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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317/01-02(09)號文件

香港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香港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香港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香港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

及扶貧政策建議及扶貧政策建議及扶貧政策建議及扶貧政策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們在較早前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1996 – 2000年期間進行的綜合住

戶統計調查所得的原始數據 1，分析本㆞貧窮住戶和貧窮㆟口的特徵，希望

這些統計資料，可加深我們對香港貧窮問題的了解，並幫助我們制定有效

的扶貧措施。

2. 我們以「整體㆟均住戶入息 2㆗位數的㆒半」，作為量度收入貧窮的

指標。在 2000 年，全港每月㆟均住戶入息㆗位數為 5,100 元；換言之，如

果㆒個 4 ㆟住戶月入少於 10,200 元的話，就會被界定為貧窮住戶。

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貧窮住戶和貧窮人口的特徵

3. 按照㆖述的定義，本㆞貧窮住戶的數目，由 1996年的不足 31萬戶，

㆖升兩成至 2000 年的超過 37 萬戶；而同期貧窮㆟數則由 113 萬㆟，㆖升

至接近 125 萬㆟（表 1）。

4. 有關貧窮㆟口的年齡分布方面，數字顯示「 15 歲以㆘」和「65 歲

或以㆖」這兩個年齡組別的貧窮率，顯著較整體貧窮率高。在 2000 年，該

兩個年齡組別的貧窮㆟數和貧窮率分別是 34 萬㆟  (29.2%) 和 20 萬㆟

                                                
1 政府統計處協助編制有關統計資料，謹此致謝。

2 住戶入息指所有住戶成員的現金收入，包括就業收入、出租物業收益、

股息、退休金或長俸、綜援或其他社會援助金，和從非同住親屬或其他㆟

士定期獲得的生活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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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此外，在 1996 – 2000 年期間，「15 – 29 歲」和「50 – 64 歲」

這兩個年齡組別的貧窮率錄得顯著㆖升（表 2 及表 3）。

5. ㆟口老化是貧窮的其㆗㆒個主要成因。在 1996 – 2000 年期間，沒

有住戶成員處於工作年齡（即 15 – 64 歲）的貧窮住戶，佔全部貧窮住戶

總數的 16 – 20%（表 4），而這類長者住戶的貧窮率，更高達 40 – 50%。

6. ㆒般㆟以為，失業是貧窮的最主要成因，不過統計數字卻顯示，即

使在 1999 年香港失業率處於歷史高位，至少有 1 名住戶成員屬失業㆟士

的貧窮住戶，只佔全部貧窮住戶總數不足 2 成（表 4）。由此可見，即使經

濟環境改善，失業率回落，亦不能全面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事實㆖，工

作並不㆒定保證可以脫貧。在 1996 – 2000 年期間，超過㆒半的貧窮住戶

屬就業住戶 3，差不多每 100 個就業住戶之㆗，就有 12 – 13 戶生活在貧窮

線以㆘（表 5）。

7. 在 2000 年，有接近 11 萬名貧窮就業㆟士屬低收入就業㆟士 4，所

佔百分率為 44%；其㆗，女性低收入就業㆟士的百分比更高達接近 8 成（表

6）。另㆒方面，只有不足 1 成貧窮就業㆟士的收入，是高於整體就業收入

㆗位數。此外，至少有 1 名住戶成員屬低收入就業㆟士的貧窮住戶共有 7

萬多戶，佔全部貧窮就業住戶約 35%（表 4）。

8. 另㆒個值得關注的㆞方，是貧窮㆟口的勞動參與率遠低於全港整體

勞動參與率（約為 60%）。在 1996 – 2000 年期間，貧窮㆟口的勞動參與率

大約只有 35%（表 7）。在 2000 年，處於工作年齡而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的

貧窮㆟數超過 40 萬㆟，其㆗ 13 萬㆟為學生，另外 19 萬㆟則需要料理家

務（表 8）。事實㆖，在 1996 – 2000 年期間，至少有 1 名住戶成員少於 15

歲的貧窮住戶數目共有 18 – 19 萬戶，佔全部貧窮住戶約 5 – 6 成（表 4），

這正好表示，不少處於工作年齡的貧窮住戶成員，因需要照顧年幼成員而

                                                
3 就業住戶指至少有 1 名住戶成員屬就業㆟士的住戶。

4 按照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定義，低收入就業㆟士指其就業收入少於

整體就業收入㆗位數的  2 / 3 的就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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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外出工作。

扶貧政策建議扶貧政策建議扶貧政策建議扶貧政策建議

9. 綜合㆖述數據，我們相信，家庭周期（例如，全部住戶成員已屆退

休，或有年幼子女需要照顧），再加㆖就業收入偏低，是貧窮的主要成因。

以㆒對夫婦和兩名子女的 4 ㆟家庭為例，通常只有㆒名成年㆟可以外出工

作，而㆒般低技術工㆟的就業收入只有 5 – 6 千元，根本難以維持㆒家 4

口的生計。在 2000 年，沒有成員處於工作年齡的貧窮住戶則超過 6 萬戶，

而有年幼子女需要照顧的貧窮住戶有接近 19 萬戶，兩者合共佔全部貧窮住

戶的 67%。明顯㆞，即使就業環境有所改善，又或者政府透過加強職業培

訓，根本不能協助已退休或有年幼子女需要照顧的貧窮㆟士透過工作脫

貧。

10. 針對退休住戶方面，我們認為最直接的扶貧措施，是立即實行老㆟

金計劃，令沒有退休保障的長者亦可以安享晚年。至於有年幼子女需要照

顧的貧窮住戶方面，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強托兒服務，讓有工作能力的家庭

成員可以外出工作，藉以改善生活。

11. 此外，我們亦需要保證即使只有 1 名就業家庭成員的住戶，亦可透

過工作實際改善生活。就此，我們提出兩項既可鼓勵就業，同時亦可確保

「勞動有價」 (rewarding work) 的扶貧措施：最低工資及「低收入就業家

庭生活補助」。

12. 我們建議的「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是類似部分經濟學者倡

議的「負徵稅」制度  (negative tax)。我們初步建議，只要符合以㆘㆔項

資格的家庭，即可獲得這項補助：

! 至少有 1 名家庭成員屬全職就業㆟士（每周正常工作時數 35

小時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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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均入息少於整體㆟均住戶入息㆗位數的 2/3；及

! ㆟均資產不超過 6 萬元。

13. 至於補助金額方面，我們建議按整體㆟均住戶入息㆗位數的 2/3 和

申請家庭的㆟均入息兩者的差額計算，首 1,500 元可獲 40%的補助，餘數

則有 75%的補助，再將每名家庭成員可得的補助額乘以申請家庭的成員㆟

數，即可得出每個申請家庭可得的補助金額。以每月入息分別為 8,000 及

6,000 元的 4 ㆟家庭為例，每月可得的補助金額分別為 2,133 及 3,400 元。

按 2000 年的統計資料推算，我們估計最低收入的 3 成就業家庭將可受惠，

而涉及的支出則約為每年 80 億元。

14. 我們認為「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比現行的低收入綜援有兩個

好處。首先，由於申請綜援的程序繁複，令不少合資格㆟士沒有申請低收

入綜援，而「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則可透過目前的申報薪俸稅程序

申請，令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受惠。第㆓，目前低收入綜援並不鼓勵低

收入就業家庭透過增加本身的就業收入來改善生活，例如，㆒個月入 5,000

元和 7,000 元的 4 ㆟家庭，在領取綜援後，所得的整體入息並無分別，而

「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則沒有此缺點。

15. 此外，我們認為最低工資制度和「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必須

是㆒併實行。由於領取「低收入就業家庭生活補助」的其㆗㆒個資格，是

必須有至少 1 名家庭成員屬全職就業㆟士，若果沒有最低工資保障，僱主

可以刻意將工資壓低而工㆟亦需要無奈接受，否則會變成㆒無所有。

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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