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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001 年至 2016 年間的少數族裔人口 * 
 

 
 

註：  ( * )  本文所指的少數族裔人士全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圖 2 ―  2016 年南亞裔人士的選定社會經濟特徵  
 
 

 

南亞裔  
人士  

少數族裔  
人士  

整體  
人口 * 

貧窮率  
(政策介入前 )  25.7% 19.4% 19.9% 

非技術工人的比例  21.6% 12.7% 13.7% 
每月就業收入  
中位數  15,000港元 20,000港元 15,500港元 
失業率  5.3% 4.6% 3.7% 
租住私人房屋的  
住戶百分比  65.5% 51.5% 16.5% 

 

註：  ( * )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圖 3 ―  2016 年能夠書寫中文的南亞裔人士

比例 (按年齡組別劃分 ) 
 

 

重點  
 
 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撇除外籍
家庭傭工後的香港少數族裔

人口，在過去 15 年累升 61%至
2016 年約 263  600 人。少數族裔
人士在 2016 年佔本地人口 3.6%，
高於 2001 年的 2.4%。本港少數
族裔人士當中，南亞裔人士 (包括
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泊爾

人、孟加拉人及斯里蘭卡人 )於
2016 年佔 30%，亦較 2001 年的
25%為高 (圖  1)。  

 
 由於香港的南亞裔人士在就業上
面對不少挑戰，其民生情況備受

關注。 2016 年，本地南亞裔人士
的貧窮率為 26%，明顯高於少數
族裔人士的 19%和整體人口的
20%。相較本地勞動人口，南亞裔
人士較多從事較低技術職業，

賺取的月薪亦較低。南亞裔人士

在 2016 年的失業率為 5.3%，顯著
高於本地勞動人口的 3.7%。
再者， 66%的南亞裔住戶租住私人
樓宇，租金開支因而佔他們的

每月住戶收入的不少比例 (圖  2)。  
 
 教育方面，南亞裔人士面對語言
障礙，因為他們超過五分之四

未能書寫中文。雖然部分較年輕

一代的南亞裔人士在本港出生，

中文程度相對較佳，但其語言能

力仍令人關注。 2016 年，全港有
6  171 名 6 至 11 歲的南亞裔
兒童，應正接受小學教育，當中

只有 66%能夠書寫中文。另有
6  400 名 12 至 17 歲的南亞裔
兒童，應正接受中學教育，當中

只有 68%可以書寫中文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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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裔人士面對的教育挑戰 (續 ) 
 

 
 

 
圖 4 ―  報考中國語文科文憑試的非華語學生

數目  
 

 
 

圖 5 ―  2001 年至 2016 年間 18 至 22 歲
南亞裔人士接受學位教育的比例 * 

 

 
註：  ( * )  數字代表在香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學位課程的

人口比例，當中部分課程是教資會資助課程。  
 

圖 6 ―  政府用於非華語學生的人均額外
開支 * 

 

 
 

註：  ( * )  不包括被納入教育局整體開支的項目。  

重點  
 
 語言障礙令非華語學生更難入讀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 ")資助的
本地大學。 2017 年，共有 1 072 名
非華語學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文憑試 ")，但多達 968 名考生 (約佔
90%)未有報考中國語文科 ("中文科 ")
考試，而這個科目是教資會資助大學

的主要入學要求 (圖  4)。至於餘下
104 名應考中文科的非華語考生，
只有 27%的應考成績符合教資會資助
大學的入學要求，為香港全體考生的

56%合格比率的一半以下。  
 
 有見社會關注中文科文憑試對非華語
學生過於艱深，教資會資助大學自

2008 年起，在收生時會接納其他
國際中文考試的成績。此外，文憑試

在 2015 年推出應用學習中文科，
作為另一語文資格。 2017 年，該科
首屆 131 名非華語考生取得高達
88.5%的合格率。儘管有上述措施，
在 18 至 22 歲的南亞裔人士中，只有
10%在香港升讀學位課程 (包括非
教資會資助的學位課程 )，低於整體
人口相關比率 23%的一半 (圖  5)。  

 
 教育局近年一直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
支援，這方面的額外開支在 5 年間
飆升 519%至 2016-2017 年度的
2.66 億港元。同期的人均額外開支則
增加 452%至每人 8,720 港元 (圖  6)。
這些支援措施，包括向非華語學生入

讀的學校提供額外撥款、提供度身訂

造的中文學習課程及資助學生報考

國際中文考試。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Education 
Bureau及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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