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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家庭通常會努力積累儲蓄，不單作為失業或患病時的不時
之需備用金，亦可作為長遠的家庭計劃。然而，不少中低收入
家 庭財 務緊 絀， 未必 能夠 每月 保持 盈餘 ，甚 且需 要依 靠以往
積蓄或其他資源，應付每月的家庭開支。  
 
一 個退 休夫 婦家 庭的 每月 平均 開支 為 6,600港 元至 38,300港 元
不等。即使提取強積金資產及得到家人的財務支持，亦僅可幫補
部 分 生 活 費 。 退 休 人 士 仍 然 需 要 累 積 豐 厚 積 蓄 ， 才 能 維 持
自給自足的退休生活。  
 
在 此 財 務 壓 力 下 ， 本 港 家 庭 債 務 亦 呈 急 速 上 升 的 趨 勢 。 截至
2015年底，平均每個家庭承擔的非按揭債務餘額為192,500港元，
為 10年前的 72,900港元相應金額的兩倍以上。  
 
有 關低 收入 人士 及中 產階 層的 經濟 負擔 及家 庭債 務的 議題，
曾多次在 2013年至 2016年期間的立法會會議內討論。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引言  
 
 
1.1 香港近年面對經濟增長減慢、社會流動放緩、通脹持續及物業

價格飆升的問題，令人關注本地家庭的經濟福祉及財務狀況。 1 鑒於

公眾一直關注這些問題，過去 4 年，議員曾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3 項

議案，促請政府減輕中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負擔。 2 本研究簡報分析家庭

開支、儲蓄及債務的最新發展情況，並重點闡述本地家庭在計劃未來時

面對的財務挑戰。  
  

                                                 
1 香港大學一項研究顯示，近半數工人即使在工作 10 年後，收入流動性依然停滯不前。

過去 5 年，整體消費物價合共上升 23%，樓價甚至飆升 97%。2016 年，在全球 367 個主要

城市中，香港的供樓負擔能力連續 6 年排名最低。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 及
Demographia (2016)。  

2 該 3 項議案的議題分別為：在 2013 年 11 月 20 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 "全面減稅 "；在

2013 年 12 月 4 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 "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 "；及在 2015 年 3 月 18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動 議 的 "擴 大 中 產 人 口 比 例 "。 該 等 議 案 的 詳 細 措 辭 ， 包 括 要 求 政 府 減 輕

低收入家庭或中產人士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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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0 2015

2 0 0 5 年 後 的  
綜 合 消 費 物 價指 數 增 長

27,600 港元
(+46%)

2 0 0 5 年 後 的  
住 戶 開 支 增 長  

1 8 , 9 0 0 港 元  

+37%

生活水平 住戶開支  

2. 住戶開支的近期趨勢及組成部分  
 
 
2.1 2016 年 4 月，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公布每 5 年進行一次的最新

一輪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3結果，追蹤本港家庭的詳細開支模式變化。 4 
調查結果顯示，住戶平均開支於過去 10 年顯著累積上升 46%，於 2015 年

達至每月 27,600 港元，較整體消費物價的 37% 升幅更為迅速。5 這固然

顯示本地家庭的生活水平有實質改善，但同時亦反映家庭開支的擔子

越來越重 (圖 1)。  
 
 
圖 1 ―― 2005 年至 2015 年的住戶每月平均開支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2 按商品分析，住屋是最主要的住戶開支類別，佔 2015 年住戶

每月平均開支的 36%。仔細分析，居於私人房屋的家庭的居所開支所佔

的比例 (40.5%)，顯著高於公共租住房屋住戶的相應開支比例 (12%)。
這部份是因為住宅物業市場的樓價及租金，在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間

大幅上升，累積升幅分別為 223% 及 100%。   

                                                 
3 統計處每 5 年進行一次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搜集本港住戶開支模式的最新資料，用以編製

消費物價指數。以 2014-2015 年為基期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已於 2016 年 4 月公布。

詳情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6)。  
4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並不涵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的開支。有關他們的開支模式及其對

價格轉變的相應影響，屬社會福利署負責的另一項針對性調查的涵蓋範圍。  
5 2014-2015 年為基期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是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的 12 個月

內進行。為方便表述，本研究簡報以 2015 年而非 2014-2015 年度作為參考年份。這亦適用

於早前各輪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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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戶開支的 63% 
+ 

住屋 食品 

支出項目…… 

2.3 食品是本港住戶的第二大消費類別，佔 2015 年住戶每月平均

開支的 27%。此項開支約有三分之二用於 "外出用膳 "，相信與本港

工作人口在職場的工時偏長相關。 6 具體而言，居於公共租住房屋的

家庭住戶開支中，食品所佔比例高達 46%，約為居於私人房屋的家庭的

相應比例 (23%)的兩倍。這情況顯示居於公共租住房屋的家庭，在居所

開支獲得補貼下，可於其預算開支中調撥較多資源於食品上。儘管食品

與住屋的開支在某程度上此消彼長，此兩個項目合計在整體開支中佔有

最大份額，差不多為本地家庭預算的三分之二 (圖 2)。  
 
 
圖 2 ―― 2015 年住屋及食品佔住戶每月開支的平均比例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4 雜項服務是第三大消費類別，平均佔 2015 年住戶每月開支的

16%。當中，教育服務所佔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2.9% 顯著增加至 2015 年

的 4.2%，反映本地社會日益重視學童教育。 7 醫療服務所佔的比重亦由

1.7% 躍升至 2.6%，某程度上反映人口漸趨老化，以及市民對醫療保健的

重要性增強認知。電訊服務所佔的比重，亦由 1.3% 幾近倍增至 2.3%，

反映資訊科技產品 (例如智能手機 )現時在本地市民日常生活的普及程度

(圖 3)。  
  

                                                 
6 根據一間國際銀行進行的研究，在 2015 年，香港的僱員每周平均工作 50.1 小時，為該研究

涵蓋的 71 個國際城市中工作時數最高者。詳情請參閱 UBS (2015)。  
7 這個全港數字亦包括沒有就學子女的家庭。若把計算範圍收窄至有子女修讀全日制課程的

家庭，其實際教育開支會遠高於該平均數字。此點在第 4.2 段將有更詳細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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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開支  醫療開支 電訊開支  

4.2% 
2.9% 2.6%

1.7%
2.3%

1.3% 

圖 3 ―― 1995 年至 2015 年選定服務佔住戶每月開支的平均比例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3. 本港家庭的儲蓄及其分布情況  
 
 
3.1 本地家庭通常會量入為出，並會盡可能把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儲起

備用。家庭儲蓄不單可以積穀防饑，在遇到失業或患病等突發情況時

應付不時之需，同時亦可影響家庭的長遠開支決定。此外，家庭儲蓄

若投放於教育及提升技能，可提高家庭成員賺取收入的能力，長遠可以

改善生活。宏觀經濟角度方面，家庭儲蓄一方面可減少對社會福利開支

的倚賴，並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亦可用作社會投資基金，

帶動經濟增長。  
 
3.2 雖然統計處沒有公布香港在家庭儲蓄方面的統計數字，但從住戶

開支統計調查的數據中，亦可粗略得知本地家庭的整體財務狀況。 8 
就此，本組取得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按住戶收入十等分組別劃分的

數據，作進一步研究。該研究先剔除最高和最低的十等分組別，以確保

計算的可靠性， 9 繼而把同一數據來源的住戶收入及開支比對，以計算

住戶每月的未用收入 (圖 4)。  
  

                                                 
8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在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收集所得的收入數據，主要用作審核所申報的

開支數據的一致性，或有較大誤差。儘管知悉這方面的局限，若能把同一數據來源的收入

及開支進行分析，有助分析香港家庭的財政狀況。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居於自置居所

的估算租金，同時被計算為住戶收入及住戶開支。  
9 應資料研究組的要求，統計處就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提供了按住戶收入分布十等分組別劃分

的收入及開支統計數字，以作進一步分析。然而，此項研究剔除最頂層的十等分組別，

因為此組別的每月收入範圍由 85,000 港元至無限，範圍太大，不利計算可靠的平均收入

數字。同樣地，此項研究亦剔除最底層的十等分組別住戶，因為此組別的每月收入由零至

11,000 港元，範圍同樣太大，不利計算可靠的平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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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15 年按十等分收入組別劃分的住戶每月平均收入及開支  
 
 第二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三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四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五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六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七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八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九個
十等分
組別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住戶收入範圍  11,000 -  
16,000 

16,000 -  
21,000 

21,000 -  
26,000

26,000 -  
32,000

32,000 -  
39,000

39,000 -  
48,000 

48,000 -  
61,000 

61,000 -  
85,000

收入範圍  
中位值  13,500 18,500 23,500 29,000 35,500 43,500 54,500 73,000

減：          
住戶平均開支  13,200 15,000 19,200 21,800 25,000 28,600 33,400 42,500

         

剩餘：          

未用收入 * 300 3,500 4,300 7,200 10,500 14,900 21,100 30,500
 

註：  (*)  扣除薪俸稅及僱員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前的未用收入。數目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整數。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3.3 在扣除僱員每月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的供款及在財政年度

完結時繳納的薪俸稅後，未用收入可轉化為家庭儲蓄。 10 關於此項分析

涵蓋的 8 個十等分組別，下列為其儲蓄或負儲蓄的主要研究結果：  
 

(a)  基層家庭處於負儲蓄狀態：收入分布屬第二個十等分組別的

基層家庭，在 2015 年的每月平均收入為 13,500 港元。減去

每月 5% 的強積金供款 11 及 0.1% 的薪俸稅款 12 後，他們的可

動用收入少於住戶開支統計調查顯示的每月開支 13,200 港元。

這些基層家庭或需動用積蓄或依靠借貸，以應付 400 港元

(相等於每月收入的 3%)的赤字。 13 
 

  

                                                 
10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標準定義，可動用收入是指扣除直接稅及社會保障供款後餘下部分，

它可用作 "消費或儲蓄 "。請參閱 Tucker (2008)。  
11 由於收入數據包括僱員所作的強積金供款，因此需將之剔除，以便計算可動用收入或實得

收入。由於強積金的 5% 供款比率，僅局限於月入介乎 7,100 港元至 30,000 港元的薪酬

範圍，故強積金供款在基層家庭的住戶收入中所佔比例，一般較富裕家庭的有關比例為高。 
12 計及各類津貼、扣除額及個人進修開支後，在 2014-2015 年度，每月收入介乎 12,500 港元

至 15,000 港元的納稅人，平均需繳付的薪俸稅為 239 港元；而每月收入介乎 66,600 港元

至 75,000 港 元 的 較 高 收 入 人 士 ， 平 均 需 繳 付 的 款 稅 為 63,473 港 元 。 詳 情 請 參 閱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2016)的附表五。  
13 第二個十等分組別出現負儲蓄的情況，部分是由於較多退休人士集中於這個組別，他們

一 般 依靠過 往 積蓄維 持 生活。 根 據住戶 開 支統計 調 查，在 第 二個十 等 分收入 住 戶 中 ，

42%有至少一名退休人士，高於所有住戶的 32% 相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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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富裕家庭擁有較多儲蓄：相對而言，富裕家庭擁有較多的

儲蓄緩衝。舉例而言，屬第九個十等分組別的住戶在 2015 年

每月平均收入為 73,000 港元，而每月平均開支則為 42,500 港元。

扣除每月的強積金供款 (2.1%)及薪俸稅款 (7.2%)後，這些家庭

在 2015 年平均每月可儲蓄 23,700 港元，為此項研究涵蓋的

所有收入組別中最高者。  
 
(c)  儲蓄與住戶收入的正比關係：介乎上述最底層及最頂層的

十等分組別之間的家庭，大體亦能夠把部分收入儲存，儲蓄

水平與住戶收入水平大體呈正向關係。2015 年，它們的平均

每月儲蓄額，由第三個十等分家庭的 2,400 港元至第八個十等

分家庭的 17,000 港元不等 (圖 5)。  
 
 
圖 5 ―― 2015 年按十等分收入組別劃分的住戶每月平均儲蓄  
 
 第二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三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四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五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六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七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八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九個
十等分
組別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住戶收入範圍  11,000 -  
16,000 

16,000 -  
21,000 

21,000 -  
26,000

26,000 -  
32,000

32,000 -  
39,000

39,000 -  
48,000 

48,000 -  
61,000 

61,000 -  
85,000

收入範圍  
中位值  13,500 18,500 23,500 29,000 35,500 43,500 54,500 73,000

減：住戶開支          

= 未用收入  300 3,500 4 ,300 7 ,200 10,500 14,900 21,100 30,500

減：          
強積金供款  675 925 1 ,175 1 ,450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薪俸稅 (每年 )  239 1,004 1 ,902 3 ,340 8 ,220 17,802 30,389 63,473

剩餘：          
平均儲蓄 * -400 2 ,400 2 ,900 5 ,500 8 ,300 11,900 17,000 23,700

 
註： (*)  數目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整數。  
數據來源：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及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3.4 然而，上述計算所得的儲蓄數字，有一定局限，須小心詮釋。舉例

而言，家庭預算中沒有計入一些 "隱性開支 "，例如給予父母的生活費，

這些開支在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不算作開支項目。若把隱性開支計算

在內，上文顯示表面不俗的儲蓄水平，將會大幅下降。下文將詳細論述

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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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隱性住戶開支  
 
 
4.1 一如上文所述，大部分十等分組別住戶計算所得的儲蓄水平，

未能充分反映家庭中某些隱性開支。舉例而言，大部分本地家庭通常需要

每月向父母或已退休的家庭成員提供生活費，這是家庭成員間的金錢

轉移。根據統計處較早前進行的一項統計調查，退休人士於 2012 年獲

家人供給的生活費，每月平均金額的中位數為 4,000 港元。按消費物價

升幅計算，該金額可調整至 2015 年的 4,500 港元。 14 
 
4.2 此外，育有適齡入學子女的家庭，相對其他家庭須支付額外的
教育開支。一如上文第 2.4 段所述，一個本地家庭於 2015 年用於整體

教育服務的平均開支為 1,160 港元，佔其每月預算的 4.2%。若把範圍

收窄至子女正在修讀全日制學前至大學課程的家庭，有關家庭於 2015 年

用於整體教育服務的每月平均開支，增加 1,910 港元至 3,070 港元，佔其

每月預算的 9.3%，為全港平均數字的兩倍以上。 15 
 
4.3 在計入上述兩項隱性開支後，住戶開支統計調查計算所得的每月

家庭儲蓄所發揮的緩衝作用，便不如表面所見那樣顯著。倘若有關家庭

需要全數負擔此兩項隱性開支，中低收入家庭或會耗盡所有可動用

收入，令其名義儲蓄大幅減少至收支相抵的水平，甚至入不敷支。只有

介乎第六至第九個十等分組別的較高收入家庭，仍然留有盈餘 (圖 6)。  
  

                                                 
14 統計處於 2012 年進行有關 "退休計劃及老年經濟狀況 "的統計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

約有 70% 的退休人士獲家人每月供給生活費。而生活費調整，則是按 2012 年至 2015 年

期間整體消費物價上升 12% 計算。調查結果可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  
15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於 2015 年共有 66 萬個與 24 歲及以下全職學生同住的住戶，

佔調查住戶總數約三分一。他們每月的教育開支，遠高於家中沒有修讀全日制課程子女的

住戶。因此，第 2.4 段所載的平均數字，低估了育有就學子女住戶的實際負擔。  



8 

父母的

生活費：

4,500 港元

額外教育

開支 #：  
1 ,910 港元  +

減：隱性開支

圖 6 ―― 2015 年每月平均隱性住戶開支  
 
 第二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三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四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五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六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七個
十等分
組別  

第八個
十等分
組別  

第九個
十等分
組別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港元 )

住戶收入範圍  11,000 -  
16,000 

16,000 -  
21,000 

21,000 -  
26,000

26,000 -  
32,000

32,000 -  
39,000

39,000 -  
48,000 

48,000 -  
61,000 

61,000 -  
85,000

收入範圍  
中位值  13,500 18,500 23,500 29,000 35,500 43,500 54,500 73,000

減：住戶開支、強積金供款及薪俸稅  

         

平均儲蓄 * -400 2 ,400 2 ,900 5 ,500 8 ,300 11,900 17,000 23,700

 

 

 

 

 

 

 沒有儲蓄 /處於負儲蓄狀態  仍有若干儲蓄  
 

註： (*)  數目調整至最接近的百位整數。  
 (#)  家庭內仍有修讀全日制課程學生成員的額外家庭教育開支。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5. 退休計劃面對的財務挑戰  
 
 
5.1 有鑒上述家庭財務的緊絀情況，引發本地家庭能否累積足夠儲蓄

的關注，以應付退休生活。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統計數字，一個退休

夫婦家庭於 2015 年的每月平均開支，介乎最低四分一組別的 6,600 港元

至最高四分一組別的 38,300 港元，當中包括自置物業住戶的估算租金。16 
若這些退休夫婦居於自置單位，他們每月須自掏腰包應付的開支，可減少

約 35% 至 60%。 17 
  

                                                 
16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把只由退休夫婦組成的住戶按開支水平排列，最低四分一組別的

退休夫婦家庭於 2015 年的平均每月開支為 6,600 港元，而第二、第三至最高開支的

四分一組別的的相關退休開支分別為 13,300 港元、 19,700 港元及 38,300 港元。這些數字

包括居於自置房屋的估算租金。  
17 居於自置單位的退休夫婦住戶，在該 4 個組別的退休夫婦總數的比重，於 2015 年分別為

24%、 73%、 90% 及 91%。就這些自置戶而言，在剔除估算租金後，他們每月須自掏腰包

應付的開支，應可減少約 35% 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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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及投資  

主要收入來源  

開支最高的  
四分之一組別  

開支屬第三高的  
四分之一組別  

開支屬第二高的  
四分之一組別  

開支最低的  
四分之一組別  

38 ,300 港元  

19 ,700 港元

13,300 港元  

6 ,660 港元  

按四等分組別劃分的

退休夫婦住戶每月開支  

家人供給的

生活費  

強積金資產  政府援助  

5.2 雖然由家人供給的生活費可為退休人士提供支援，但統計處的

上述調查顯示，按 2015 年物價計算，家人每月平均供給的生活費中位

數約為 4,500 港元， 18 只能應付一對退休夫婦住戶的部份月均開支。  
 
5.3 退休人士亦可提取其強積金資產。截至 2015 年年底，強積金

計劃成員持有的平均強積金權益為 144,000 港元 19，僅可應付一對退休

夫婦少於兩年的開支。換言之，即使長者獲家人供給生活費，並持有

強積金資產，他們仍需要在退休前儲備巨額積蓄。 20 這對本地家庭

(尤其是基層家庭 )是頗具挑戰性的家庭計劃，因為撇除父母的生活費

及適齡入學子女的教育開支後，不少家庭已幾無盈餘。當這些家庭入不

敷支時，或會轉向政府尋求協助 (圖 7)。  
 
 
圖 7 ―― 退休人士的主要收入來源及每月開支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8 請參閱第 4.1 段的論述。  
19 請參閱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Authority (2016)。  
20 上述分析沒有考慮每月家庭儲蓄中的投資因素。若投資帶來正數值的回報，將有助家庭

積累財富，以應付日後的開支。然而，由於在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利率異常低企，

加 上 金融市 場 非常波 動 ，金融 知 識有限 的 大眾市 民 ，似乎 未 必能夠 從 投資中 獲 得 可 觀

回報。詳情請參閱 The Economi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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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必須注意的是，上述分析尚未把本地家庭的置業期望，納入家庭

計劃內，而置業為本港家庭為實現社會流動和尋求退休保障的通常

途徑。 21 由於小型單位的平均價格在 2015 年飆升至約 500 萬港元，

因此置業首期的金額高達約 200 萬港元。 22 對於可透過出售所持物業

換樓的現有業主而言，一次過支付這筆首期可能不成問題，但對年輕的

首次置業人士而言，這卻是難以克服的難題。由於上述置業首期金額相當

於第九個十等分的富裕住戶的 7 年儲蓄 (或第六個十等分住戶的 20 年

儲蓄 )，有意置業人士須面對更大的財務挑戰。  
 
 
6. 香港的家庭債務  
 
 
6.1 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部分家庭不得不依靠借貸渡過財政難關，

這亦導致家庭債務近年持續飆升。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編製的

統計數字，住戶貸款餘額於過去 10 年累計增長 108%，於 2015 年底高達

15,940 億港元。23 由於它超逾本地生產總值的同期增幅，家庭債務相對

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過去 10 年間由 54% 顯著上升至 67%。  
 
6.2 2015 年底，平均每個本地家庭的負債額為 646,100 港元，幾為

2005 年的 349,100 港元相應債務水平的兩倍。按類別分析，家庭債務的

主要發展情況可概括如下：  
 

(a)  按揭貸款：按揭貸款是最大的家庭債項，佔未償還總額的

70%。隨着物業價格急升，儘管金管局自 2009 年 10 月以來

推出 7 輪收緊按揭貸款措施，本地家庭仍為置業而巨額

借貸。 24 在目前的低息環境下，雖然借貸風險看似可控，

但一旦美國利率在短期內重回上升周期，將會加重按揭

貸款人的還款負擔，令人關注。 25 
 

  

                                                 
21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間，平均樓價升幅約為 223%。透過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提供的安老

按揭安排，物業升值額可用作退休保障。  
22 小型單位指差餉物業估價署所劃分的甲類單位，平均面積為 40 平方米。此類單位於 2015 年

的全港平均價格約為 500 萬港元。按 40% 的首付比率計算，首期樓款高達 200 萬港元。  
23 有關數字只包括由金管局的認可機構提供的家庭貸款，而不包括從其他來源 (例如親友或

其他中介人 )取得的私人貸款。  
24 請參閱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2015)。  
25 根據金管局的資料，在 2016 年第二季，按揭還款佔住戶收入的比率平均為 62.9%，遠高

於 50% 的長期平均數字。請參閱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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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600 港元

(76.5%) 

34,500 港元 
(7.7%) 

總額: 

448,000 港元 

70,900 港元

(15.8%) 

276,200 港元 
(79.1%) 

28,200 港元 
(8.1%) 

44,700 港元 
(12.8%) 

總額: 
349,100 港元 

按揭貸款  信用卡墊款 私人貸款及其他  

2005 年底  2010 年底 2015 年底 

453,600 港元

(70.2%) 

47,700 港元

(7.4%) 

144,800 港元  
(22.4%) 

總額: 

646,100 港元

(b)  信用卡墊款：本港現時流通的信用卡約有 1,880 萬張。換言之，

每名成年人平均擁有約 3 張信用卡。截至 2015 年底，每個

本地家庭的平均信用卡墊款額為 47,700 港元，較 10 年前

上升 69%。  
 
(c)  其他私人貸款：其他私人貸款 (例如稅務貸款或個人分期

貸款 )方面，它在過去 10 年增加 264%，是增長最快速的家庭

債 務 類 別 。 因 此 ， 它 在 整 體 家 庭 債 務 中 的 份 額 ， 亦 由

13% 顯著上升至 22%。截至 2015 年底，平均每個本地家庭

負擔的私人貸款金額為 144,800 港元，為 2005 年底的水平的

兩倍以上 (圖 8)。  
 
 
圖 8 ―― 2005 年至 2015 年按類別劃分的平均家庭債務  
 
 
 
 
 
 
 
 
 
 
 
 
 
 
 
 
 
 
數據來源：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6.3 近年本港家庭債務急升，引起社會關注。舉例而言，由於信用卡

墊款及某些私人貸款的利率，可高達雙位數字水平，部分借貸人最終

可能難以償還債款。 26 此外，由於預期美國利率即將上升，或會觸發

本地物業市場出現調整，家庭債務的上升趨勢亦為整體經濟的潛在風險。 
  
                                                 
26 根 據 金 管 局 較 早 前 進 行 的 一 項 研 究 ， 本 港 6 家 主 要 銀 行 的 私 人 貸 款 平 均 年 化 利 率 ，

於 2008 年由 3% 至 20% 不等。信用卡墊款方面，有關利率更可高達 28% 至 38%。請參閱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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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觀察所得  
 
 
7.1 綜合上文的分析，可歸納出下列各點觀察所得：  
 

(a)  基層家庭處於負儲蓄狀態：本地家庭通常會努力積儲部分

收入，以應付失業或患病等的不時之需。此外，儲蓄亦可用作

長遠的家庭計劃。然而，不少屬低收入組別的基層家庭，未必

能夠積榖防饑，而需要依靠過往積蓄、貸款或政府提供的

援助，以應付每月的生活開支。  
 
(b)  儲蓄被隱性住戶開支蠶食：扣除供養父母的費用及修讀全日制

課程子女的額外教育開支後，中低收入家庭的每月儲蓄可能

大幅減少至收支相抵的水平，甚至入不敷支。  
 
(c)  需要巨額退休儲蓄：一個退休夫婦家庭於 2015 年的每月

平均家庭開支，介乎家庭開支最低四分之一組別的 6,600 港元

至最高四分一組別的 38,300 港元不等，當中包括業主自住

房屋的估算租金。雖然退休人士可以提取強積金資產及依靠

家人供養，幫補部分生活費，但他們仍然需要有豐厚積蓄，

才能維持自給自足的退休生活。  
 
(d)  家庭債務上升：在財務緊絀情況下，更多家庭借助家庭貸款

渡過財政難關。截至 2015 年底，平均每個本地家庭欠下的

非按揭債款為 192,500 港元，為 2005 年的 72,900 港元相應

債務水平的兩倍以上。這反映長遠的潛在風險，特別是在

美國利率周期逆轉之後。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6 年 11 月 21 日  
電話： 2871 2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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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簡 報 作 為 上 述 意 見 。 研 究 簡 報 的 版 權 由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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