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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18 年間，香港的整體工作人口累計增加了 567 000 人，當中
高達九成是女性，帶動她們在整體工作人口的比例由 37%躍升至
45%。新增女性勞動力填補了年長男性勞動力於陸續退休後，導致
的人力資源缺口，對本地經濟的貢獻與日俱增。  
 
雖然 25-54 歲的壯齡婦女勞動參與率在過去 21 年間由 59.7%躍升
至 72.7%，仍有約 458 000 名婦女現時並沒有從事經濟活動。若能
鼓勵她們工作，不單可紓緩未來人力供應減少的壓力，亦有助改善
基層家庭生計及促進社會流動。  
 
25-39 歲的較年輕母親的勞動參與率，在 2007-2018 年間倒退，部分
由於幼兒照顧服務嚴重不足及服務未能滿足用家要求。海外經驗
顯示，加強幼兒照顧服務是 "提升女性就業 "的其中一個最有效
方法。在 2019-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香港政府雖已提出多項
措施增加幼兒照顧服務供應，但卻面對土地短缺的限制。  
 
職場安排有欠彈性，亦窒礙母親就業。至少 5 萬名 30-59 歲的家庭
主婦表示，如有切合彈性工時等條件的 "合適工作 "出現，她們願意
投身職場。此外，她們亦須面對職場上的隱性家庭崗位歧視，導致
不時出現 "母職懲罰 "的僱員投訴。  
 
有關婦女就業和幼兒照顧服務的議題，屬人力事務委員會及福利
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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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婦 女 在 香 港 的 經 濟 貢 獻 與 日 俱 增 。 撇 除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外傭 ")後，本地女性工作人口在 1997-2018 年間累增 515 000 人至
166 萬人，增幅高達 45%。 1 與此相反，男性工作人口增長疲弱，增幅
只有 3%。2 若非該等額外婦女勞動力，本地經濟發展遠較現時遜色。有鑒
現時本地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3 僅為 50.8%，不單遠低於本地男性的
68.5%，亦遠遜多個先進經濟體婦女相應數字的最低 58%水平，顯示本港
婦女就業在未來仍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 4 
  

                                                      
1 本研究簡報的所有人力資源統計數字，全不包括外傭。政府統計處應資料研究組的

委託，編製部分未曾公開發布的統計數字。本文交互使用 "工作人口 "及 "勞動人口 "
兩個用詞，同為就業人數和失業人數的總和。  

2 1997-2018 年期間，本地男性工作人口只增加 52 000 人至 200 萬人，增幅為 3%。  
3 勞動人口參與率指各個年齡及性別組別的人口中，正在就業或求職的人口比例。  
4 以 2017 年為例，澳洲的整體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59.8%，加拿大為 61.5%，新西蘭
為 65.4%，而瑞典則為 70.2%。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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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然而，社會不斷有意見關注到，在職母親獲得的政策支援不足，

窒礙了本地婦女就業。 5 本研究簡報探討相關議題，首先概述香港整體
工作人口結構的近年變化，然後集中分析介乎 25-54 歲壯齡在職婦女
特徵，繼而扼述在職母親數量增加可為香港帶來的社會裨益，以及她們

面對的職場障礙。  
 
 
2. 香港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  
 
 
2.1 1997-2018 年間，香港的勞動人口累增 567 000 人至 366 萬人，
增幅為 18%。不過，受到整體人口的三大結構性變化的影響，勞動人口
的組合成分亦顯著變更。首先，本地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日益上升，因為
經單程通行證 ("單程證 ")計劃由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中，女性於過去
20 年間皆遠多於男性。 6 反映性別平衡的變化，本地人口的性別比率
(即相對每千名女性的男性數目 )，在 1996-2017 年間由 1 048 下跌 12%至
921。其次，男性於戰後一直是本港的主要勞動力來源，但難敵老化，
逐漸退休。再者，香港生育率嚴重低企，導致土生土長的年青人數目，
不足以填補長者退休後的人力資源缺口。 7 
 
2.2 在過去 21 年，本地勞動人口因而出現了下列結構性轉變 (圖 1)： 
 

(a) 工作人口老化：1997-2018 年間，55 歲及以上的較年長就業
人士比例，由 8%幾近增加兩倍至 23%。不過，15-39 歲的較
年輕就業人士相應比例，則由 60%大幅下滑至 42%。 8 全港
工作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因而由 1997 年的 36 歲顯著上揚至
2018 年的 43 歲，升幅高達 19%；  

 
(b) 兩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趨勢背道而馳：同期間，女性勞動
人口參與率由 45.1%穩步升至 50.8%，抵銷了男性在退休潮
下由 75.1%顯著下滑至 68.5%的相應跌幅；  

  

                                                      
5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2015)及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6 1997 年年中至 2018 年年底間，共有 103 萬名單程證持有人來港，當中 67%為女性。
請參閱 GovHK (2019a)。  

7 根據 2017 年的全球排名，香港的整體生育率 (即每千名女性的活產嬰兒數目 )
為 1 125 名，排名尾三，僅稍高於南韓 (1 052)及波多黎各 (1 101)。請參閱 World Bank 
(2019)。  

8 有關較年長人士就業的專題分析，詳見 2018 年 7 月發表的資料摘要。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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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增勞動人口九成源自女性：在上述 1997-2018 年間新增的
567 000 名勞動人口中，絕大部分為女性，高佔 91%。而男性
則僅佔 9%；及  

 
(d) 女性在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亦飆升：本地女性在 1997 年只佔
整體勞動人口 36.9%，但相應比例在 2018 年已顯著上升至
45.2%，增幅高達 8.4 個百分點，顯示女性在本地人力供應
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圖 1   1997-2018 年間的香港勞動人口組合成分變化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3 上述趨勢對本港的中長期人力資源供應，有深遠影響。根據政府

剛在 2019 年 5 月公布的 "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 "，預計 (a)55 歲及以上的
較年長僱員比例，將在 2027 年進一步升至 24%； (b)受到男性工作人口
進 一 步 縮 減 的 影 響 ， 整 體 工 作 人 口 在 2022-2027 年 期 間 將 減 少

100 700 人，減幅為 3%；及 (c)女性工作人口的比例，在 2027 年將升至
47.2%。另一方面，人力資源需求卻會隨着本地經濟持續增長而進一步
增加，此消彼長下，預計 2027 年出現的人力短缺，數目將多達 17 萬人，
為整體人力需求的 5%。 9 
  

                                                      
9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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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港在職壯齡女性的社會經濟特徵  
 
 
3.1 按照全球勞動力研究的做法，本文聚焦 25-54 歲的壯齡女性，
研究她們的工作選擇。由於不少 15-24 歲的年青人仍然在學，而 55 歲及
以上的中高齡人士則陸續退休，剔除這兩個年齡組別人士，可排除相關

影響。根據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為 2018 年編製的統計數字，本港現時
共有 167 萬名壯齡女性。  
 
3.2 相對於男性，壯齡婦女明顯呈現較為反覆的就業傾向，主要受

生育影響。現時從未結婚的壯齡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平均為 91.3%，但
相關比率在婚後卻而仍未有子女時跌至 79.4%，並在她們育有 0-14 歲子女
時進一步顯著下跌至 56.6%。 10 不過，當她們最年幼子女年滿 15 歲後，
身為人母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又會強勁反彈至 66.5%(圖 2)。  
 
 
圖 2   25-54 歲女性：2018 年按婚姻狀況及子女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

參與率  
 

 
 
 
 
 
 
 
 
 
 
 
 
 
 

註 :  (* )  包括已婚、喪偶、離婚及分居。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0 本節統計數字，主要由統計處應資料研究組的委託編製。母親相關的人力數據，相關
婦女須符合三條件，即 (a)曾經結婚； (b)是住戶中的戶主或其配偶；及 (c)正與子女
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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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97-2018 年間，本港壯齡女性在職人口躍增 326 000 人至
122 萬人，增幅為 37%，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亦由 59.7%上揚至
72.7%(圖 3)。11 大體而言，更多婦女投身工作，可歸因於下列的本地社會
經濟因素或現象：  
 

(a) 教育程度提高：由於本地教育機會迅速普及，具備專上學歷
的本地在職壯齡女性比例，在 1997-2018 年間由 25%倍增至
49%。教育程度較高的婦女一般從事較高技術及薪酬較優厚
的工作，增加了她們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 12 

 
(b) 外傭人數增加：香港的外傭人數在 20 年間倍增，上升 116%至

2017 年的 369 700 人。外傭可幫助已婚婦女分擔家務，令後者
可投身勞動市場。 13 反映這個發展趨勢，25-54 歲母親若與
外傭同住，其勞動人口參與率於 2018年高達 77.4%水平，遠高
於沒有外傭家庭的 55.5%相應比率；  

 
 
圖 3   25-54 歲女性： 1997-2018 年間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及具備

專上學歷的比例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1 與此相反，本地 25-54 歲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於過去 21 年由 97.0%下跌至

94.5%。  
12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Economist (2018a)。  
13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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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育率下降：本地女性傾向遲婚和延後生育，結婚年齡中位數
因而於過去 20 年由 27 歲延至 31 歲，首次生育的年齡亦由
29 歲延至 32 歲。加上市民傾向減少育兒數目，本地生育率在
2018 年跌至每千名女性只有 1 072 名嬰兒，屬全球最低之列。14 
諷刺地，這反令沒有子女的已婚女性更易投身工作。  

 
儘管如此，香港的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呈反向關係，部分

由於本港滯後的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這是值得注意的。以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為例，多個成員國政府
推行多項政策，支援母親在生育後繼續留在職場工作，當中

包括 (i)較長產假，平均為 18 周； (ii)彈性育兒假期，平均為
37 周，以便母親照顧幼兒； (iii)母親享有法定權利，向僱主
要求安排兼職工作或彈性工時；及 (iv)提供較多的幼兒照顧
服務。 15 因此，這些先進地方的生育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皆
可維持於較高水平。以英國為例，當地 25-54 歲女性的勞動
人口參與率於 2017 年高達 81.0%，生育率則為 1 790 名嬰兒，
兩者皆明顯優於香港的相應數字 (最近期為 72.7%和 1 072)；  

 
(d) 填補壯齡男性在職人口減少而出現的空缺：有別女性情況，
由於上文提及的人口老化及新移民因素，本地 25-54 歲男性
勞動人口在 1997-2018 年期間累減 174 000 人，減幅高達
12%。部份該等職位空缺，無可避免地須由女性填補；及  

 
(e) 經濟持續復甦有助創造更多職位：需求方面，本地經濟在
經歷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持續
復甦。過去 21 年合計，本地生產總值累計實質增長 96%，
創造逾 700 000 個新職位，有利吸納女性就業。 16 

 
 
3.4 1997-2018 年間，本地 25-54 歲在職女性呈現下列特徵。按職業
類別分析，她們從事管理和專業類別工作的比例，由 29%顯著上升至
46%，這與她們現時半數具備專上學歷相關。按工作時間分析，在職壯齡
女性中，兼職人士的比例在 21 年間由 5%幾乎倍增至 9%，高於同齡整體
工作人口的相應比率。 17 按就業收入分析， 25-54 歲女性的每月收入
中位數在 21 年間上升 80%至 2018 年的 18,000 港元，與整體工作人口的

                                                      
14 1997-2018 年間，25-54 歲曾經結婚的女性中，與子女同住的比例由 81%跌至 75%。 
15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a and 2017b)。  
16 新增職位包括外傭職位。  
17 兼職指每周自願工作少於 35 小時的人士。男女性合計的整體壯齡工作人口中，兼職
人士比例在 1997-2018 年間由 2.4%升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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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相應收入增幅相同。這顯示即使不少女性因育兒關係而須離開職場
一段時間，她們的生產力與整體工作人口大體相若。  
 
3.5 儘管香港 25-54 歲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 20 年躍升，但
它仍遠遠落後經合組織的多個先進地方，當中包括英國的 81.0%、德國
的 82.5%、加拿大的 82.9%、芬蘭的 83.6%和瑞典的 88.7%(圖 4)。這大體
由於這些地方推行可兼顧家庭和較具彈性的職場政策，讓婦女可在工作

與生活取得適當平衡。 18 
 
 
圖 4   1997-2017 年間 *選定先進地方的 25-54 歲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註：  (* )  香港的數據為 1997-2018 年。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及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4. 在職母親人口增加可望帶來的社會裨益  
 
 
4.1 香港仍有不少壯齡女性沒有投身工作， 2018 年的人數多達
458 000 人，當中九成曾經結婚，五分之四是母親。雖然部分家庭主婦
自願選擇離開職場，以便全時間照顧子女，但亦有部分女性由於要料理

家務，因而勉強放棄工作。事實上，在 25-54 歲非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
中，多達 81%表示 "打理家務 "是導致她們不就業的原因，繼後的是
"患病 "(5%)及 "進修 "(2%)。 19 根據香港大學 ("港大 ")為政府人口政策而

                                                      
18 在經合組織的成員國，父母在職場享有較大工作彈性，以便照顧子女及平衡生活。
逾 60%僱員可在工作日請假 1-2 小時處理個人或家庭事務，而 87%企業為僱員提供
某種形式的彈性工時安排 (如兼職、每天彈性上下班時間和在家工作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a及 2017b)。  

19 本節的統計數字，主要由統計處為資料研究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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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另一項公眾參與活動研究，有關女性就業課題共接獲 1 727 項
意見中，當中 "幼兒照顧服務 "是最受關注的範疇，佔所有意見的 50%。
其次是 "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 "，所佔比例為 28%。 20 
 
4.2 社會上有強烈倡議，認為應該推動更多支援政策，令有意工作

的非在職母親可重投工作。大體而言，更多已婚婦女重投職場，可為社會

帶來以下裨益：  
 

(a) 紓緩當前的人手短缺：如上文所述，香港整體勞動人口將於
2022 年開始縮減，並於 2040 年累計減少 200 000 人，在
20 年間的減幅高達 5%。 21 加上前述香港於 2027 年的推算
人力短缺數目高達 17 萬人，鼓勵更多非在職女性投身工作，
可望紓緩人手短缺的壓力；  

 
(b) 改善基層家庭生計：家庭收入多寡，主要取決於住戶的工作
成 員 數目 。全港 合 計， 單職核 心 家庭 的每月 住 戶收入

中位數，於 2018 年為 25,000 港元。雙職核心家庭方面，其
相應月入可增加逾倍至 54,400 港元。  

 
具體分析基層家庭狀況，該等家庭的母親勞動人口參與率

偏低，部分或因家中沒有外傭及居所附近沒有可負擔的

託兒服務。2018 年，收入最低四分一組別住戶的壯齡母親的
平均勞動人口參與率僅為 36.9%，而收入第二四分一組別
住戶的相應比率為 45.6%，兩者皆遠低於第三四分一組別的
63.1%及最高四分一組別的 74.4%(圖 5)。由於 "就業是脫貧的
最佳途徑 "，鼓勵低收入家庭的母親工作，有助部分家庭攀升
社會階梯； 22 及  

  

                                                      
20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21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及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9a)。  
22 GovH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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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降低兒童貧窮率及促進社會流動：兒童若長期陷於貧窮，
很可能導致呆滯的跨代社會流動。即使計及恆常現金援助，

2017 年本港 18 歲以下的兒童貧窮率仍處於 17.5%，連續 9 年
超出 17%的水平。 23 政府曾指出 "有兒童的貧窮住戶大多只
有一名就業成員 "。統計處的更詳細統計數字顯示，該等貧窮
家庭的唯一賺取收入成員，逾七成是男性。此外，在該等與

兒 童 同 住 的 貧 窮 家 庭 中 ， 母 親 的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只 有

26.9%。 24 本地關注團體多年來不時指出，不少基層母親均
願意就業，以改善家庭福祉。不過，由於下文提及的障礙，

未能成事。 25 
 

海外經驗亦顯示，母親就業確實有助改善兒童貧窮問題。根據

經合組織剛在 2018 年完成的實證研究，在職母親的家庭比例
每增加 10%，可減低兒童貧窮率 4%。 26 

 
 
圖 5   2018 年按家庭收入四等分組別劃分的 25-54 歲母親的勞動人口

參與率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3 本港貧窮兒童數目於 2017 年為 177 000 人。請參閱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 Economist 

(2018b)。  
24 統計處應資料研究組委託而編製的數字。  
2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19)及香港青年協會 (2018)。  
2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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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母親面對的就業障礙  
 
 
5.1 儘管上述裨益，不少本港母親仍未能投身工作，當中以須照顧

幼兒的年輕母親尤以為甚。反映此現象，25-39 歲的較年輕母親的勞動
人口參與率，在 2007-2018 年間倒退 1.3 個百分點至 54.1%，與早前
10 年飆升 9.4 個百分點，形成強烈對比 (圖 6)。與此相反，40-54 歲的
較年長母親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於過去 21 年持續顯著上升，由 1997 年
的 45.4%上升至 2007年的 56.5%，並在 2018年進一步上揚至 63.3%。27 這
反映年輕母親的工作意欲近年似已見頂，需要額外推動措施，打通瓶頸。 
 
 
圖 6   1997-2018 年間較年輕母親及較年長母親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5.2 簡單而言，本地母親現時面對以下就業障礙：  
 

(a) 3歲及以下的幼兒中心照顧服務嚴重不足：2018年，香港只有
約 1 730 個由資助機構為 2 歲以下幼兒而設的幼兒照顧服務
名額。 28 相對全港的 99 800 名同齡幼兒人口，只有不足 2%
可獲得幼兒中心照顧服務，與經合組織的 34%相應比率，大相

                                                      
27 1997-2018 年間，壯齡女性工作人口累計增加 326 000 人，當中幾乎全為 (97%) 

40-54 歲的較年長女性，而 25-39 歲的較年輕女性的貢獻度只有 3%。  
28 幼兒中心照顧服務由獨立幼兒中心及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提供。請參閱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2015)及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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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庭。29 根據港大於 2018 年完成的政府委託專項研究，全港
每年需要約 32 700 個 2 歲以下的幼兒照顧名額，是現有名額
數目的 19 倍 (圖 7)。 30 至於年齡稍大的 2-3 歲幼兒，情況
略佳，該等幼兒人口為 118 100 名，而中心照顧服務名額數目
則為 30 900 個。儘管這些幼兒獲得服務名額的機會稍為高企
於 26%，但港大研究報告指出市場需求量為 36 600 個，即仍
存在 16%的短缺額。  
 
面對幼兒照顧服務嚴重不足，除非家中聘有外傭或有親人

幫助照顧孩子，不少母親或因育兒而不得不放棄工作；  
 
 
圖 7   2018 年的幼兒中心照顧服務 ^ 
 
 
 
 
 
 
 
 
 
 
 
 
 
 
 
 
 
 
 
 
 
 

註：  (^ )  數字進位至整數百位。  
 (* )  整體市場需求由政府委聘的顧問估算，並以 2016 年作為參考年度。  
 (# )  由獨立幼兒中心及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提供的服務。  
數據來源：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及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9 2014 年，經合組織內約 34%的 0-2 歲幼兒接受正規幼兒照顧服務。此外，多達
三分之二的經合組織成員國認為， "加強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是 "提升女性就業 "的
其中一個最有效方法。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a及 2017b)。  

30 社會福利署委託港大進行 "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於 2018 年完成。以
2016 年為參考年度，顧問把 2 歲以下的幼兒照顧服務的市場需求量化為 32 736 個，
而 2-3 歲幼兒的需求量則為 36 568 個。該研究亦建議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中，為幼兒中心照顧服務納入規劃比率，每 2 萬人口提供 103 個名額。政府原則上
接受研究結果。請參閱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及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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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幼兒照顧服務未能滿足用家要求：儘管服務供應嚴重不足，
本地幼兒照顧服務的實際使用率卻偏低，在 2018 年僅為
64%。這問題可歸因於現有幼兒服務的種種限制，未能滿足
母親的具體要求。  

 
首先，幼兒中心照顧服務收費對基層家庭似乎過於昂貴，
因 為 政 府 僅 資 助 該 等 服 務 約 20% 的 營 運 成 本 。 31 
在 2018-2019 年度，2 歲以下的幼兒中心照顧服務的中位數
月費為 5,537 港元，2-3 歲幼兒的相應月費則為 4,150 港元。
相對全港收入最低的一半家庭中，其在職壯齡母親的每月

就業收入中位數於 2018 年僅為 8,800-10,500 港元，相關
服務費高佔該等母親工作收入約一半 (40%至 63%)。扣除幼兒
照顧服務月費及交通開支後，基層在職母親的淨收入頗為

微薄，幫補家計有限，變相削弱了她們投身工作的意欲和使

用幼兒照顧服務的誘因； 32 
 
其次，服務時間對在職母親而言偏短。計及往返工作地點的
交通時間，這些幼兒照顧服務需要運作約 9-10 小時，才可讓
母親全職工作。然而，約四分三的幼兒中心僅提供半日服務

(每日約 3 小時 )，這對在職母親來說是偏短；  
 
再者，幼兒照顧服務名額的地區分配頗不平均。2018 年，按
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排序的最高的 4 個區議會分區，其幼兒
照顧服務名額的供應量約為 8 000 個，高佔全港總數的 25%，
但其服務使用率只有 45%(圖 8)。33 與此相反，住戶月入最低
的 4 個區議會分區，則只有 4 500 個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只佔
全港總數的 14%，但其服務使用率則高達 74%。34 這顯示收入
較低地區的服務短缺程度，遠高於收入較高地區。在地區

服務供求錯配下，收入最低 4 個區議會分區的 25-54 歲母親
的平均勞動人口參與率僅為 58%，亦明顯低於收入最高 4 個
區議會分區的相應數字 (63%)；  

 
  

                                                      
31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9c)及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32 有需要的家庭在通過經濟審查後，可透過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申請
減免 50%-100%的服務費。不過，審查準則據報非常嚴格。請參閱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2015)及蔡蘇淑賢 (2018)。  

33 收入最高的 4 個區議會分區是灣仔、中西區、西貢及南區。  
34 收入最低的 4 個區議會分區是觀塘、深水埗、黃大仙及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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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8 年選定區議會分區的幼兒中心照顧服務分布 * 
 
 
 
 
 
 
 
 
 
 
 
 
 
 
 
 
 
 
 
 
 

 
 
 
註：  (* )  全港 18 個區議會分區按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由高至低排列。數字進位至整數百位。 
 (# )  2017 年的貧窮數字。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及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c) 4-6 歲幼稚園學童上學時間偏短：本港在 2018/19 學年約有
174 400 名 3-5 歲幼童就讀幼稚園，但這對減輕母親的照顧
負擔幫助有限。因為當中多達四分三的幼稚園名額為半日制

班級，每天只上學 3-3.5 小時。學童上學時間太短，不足以
讓母親投身工作； 35 

 
(d) 職場安排欠彈性：一般而言，幼兒父母不單需要較具彈性的
工時安排，亦不時需要臨時請假，以便照顧幼兒。但本地僱主

通常較少作出該等彈性安排。雖然政府推動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但主要屬自願參與性質，而僱主反應據報亦不踴躍。36 
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經合組織不少先進地方的僱員工時安排

較具彈性；而在職母親甚至享有法定權利，向僱主要求安排

兼職工作或彈性工時； 37 及  
  

                                                      
35 在 2018/19 學年，本港約有 73%的幼稚園學額屬半日制班級 (每天 3-3.5 小時 )，15%為
全日制學額 (7-7.5 小時，包括午膳及午睡時間 )，餘下則為長全日制班級 (10 小時 )。
請參閱 Committee on Fre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2015)、 Education Bureau (2019)及香港青年
協會 (2018)。  

36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2015)及香港青年協會 (2018)。  
3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及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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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家庭崗位歧視：《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於 1997 年 6 月經制訂
後，僱主如基於家庭崗位 (即照顧直系家庭成員 )而歧視
僱員，即屬違法。然而，根據 2018 年公布的一項最近調查，
約 7.8%肩負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表示在職場曾被歧視，主要
反映在招聘、解僱的過程和日常工作上。"要照顧年幼孩子的
母親 "為常見的歧視對象，導致出現 "母職懲罰 "的投訴。 38 

 
2007-2018 年間，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每年平均接獲
156 宗與《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相關的職場查詢，並年均處理
21 宗相關投訴。然而，平機會委任的顧問在 2018 年指出，
家庭崗位歧視是一種 "隱藏得較深的歧視 "，只有少數受害者
會作出舉報。 39 故此，上述數字未必全面反映現實。  
 
 

5.3 根據統計處在 2018 年進行調查的結果，年齡介乎 30-59 歲的
家庭主婦中，至少 5 萬人 (佔整體人數的 10%)表示，如有切合自身需要
條件的 "合適工作 "出現，她們會願意投身工作，而該等條件包括彈性
工時、工作地點接近居所和合理薪金等。 40 這亦印證了前文所述的初步
論據，倘若能夠應對各種職場障礙，女性就業應有進一步增長潛力。  
 
5.4 政府在 2015 年制訂人口政策時，已表示知悉 "釋放婦女勞動
潛力 "的重要性。41 政府在 2018 年施政報告及 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作出若干加強幼兒照顧服務的政策承諾，當中包括 (a)計劃分階段增加
400個長時間全日制幼兒照顧服務名額；(b)在 2019-2020年度將幼兒資助
服務的規劃比率，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c)優化幼兒中心的
合資格工作人員的人手比例； (d)提高對低收入服務使用者的資助金額；
(e)開拓更多元化的幼兒照顧服務 (即家居照顧及課餘託管服務 )。與此
同時，婦女事務委員會計劃在 2019 年開展另一項有關女性就業的研究，
探討在就業決定過程中， "不同群組婦女面對的困難 "。 42 
 
5.5 雖然上述措施向前邁進一大步，但當中部分措施落實需時

甚久。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納入新規劃比率為例，政府須在全港

18 區分別撥地興建幼兒照顧設施，又或購入適合改建為該等設施的現有
物業。43 在目前土地嚴重短缺下，兩個選項皆甚具挑戰性。事實上，政府

                                                      
38 然而，該研究的受訪僱主則表示職場中 "沒有出現家庭崗位歧視 "。詳情請參閱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39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40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9a)及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9)。  
41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6)。  
42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8及 2019c)。  
43 在 2019-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撥款 200 億港元，3 年內購置 158 個現有
物業，設立 130 項社會福利設施，當中包括 28 間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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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表示 "無法提供時間表 "以達至相關規劃比率，或需 "10 年或以上的
時間 "。 44 因此，在職母親的壓力，中長期內難以顯著改善。  
 
 
6. 觀察所得  
 
 
6.1  根據上文分析，可歸納出以下各項要點︰  
 

(a) 本地工作人口面臨的縮減壓力：本地工作人口漸趨老化，
55 歲及以上僱員的比例在 1997-2018 年間由 8%增加兩倍至
23%。加上處於極低水平的本地生育率，預計工作人口在
2022-2027 年間將減少 100 700 人，減幅為 3%。引發的人手
短缺數目將於 2027 年達到 17 萬人，為整體人力需求的 5%； 

 
(b) 本地壯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升至 72.7%：25-54 歲的本地壯齡
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 21 年間由 59.7%飆升至 72.7%，
帶動女性在本地工作人口的比例由 37%顯著上升至 45%。
事實上，1997-2018 年間全港新增的 567 000 名勞動人口中，
高達九成是婦女。若非該等額外女性勞動力，香港的經濟發展

應遠較現時遜色；  
 
(c) 女性就業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裨益：本港於 2018 年共有

458 000 名壯齡女性沒有投身工作，當中八成是因為料理家務
和照顧子女的責任。鼓勵她們投身工作，可為社會帶來多種

裨益，當中包括 (i)紓緩工作人口減少的壓力； (ii)改善基層
家庭生計，因為在收入最低四分一組別的住戶中，母親的勞動

人口參與率僅為最高四分一組別的一半；及 (ii i)紓緩兒童貧窮
問題，因為這些貧窮兒童大多來自只有一名工作成員的

家庭，而這名工作成員大多為男性；  
 
(d) 25-39 歲 的 年 輕 母 親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已 達 瓶 頸 ： 過 去

11 年間，25-39 歲較年輕母親的就業比率倒退至 54.1%，部分
由於需要照顧年幼子女。相比之下，40-54 歲較年長母親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則顯著上升 7 個百分點至 63.3%。這反映
前者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似已見頂，需要額外推動政策；  

  

                                                      
44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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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足的幼兒照顧服務窒礙母親就業：香港只有約 15%的 3 歲
及以下幼兒，可獲得幼兒中心照顧服務。再者，該等服務存在

多種限制 (例如服務時間過短、收費過高和地域錯配 )，導致
使用率偏低，只有 64%。在政策支援不足下，不少幼兒母親
未能投身工作；  

 
(f) 幼兒中心照顧服務的不平均分布： 2018 年，全港每月住戶
收入最高的 4 個區議會分區中，其幼兒照顧服務名額高佔
全港總額的 25%，但其使用率只有 45%。與此相反，收入最低
4個區議會分區的服務名額僅為全港總額的 14%，但其使用率
卻高達 74%。這顯示低收入地區的服務短缺較為嚴重，窒礙
了區內母親的就業意欲；及  

 
(g) 欠彈性的職場政策亦削弱母親就業：至少 5 萬名家庭主婦
表示，如有切合彈性工時等條件的 "合適工作 "出現，她們
願意投身職場。雖然 7.8%肩負照顧家庭責任的僱員聲稱在
職場曾被歧視，當中以 "母職懲罰 "最為明顯。不過，同一調查
的受訪僱主則表示，職場中沒有出現家庭崗位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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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存。本期研究簡報的文件編號為 RB02/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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