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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已成為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全港
有 352 000 名外傭，佔整體就業人口的 9%，受僱於 11% 的本港
住戶。  
 
目 前， 照顧 幼兒 似乎 是很 多外 傭的 首要 職責 。聘 用外 傭可讓
本地 已 婚女 性投 身勞 動市 場， 從事 生產 工作 ，提 升家 庭生活
質素，為推動本地經濟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是菲律賓及印尼當地工人工資的 2 倍
至 3 倍 ， 外 傭 在 港 賺 取 較 高 工 資 ， 一 方 面 有 助 改 善 其 家 庭
生計，另一方面亦為其國家提供穩定的匯款收入。  
 
到 2034 年，本地長者人口將倍增至 230 萬人，社會關注到
屆時 是 否有 足夠 訓練 有素 的人 手照 顧長 者。 在沒 有年 輕成員
同住的長者家庭中，長者由外傭負責照顧的比例正急速增加。
 
為應付護理員短缺的情況，日本正研發看護機械人，而新加坡
及台灣則設立特別津貼，幫助有需要人士聘請外傭，亦為外傭
提供培訓，應付居家長者的護理工作。  
 
有關外傭的議題，屬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引言  
 
 
1.1 政府自 1970 年代初開始推行輸入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的
政策，外傭至今已成為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對香港而言，外傭

分擔了本地家庭的家務工作，讓女性投身就業市場，從事生產工作，

為經濟發展作出寶貴貢獻；同樣地，外傭的匯款則為其家庭及國家提供

穩定的收入。本簡報檢視過去 20 年外傭的發展趨勢及組成，並討論在

人口老化的趨勢下，本地家庭對護理服務的需求轉變。 1 
 
 
2. 外傭在本港的發展趨勢及組成  
 
 
2.1 為了應付本地留宿家庭傭工不足的問題，政府於 1973 年起

准許輸入外傭。 2 當時適逢環球石油危機，菲律賓面對經濟逆境，該國

                                                       
1 根據《僱傭條例》 (第 57 章 )及《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 章 )，本港外傭享有法定的僱傭

保障，包括每周休息日、法定假日及年 假。此外，僱主須與外傭簽訂標準僱傭合約，

當中訂明其他福利，例如僱主須提供規 定最低工資、免費膳食、免費住宿、免費醫療

保障及來回原居地的旅費。詳情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4)。  
2 請參閱 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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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遂於 1974 年放寬政策，容許國民前往海外工作。 3 在最初 10 年，

來港的外傭隊伍屬中等規模，在 1982 年時只有 21 500 人。隨着本港

中產家庭數目急升，加上多年來經濟急速增長，勞工持續短缺，外傭

數目在隨後 13 年增加超過 6 倍至 1995 年的 157 000 人。  
 
2.2 近 20 年 的 發 展 而 言 ， 本 地 外 傭 人 數 已 進 一 步 上 升 114%，

在 2016 年達至 352 000 人的最高位。然而，外傭人數在 1990 年代中期

以前出現強勁增幅，外傭的基準數目擴大，因此其後的增長速度已見

放緩。在過去 20 年間，外傭佔本港整體工作人口的比例由 5.3% 倍增至

9.3%，顯示外傭已成為本地人力供應不可或缺的部分 (圖 1)。  
 
 
圖 1 —— 1996 年及 2016 年本港的外傭人數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3 按種族結構分析，香港最大的外傭供應來源地仍然屬菲律賓。

2016 年，本港有 189 000 名菲律賓籍外傭 ("菲傭 ")，佔整體外傭人數

54%。但與 1995 年的 84% 相比，已大幅回落，主要因為印尼籍外傭   
("印傭 ")數目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增加所致。此外，印傭普遍

能操廣東話，深受本地家庭歡迎。 4 因此，印尼現已成為本港第二大

外傭供應來源地。印傭人數在 1995 年至 2016 年期間增加 8 倍至

154 000 人，佔外傭總數的比例則上升 3 倍至 44%。整體而言，菲、印

兩國為本港提供約 98% 的外傭，其餘的 2% 則來自印度、泰國、斯里蘭卡

及孟加拉等南亞和東南亞地區 (圖 2)。 5  

                                                       
3 在 1970 年代初期，石油價格暴漲，導致菲律賓出現經常帳赤字並外債高築。為了增加

外匯流入，菲律賓政府在 1974 年實施 "海外僱傭計劃 "(Overseas Employment Program)，鼓勵

國民前往海外工作。請參閱 Nuqui (1987) 及 Toro-Morn and Alicea (2004)。  
4 根據一項研究，逾半數印傭能以廣東話交談，另外 40% 更能以廣東話和英文溝通。相比

之下，香港的菲傭中，除母語外，能以英語交談的大約佔 70%。請參閱 Wang (2011)。  
5 據 入 境 事 務 處 表 示 ， 基 於 入 境 管 制 及 保 安 考 慮 ， 現 時 輸 入 外 傭 政 策 不 適 用 於 內 地 、

澳門、台灣及其他部分地方 (例如柬埔寨、古巴及老撾 )的居民。  

157 000 名外傭  

佔整體工作人口 5.3%
 

1996
352 000 名外傭  

佔整體工作人口 9.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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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982 年至 2016 年期間按原居地劃分的在港外傭人數  
 
 
 
 
 
 
 
 
 
 
 
 
 
 

註：  (*)  1982 年按原居地劃分的外傭人數分項數字不詳。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4 根據政府統計處特別編製的統計數據顯示，香港的外傭幾乎

全是 (99%)女性。 6 按年齡分析，大部分外傭相對較年輕， 2016 年，

41%的外傭年齡介乎 25 歲至 34 歲，39% 則介乎 35 歲至 44 歲。2016 年，

外傭的年齡中位數為 35 歲，而在 1995 年時，有關年齡中位數則是 30 歲。

按教育程度分析， 82% 的外傭來港前曾接受中學教育，而 10% 更曾

接受專上教育。  
 
2.5 本地僱主須向在香港工作的外傭支付 "規定最低工資 "(Minimum 
Allowable Wage) ， 有 關 工 資 最 近 在 2016 年 10 月 上 調 2.4% 至 每 月

4,310 港元。 7 折合港元計算，本港外傭的規定最低工資較菲律賓當地

工 人 平 均 1,700 港 元 的 工 資 高 出 約 150%， 亦 較 印 尼 當 地 工 人 平 均

1,500 港元的工資高出約 190%。 8 與此同時，本港的規定最低工資亦比

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傭所賺取的平均月薪高出 35%。 9 這些薪金差距似乎

能提供持續誘因，吸引外傭來港工作 (圖 3)。   
                                                       
6 外傭及其僱用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徵是政府統計處因應資料研究組提出的要求，利用綜合

住戶統計調查數據而編製。  
7 僱主須向外傭支付不低於簽訂合約時的 規定最低工資，以保障外傭免受剝削，同時亦

避 免 本 地 工 人 與低薪海外工人競爭。請參閱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Bureau (2003) 
及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4)。  

8 2016 年，印尼當地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為 250 萬印尼盾 (1,500 港元 )。 2016 年首三季，

菲律賓當地工人的平均日薪為 396 菲律賓披索 (66 港元 )，以每周工作 6 天計算， 2016 年

的每月平均工資估計約 10,300 菲律賓披索 (1,700 港元 )。請參閱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6) 及 Bank Indonesia (2017)。  

9 新加坡在 2016 年合共有 239 700 名外傭，佔當地工作人口 11%。僱主向外傭支付最少

每月 570 新加坡元 (3,200 港元 )的工資，該工資由傭工輸出國訂定，而不是由新加坡政府

訂立的。除了支付每月工資，外傭僱主亦須向新加坡政府繳納外籍勞工稅 ( foreign worker 
levy)。現時，有關課稅金額為 265 新加坡元 (1,489 港元 )。家庭成員中若有 16 歲以下兒童

或 65 歲或以上長者，一般只須支付 60 新加坡元 (337 港元 )的特惠課稅。  

 1982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21 500 人* 

157 000 人 

217 000 人 223 000 人

286 000 人

340 000 人 352 000 人

131 000 人 
(84%) 

189 000 人

(54%) 

154 000 人

(44%) 

來自菲律賓的外傭  
來自印尼的外傭  
來自其他地方的外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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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016 年至 2017 年選定地方的外傭每月最低工資及當地平均工資  
 
 
 
 
 
 
 
 
 
 
 
 
 
註：  (1 )  2017 年數字。  
 (2 )  2016 年數字。  
數據來源： Labour Department of Hong Kong、Ministry of Labor of Taiwan、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及

Bank Indonesia。 

 
 
3. 聘用外傭的本地住戶的社會經濟特徵  
 
 
3.1 聘 用 留 宿 外 傭 的 本 地 住 戶 數 目 在 過 去 20 年 增 加 了 167%，

於 2016 年高達 275 600。聘用外傭的住戶比例幾近倍增，由 5.8% 上升

至 11.0%。這些家庭的主要住戶特徵綜述如下：  
 

(a) 育有子女的已婚人士：育有兒童的住戶 (即核心家庭 )較有

機 會 聘 用 外 傭 ， 該 等 住 戶 聘 用 外 傭 的 比 例 由 1995 年 的

13%增加近兩倍至 2016 年的 30%(圖 4)；  
 
(b) 有已婚女性成員投身就業市場的核心家庭：就上述核心家

庭而言，如已婚女性成員亦投身勞工市場，其聘用外傭的

比例則顯著較高。1995 年至 2016 年期間，有關比例由 23%
升至 44%；  

 
(c) 有長者成員的住戶：雖然有 60 歲或以上長者成員的住戶對

外傭的需求增加，但有關增幅 尚算溫和，這可能是因為

同 住 的 年 輕 家 庭 成 員 可 肩 負 部 分 照 顧 工 作 。 2010 年 至

2016 年期間，這些住戶聘用外傭的比例由 8% 輕微上升

至 9%；及  
  

本港的  
規定最低工資 ( 1 )  

台灣的  
外傭工資 ( 1 )  

新加坡的

外傭工資 ( 1 )  
菲律賓

當地工資 ( 2 )  
印尼  

當地工資 ( 2 )  

4,310 港元 4,200 港元

3,200 港元

1,700 港元 
1,5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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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成員需要 "特別照顧 "的住戶：根據一項早於 2000 年進行

的統計調查，住戶中如有 "特別照顧 "需要的成員 (例如殘疾

人士或長期病患者 )，聘用外傭的比例達 23%。 10 不過，

由於政府統計處其後沒有再進行類似訪問，因此未有更新

的統計數據。  
 
 
圖 4 —— 按住戶種類劃分的聘用外傭比例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3.2 外傭為各家庭成員分擔家務工作。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15 年

發表的另一項關於 "家務分擔的情況 "統計調查報告， 2013 年有聘用

外傭的住戶中，約三分之二 (67%)的成年家庭成員不用分擔家務，是

沒有聘用外傭的住戶的相關比例 (24%)近 3 倍。  
 
 
4. 外傭對香港及其國家的貢獻  
 
 
4.1 如上文所述，外傭有助釋放大量本地已婚女性的勞動力，令

本港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1996 年的 47.8% 顯著上升至 2016 年的

54.8%。較深入的分析顯示，主要原因是外傭分擔了照顧幼兒的工作。

                                                       
10 政 府 統 計 處 於 2001 年 發 表 題 為 "對 聘 請 家 庭 傭 工 的 意 見 "的 專 題 統 計 調 查 報 告 ， 詳 情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1)。  

育有兒童的住戶  
(家庭成員中並無就業女性 )  

1995 2000 2005 2010 2016

12.6% 

29.9%

2010 2016 

8% 

9% 

有長者成員的住戶  

育有兒童的住戶  
(家庭成員中有就業女性 )  

 1995 2000 2005 2010 2016

23% 

44%

有成員需要 "特別照顧 " 
的住戶  

23% (2000 年) 

 1995 2000 2005 2010 2016

5.8%

11.0%
本地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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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研究顯示，在 2013 年，屬主要工作年齡 (25 歲至 54 歲 )的已婚並

育有子女的女性中，若沒有聘用外傭，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估計只有

49%11，但若家中聘有外傭，有關比率則大幅增加至 78%(圖 5)。  
 
 

圖 5 —— 1996 年至 2016 年期間香港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及 Immigration Department。  
 
 
4.2 同樣地，大量菲律賓和印尼的海外勞工，不論性別，均對其

國家經濟作出重大貢獻。2015 年，240 萬菲律賓人在海外工作，大部分

勞工集中在沙地阿拉伯 (佔 24.7%)，其次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5.5%)、
香港 (5.9%)、科威特 (5.8%)及新加坡 (5.7%)。 12 同年，印尼的海外勞工

總數達 370 萬人，當中分別約 20% 及 4% 的工人在中東及香港工作。  
 
4.3 2015 年，菲律賓的海外勞工為該國帶來 285 億美元 (2,210 億港元 )
的匯款收入，相等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10%。同年，印尼的海外勞工則

為其國家帶來 97 億美元 (750 億港元 )的匯款收入，相等於其國內生產

總值的 1%。 13 
 
4.4 外傭的匯款為其國家提供穩定的外匯來源。以本港的菲傭為例，

估計其匯款在近 10 年內飆升了 76%，達至 2016 年的 111 億菲律賓披索

(18 億港元 )(圖 6)。 14 至於本港印傭的匯款為其國家所作出的貢獻，

因欠缺相關數據而未能作進一步闡述。   

                                                       
11 請參閱 Economic Analysis and Business Facilitation Unit (2014)。  
12 請參閱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6)。  
13 對於發展中的經濟體系而言，整體匯款收入在維持財政穩健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尤其是

處於經濟危機時更為重要。舉例而言，由國際勞工組織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自 1997 年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之 後 ， 海 外 菲 律 賓 勞 工 的 匯 款 "對 國 家 及 家 庭 的 經 濟 存 亡 更 為 重 要 " 。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7)。  

14 請參閱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6)。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25 歲至 54 歲的已婚並育有

子女的女性，在 2013 年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  

是否聘有  
外傭  

勞動人口

參與率

聘有外傭  78%
沒有外傭  49%
整體  56%

164 000 
235 000 233 000 

300 000
352 000

外傭數目  

47.8% 

50.8% 
52.6% 53.0%

54.8%

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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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在港菲傭匯寄回國的收入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10 億港元   9 億港元  10 億港元  12 億港元   18 億港元  

 

 

  
 

 

 

數據來源：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5. 人口老化趨勢導致日益增加的長者護理需要  
 
 
5.1 本港人口急劇老化，據政府統計處推算，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

人口在未來 20 年間將急升約 120%，到 2034 年達至 230 萬人，而長者

佔整體人口的比例亦會由 15% 增至 30%。 15 屆時，照顧長者的人手

問題將對社會構成巨大挑戰，尤其不少長者可能有特別醫療和護理

需要 (圖 7)。  
 
 
圖 7 —— 2014 年至 2054 年期間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推算數字 * 
 
`  
 
 
 
 
 
 
 
 
 
 
 
 
 
註：  (*)  1994 年、 2004 年及 2014 年的長者人口為實際數字，其他年份的均為推算數字。

所有數字不包括外傭人數。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5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5)。  

 1994 2004 2014 2024 2034 2044 2054

60 萬  

長者佔整體人口

的比例  

65 歲或以上人士

的數目  80 萬  
100 萬  

170 萬

230 萬
250 萬 260 萬

10% 12% 15% 

23% 
30%

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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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現時部分外傭肩負照顧幼兒的工作，但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

預期社會對外傭的需求將更為殷切，以照顧家中長者。事實上，這新

趨勢已見於一些沒有年輕成員同住的長者家庭。舉例而言， 2016 年，

在 60 歲或以上長者單身住戶中， 9.7% 聘有外傭，比例較 1995 年的

2.5% 及 2005 年的 5.2% 顯著增加。同樣地，退休夫婦住戶聘用外傭的

比例亦在 1995 年至 2016 年期間由 2.5% 上升至 7.8%(圖 8)。 16 情況

令人關注到，外傭是否訓練有素，足以為體弱並可能需要接受醫療

護理的長者，提供長期護理支援。  
 
 
圖 8 —— 1995 年至 2016 年期間戶主年屆 60 歲或以上，並聘有外傭的

單身住戶及退休夫婦住戶的比例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5.3 除了外傭，本地家庭傭工亦可以分擔部分照顧工作。然而，

聘用本地家庭傭工的住戶數目相對較少，估計在 2000 年只有 25 700 個，

佔全港住戶數目的 1.2%。 17 儘管每年在僱員再培訓局接受家居服務

培訓的本地婦女約有 1 萬人，但此數目似乎只是杯水車薪，難以應付

本港人口老化帶來的潛在需求。  
  

                                                       
16 單 身 住 戶是 指 60 歲 或 以 上的 獨 居 人士 ， 而 退休 夫 婦 住戶 中 ， 戶主 須 為 60 歲 或 以上

人士。相關的統計數字是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編製。  
17 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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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外地方有關長者護理人力規劃的措施  
 
 
6.1 因長者護理需要增加而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

鄰近地方如日本、台灣及新加坡推出了以下政策措施，以應付護理

人員短缺的問題：  
 

(a) 資助有特別照顧需要的人士聘請外傭：新加坡政府為聘請

外傭照顧長者的家庭提供資助。自 2004 年起，聘用外傭

照顧家中長者的家庭，每月可獲 205 新加坡元 (1,152 港元 )
的外傭稅寬減。 18 低收入家庭如有成員需要接受長期護理

( 例 如 長 者 及 殘 疾 人 士 ) ， 更 可 申 領 每 月 120 新 加 坡 元

(674 港元 )的特別津貼，用以支付聘用外傭的部分開支。 19 
2012 年，在 75 歲或以上的新加坡人當中，約 50% 表示在

日常護理方面依賴外傭。  
 

台灣的長者及有需要的家庭，亦可獲發類似的生活津貼，

以減低聘用外傭提供家居為本的護理服務的開支。 20 有別

於香港，外傭在台灣多受聘用以擔當照顧者的角色，當中

99% 屬提供家居為本服務的護理員。 21 
 
(b) 為外傭提供度身訂造的長者護理培訓：為了讓外傭學習

照顧長者的基本技巧，新加坡僱主可讓外傭參加特定的

長 者 護 理 培 訓 課 程 ， 並 申 請 看 護 者 培 訓 津 貼 (Caregivers 
Training Grant)，用以支付部分的培訓費用。 22 培訓課程包括：

(i)外傭上任前接受為期兩天的長者護理培訓；及 (ii)開始

護理工作後，再接受 3 小時的在職培訓。  
  

                                                       
18 新加坡僱主須為每名外傭繳付每月 265 新加坡元 (1,489 港元 )的課稅。然而，若同住的

家 庭 成 員 中 ， 有 以 下 人 士 ： (a)  16 歲 以 下 的 子 女 或 孫 兒 ； (b)  6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

或 (c)殘疾人士；有關家庭則可獲稅項寬減，每名外傭每月的課稅金額為 60 新加坡元

(337 港元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of Singapore (2017)。  
19 家庭中如有成員無能力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下述活動的其中 3 項或以上，包括：進食、

洗 澡 、 穿 衣 、 上 落 床 ／ 坐 椅 、 如 廁 及 走 動 ， 便 被 視 為 合 資 格 申 領 女 傭 僱 主 補 貼

(Foreign Domestic Worker Grant)。請參閱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2017) 
及 Silver Pages (2017b)。  

20 台灣自 1992 年起輸入外傭，擔任長者護理工作。為配合相關政策目標，政府先後在 1993 年、

1995 年及 2008 年向長者發放各項津貼，鼓勵長者聘用外傭為照顧者。請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7)。  

21 請參閱 Ministry of Labor of Taiwan (2017)。  
22 在 看 護 年 長 者 女 傭 培 訓 計 劃 (Eldercarer Foreign Domestic Worker Scheme) 下 ， 培 訓 費 用 由

200 新加坡元 (1,124 港元 )至 500 新加坡元 (2,810 港元 )不等，視乎僱傭中介公司的收費及

對外傭的技能要求而定。然而，僱主可申請上限為 200 新加坡元 (1,124 港元 )的看護者

培訓津貼，以支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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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長者護理的外傭在台灣被稱為 "外籍家庭看護工 "，有關

外傭須在申請台灣工作簽證前，先接受最少 90 小時的護理

服務訓練。此外，他們亦須參加 24 小時至 70 小時的中文

培訓課程，以確保他們能與受 照顧者溝通。護理服務和

中文課程的培訓均在外傭的原居地進行，外傭須通過有關

評核，方能前往台灣。  
 
(c) 利 用 智 能 技 術 或 機 械 人 照 顧 長 者 ： 2015 年 ， 日 本 有

26.8% 的人口為 65 歲或以上長者，預計到 2025 年，長者

比例將增加至 30.3%。因此，日本有"超高齡國家"之稱，推算

到 2025 年，當地護理人員的短缺數目將達到 100 萬名。 23 
有別於新加坡和台灣，日本政府似乎較抗拒輸入外傭應付

護理長者的需要。反之，日本 鼓勵研發機械人，以照顧

長者及滿足其醫護需要。  
 

日本政府於 2015 年發布 "機器人新戰略 "，目的是在包括

醫 護 服 務 等 各 大 範 疇 下 ， 發 展 及 應 用 機 械 人 ， 以 及

在 2020 年之前，落實應用百多個採用機械人技術的醫療

護理裝置。 24 這類機械護理裝置能協助移動及扶抱長者，

幫助長者走動、如廁、洗澡，並設有監察系統，藉以協助

長者獨立生活。  
 
舉例而言，日本研製了一個名為 "ROBEAR"的看護機械人，

能協助扶抱長者起床、帶他們到浴室，以及攙扶他們坐上

輪椅。長者或其看護每日平均進行這類活動達 40 次，而

設計 ROBEAR 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的這些範疇協助長者。 25 
這看護機械人原型的成本估計作價 2,000 萬至 3,000 萬日圓

(130 萬至 190 萬港元 )，但隨着日後大量生產，預期成本

將會下降 (圖 9)。  
  

                                                       
23 據日本政府所述，該國對長期護理工人的需求將由 2012 年的 149 萬人增加至 2025 年的

237 萬至 249 萬人。請參閱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2015)。  
24 有關的機械人戰略訂岀 5 個發展範疇，包括： (a)製造業； (b)服務業； (c)醫護服務； (d)基建、

災難應變及建設；及 (e)農業及食品業。請參閱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2015)。 
25 請參閱 Rike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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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日本的看護機械人 "ROBEAR" 
 

 
看護機械人 ROBEAR。  

 
ROBEAR 抱起床上的人。  

 
ROBEAR 協助人坐上輪椅。  

 
相片來源： Riken。  

 
 
7. 觀察所得  
 
 
7.1 綜合上文分析，可歸納出下列各點：  
 

(a) 外傭是香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 40 年來持續輸入外傭

後，外傭已成為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 2016 年在港

外傭達 352 000 人，大部分來自菲律賓及印尼，佔本港整體

工作人口 9.3%，受僱於 11% 的本地住戶；  
 
(b) 外傭有助釋放本地已婚女性的生產力：在有就業女性及

育有子女的核心家庭中，約 44%聘有外傭，可見照顧幼兒

似 乎 是 很 多 本 港 外 傭 的 首 要 職 責 。 本 地 已 婚 女 性 投 身

職場，既讓其家庭生活質素得以提升，亦對推動本地經濟

發展作出貢獻；  
 
(c) 較高的就業收入有助改善外傭的家庭環境： 本港外傭的

規定最低工資約為菲律賓及印尼當地平均薪金的 2 倍至

3 倍。較高的收入不但能改善外傭的家庭環境，而且更能為

其國家提供穩定的匯款收入及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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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外傭需求日益增加，以提供長者護理服務：有跡象顯示

越來越多外傭將會負責照顧長者的工作，尤其是照料沒有

年輕家人同住的長者住戶。2016 年，約 10% 的 60 歲或以上

獨居長者聘用外傭，較 1995 年的 2.5%上升 3 倍。同時，

退休夫婦住戶聘用外傭的比例在同期由 2.5% 增加至 7.8%；  
 
(e) 人口老化帶來護理人員供不應求的挑戰：未來 20 年間，

長者人口估計將倍增至 2034 年的 230 萬人，社會關注到

香港是否有足夠訓練有素的人 手照顧長者，尤其是不少

長者可能有特別醫療和護理需要。有意見認為，香港仍未

準備好迎接這方面的人力需求挑戰；及  
 
(f ) 鄰近地方利用機械人及其他支援措施應付長者護理工作：

為應付人力需求的挑戰，日本 致力發展機械人應用，為

長者提供醫護照顧。新加坡及台灣則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其

家人設立特別津貼，聘請外傭 ，並為外傭提供度身訂造

課程，訓練外傭提供家居為本的長者護理服務。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7 年 7 月 20 日  
電話： 2871 2125 
 
------------------------------------------------------------------------------------------------------------------------------------------------------------------------------ 
研 究 簡 報 是 為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立 法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而 編 製 ， 它 們 並 非 法 律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 亦 不 應 以
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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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擁 有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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