高齡津貼

77 900

25.2%

長者生活津貼

119 000

38.6%傷殘津貼

7 800

2.5%

沒有領取任何

社會福利金@

60 200

19.5%

長者數目：308 500

(b)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收入貧窮長者(a) 所有長者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長者 

 
觀察二   長者貧窮須多面向分析， 
 以識別有需要的長者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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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二   長者貧窮須多面向分析， 
 以識別有需要的長者(續) 

• 在逾26萬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當中： 
 （一）：有近18萬人(逾三分之二)報稱沒有經濟需要 
 （二）：在約37 000名報稱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中，近半居
  於沒有按揭的自置物業，4成居於公屋 

 
 

居於非綜援住戶的貧窮長者數目 

263 900人 

報稱沒有經濟需要 

179 200人 

(67.9%) 

報稱有經濟需要 

37 400人 

(14.2%) 

領取長者 

生活津貼 

22 100人 

[59.0%] 

領取 

高齡津貼 

7 400人 

[19.8%] 

領取 

傷殘津貼 

1 200人 

[3.2%] 

沒領取 

任何福利金 

6 700人 

[18.0%] 

居於沒有按揭的 

自置居所 

18 600人 

[49.8%] 

居於公屋 

16 000人 

[42.9%] 

居於其他居所 

2 800人 

[7.4%] 

其他 

47 300人 

(17.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 香港近年經濟及就業情況平穩發展，加上最低工資的實施
及上調，均有助推動更多有工作能力的基層市民重投或進
入職場，自力更生 

• 對比2009和2015年，政策介入前的在職住戶、失業住戶
和綜援住戶貧窮人口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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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  

觀察三    就業是脫貧的最佳途徑， 
 自力更生依然是港人核心價值 

2009 2014 2015 

在職住戶 725 200 705 500 704 700 

失業住戶 104 200 53 600 50 500 

綜援住戶 471 300 377 800 364 400 

• 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無論是政策介入前或政策介入後  
貧窮率皆是7年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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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0 000

40 000

60 000

80 0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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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00

100 000

150 000

200 000

250 000

300 000

350 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整體綜援個案數目 
失業綜援個案數目 

低收入綜援個案數目 

  266 571 

240 267 

 40 513 

 

15 075 
 

 

5 634 
 

 

失業綜援個案數目 

低收入綜援個案數目 

整體綜援個案數目 

年底 

10 607 

 

8月 

觀察三    就業是脫貧的最佳途徑， 
 自力更生依然是港人核心價值(續) 

• 失業和低收入綜援個案持續下跌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32 

• 2015年貧窮情況大致平穩，政府的扶貧政策持續發揮作用，貧
窮率維持在七年來的低位(14.3%)，而貧窮人口則連續三年低於
100萬 
 

• 政府繼續致力發展經濟，為市民提供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讓
他們自力更生，提升社會的流動力 
 

• 在人口持續老化的趨勢下，貧窮數字再大幅改善的空間愈來愈
有限 
 

• 政策應有效識別有需要的長者，制定適切措施，聚焦目標受惠
人士，使有限的公共資源用得其所 
 

• 公屋扶貧成效仍為所有政策介入項目中最高，社會須團結一致，
集中力量增建公屋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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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貧委員會為主要平台，繼續監察貧窮情況及探討適切的措
施，支援弱勢社群 
 

• 制定退休保障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 開展更多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 
 

• 鼓勵社會創新，扶助有需要群組 
 
 
 

 

 
總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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