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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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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意 立法會秘書處將此文件上載至立法會網頁，供公眾參閱 

 

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回應數據總表 

 

1. 受訪者性別 回應 百分比 

男 100 96.2% 

女 4 3.8% 

總數 104 100% 

 

2. 受訪者年齡 回應 百分比 

20-29 2 1.9% 

30-39 10 9.6% 

40-49 25 24.1% 

50-59 42 40.4% 

60-69 20 19.2% 

70-79 5 4.8% 

總數 104 100% 

 

3. 教育程度 回應 百分比 

小學 25 24% 

中一至中三 39 37.5% 

中四至中五 26 25% 

預科 5 4.8% 

大專或以上 9 8.7% 

總數 104 100% 

 

4. 婚姻狀況 回應 百分比 

未婚 36 34.6% 

已婚 24 23.1% 

分居 15 14.4% 

離婚 29 27.9% 

喪偶 0 0% 

總數 1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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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家者類型 回應 百分比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  5 4.8%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前已成為無家者 

3 2.9%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後才成為無家者 

29 27.9% 

本地無家者，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後才成為無家者 

38 36.5% 

本地無家者，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前才成為無家者 

29 27.9% 

總數 104 100% 

6. 你現在哪裡居住 回應 百分比 

露宿-連鎖快餐店 34 32.7% 

露宿-公園 28 26.9% 

露宿-球場 8 7.7% 

露宿-網吧 2 1.9% 

露宿-隧道 1 1% 

宿舍 3 2.9% 

賓館 13 12.5% 

套房 1 1% 

板房 1 1% 

床位 6 5.8% 

剛出隔離營 2 2% 

其他: 住朋友家/ 公司/ 碼頭/ 垃圾站/  5 5% 

總數 104 100% 

 

 

7.  最近一次，何時起露宿或面臨露宿 回應 百分比 

2010 年或之前 3 2.9% 

2011 年至 2015 年 5 4.8% 

2016 年至 2019 年 12 月之前 13 12.5% 

2019 年 12 月 6 5.8% 

2020 年 1 月 15 14.4% 

2020 年 2 月 24 23.1% 

2020 年 3 月 25 24% 

2020 年 4 月 12 11.5% 

2020 年 5 月 1 1% 

總數 104 100% 

8.  最近一次，露宿了多久(月)  回應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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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月 52 50% 

2 個月 13 12.5% 

3 個月 8 7.7% 

4 個月 9 8.7% 

5 個月 2 1.9% 

6 個月 3 2.9% 

12-24 個月 5 4.8% 

25-48 個月 6 5.8% 

49 個月或以上 6 5.8% 

總數 104 100% 

 

9.  曾露宿次數 ( 包括最近一次) 回應 百分比 

1 次 63 60.6% 

2 次 14 13.5% 

3 次 11 10.6% 

4 次 2 1.9% 

5 次 3 2.9% 

6 次 4 3.8% 

7 次 1 1% 

8 次 2 1.9% 

10 次或以上 4 3.8% 

總數 104 100% 

 

10.  疫情爆發前受訪者的常居地 回應 百分比 

香港 57 54.8% 

大陸 44 42.3% 

澳門 2 1.9% 

英國 1 1% 

總數 104 100% 

 

11. 回流港人非在香港居住的原因 (N=47)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租金較便宜 44 43.6% 93.6% 

當地生活消費水平較低 41 40.6% 87.2% 

與家人同住 12 11.9% 25.5% 

在當地工作 3 3% 6.4% 

其他: 在賭場有免費食物 1 0.9% 2.1% 

總數 101 100% 214..8% 

 

12. 回流港人回流月份 (N=47) 回應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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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或之前 2 4.2% 

2020 年 1 月 2 4.2% 

2020 年 2 月 18 38.3% 

2020 年 3 月 18 38.3% 

2020 年 4 月 6 12.8% 

2020 年 5 月 1 2.1% 

總數 104 100% 

 

13. 你為什麼選擇回流香港 (N=47)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因失業導致未能交租 42 42.9% 89.4% 

因在港工作，擔心需要被隔離 14 天 38 38.8% 80.9% 

因再入境大陸需要被隔離 11 11.2% 23.4% 

不願在大陸被隔離 2 2% 4.2% 

因病需回港就醫 2 2% 4.2% 

失業回港找工作 2 2% 4.2% 

其他 1 1% 2.1% 

總數 98 100% 208.4% 

 

14. 於疫情爆發前，領取福利情況 回應 百分比 

沒有領取任何福利 101 97.1% 

長者生活津貼 3 2.9% 

綜援 0 0% 

生果金 0 0% 

傷殘津貼 0 0% 

在職家庭津貼 0 0% 

總數 104 100% 

 

 

 

 

 

 

 

 

 

 

15. 疫情前後，如何維生 (N=104) 疫情前 疫情後 

工作收入 102 (98.1%) 5(4.8%) 

親友支援 2 (1.9%)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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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 0(0%) 3(2.9%) 

積蓄 1 (1%) 80(76.9%) 

借貸度日 1(1%) 28(26.9%) 

綜援 0(0%) 1(1%) 

退休金 0(0%) 0(0%) 

長者生活津貼 0(0%) 0(0%) 

生果金 0(0%) 0(0%) 

傷殘津貼 0(0%) 0(0%) 

在職家庭津貼 0(0%) 0(0%) 

其他 1(1%) 4(3.8%) 

總數 107 (103%) 126 (121.1%) 

 

16. 疫情前後的工作性質 (N=104) 疫情前 疫情後 

全職 40 (38.5%) 0 (0%) 

兼職 8 (7.7%) 4 (3.9%) 

散工 50 (48.1%) 2 (1.9%) 

自僱 8 (7.7%) 2 (1.9%) 

失業 1 (1%) 96 (92.3%) 

退休 1 (1%) 1 (1%) 

其他 1 (1%) 0 (0%) 

總數 109 (105%) 105 (101%) 

 

17. 疫情前後的平均收入 (N=104) 疫情前 疫情後 

0 1 (1%) 95 (91.3%) 

1-3000 2 (1.9%) 3 (2.9%) 

3001-5000 7 (6.7%) 2 (1.9%) 

5001-10000 34 (32.7%) 4 (3.8%) 

10001-20000 54 (51.9%) 0 (0%) 

20001-40000 5 (4.8%) 0 (0%) 

40001 或以上 1 (1%) 0 (0%) 

總數 104 (100%) 104 (100%) 

 

 

 

 

18. 從事那類型工作 (N=104)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地盤 14 12.1% 13.5% 

清潔 16 13.8% 15.4% 

運輸/跟車 16 13.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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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 3 2.6% 2.9% 

保安 2 1.7% 1.9% 

倉務 9 7.8% 8.7% 

飲食 32 27.6% 30.8% 

沒有工作 2 1.7% 1.9% 

其他: 22 19% 21.2% 

總數 116 100% 111.7% 

 

19. 工作在疫情期間的影響  (N=104)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遭解僱 54 45.4% 51.9% 

減薪 4 3.4% 3.8% 

減工時 11 9.2% 10.6% 

被要求放無薪假 28 23.5% 26.9% 

沒有受到影響 1 0.8% 1% 

疫情已沒有工作 6 5% 5.8% 

公司倒閉 5 4.2% 4.8% 

自僱沒有工作 4 3.4% 3.8% 

其他: 6 5% 5.8% 

總數 119 100% 114.4% 

 

20. 1 月至今，曾否尋找工作 回應 百分比 

曾 95 91.3% 

否 9 8.7% 

總數 104 100% 

 

21. 1 月至今，你曾尋找過多少份工作 回應 百分比 

0 14 13.5% 

1-5 29 27.9% 

6-10 24 23.1% 

11-20 24 23.1% 

31 以上 13 12.5% 

總數 104 100% 

 

 

22. 如你正在失業，你估計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再次就業? 回應 百分比 

1-2 個月 40 38.5% 

3-4 個月 27 26% 

5-6 個月 23 22.1% 

6 個月以上 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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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上 2 1.9% 

不適用 3 2.9% 

其他 2 2% 

總數 104 100% 

 

23. 2020 年 1 月至今，曾否受惠政府的 300 億抗疫基金? 回應 百分比 

沒有受惠 97 93.3% 

建築行業基金 4 3.8% 

清潔行業基金 2 1.9% 

其他 1 1% 

總數 104 100% 

 

24. 沒有受惠的原因 (N=97)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沒有領取職津/學津 87 34.9% 89.7% 

主要僱主受惠，僱員並不受惠 66 26.5% 65.5% 

不是以上行業 41 16.5% 42.7% 

不知道有這些基金 18 7.2% 19.6% 

已失業或一直沒有供強積金 27 10.8% 27.8% 

其他: 10 4% 10.3% 

總數 249 100% 255.6% 

 

25. 2020 年 1 月至今，曾否申請及時雨基金/抗逆基金? 回應 百分比 

有 46 44.2% 

沒有 58 55.8% 

總數 104 100% 

 

26. 如有，及時雨基金獲批金額?  (N=37) 回應 百分比 

$2000 或以下 2 5.4% 

$2001-$3000 3 8.1% 

$3001-$4000 3 8.1% 

$4001-$5000 5 13.5% 

$5001 或以上 24 64.9% 

總數 37 100% 

27. 如有，請問申請了多少天才獲發資助?  (N=35) 回應 百分比 

7 天以內 13 37.1% 

8 天至 14 天 12 34.3% 

15 天至 21 天 5 14.3% 

22 天或以上 5 14.3% 

總數 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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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正在申請中，請問至今申請了多少天?  (N=11) 回應 百分比 

3 天 2 18.2% 

7 天 1 9.1% 

14 天 4 36.4% 

30 天 4 36.4% 

總數 11 100% 

 

29. 及時雨基金/抗疫基金是否有效幫助你解決經濟困難? (N=69) 回應 百分比 

能夠 3 4.3% 

不能夠 19 27.5% 

部份能夠 47 68.1% 

總數 69 100% 

 

30. 部份能夠/不能夠有效幫助的原因 

(N=80)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手續太繁複 6 5.5% 7.5% 

申請門檻太高 1 0.9% 1.3% 

資助金額太少 17 15.6% 21.3% 

一次性幫助太大 46 42.2% 57.5% 

申請需時太長 19 17.4% 23.8% 

不知道有此基金 16 14.6% 20% 

其他: 4 3.7% 5% 

總數 109 100% 136.4% 

 

31. 2020 年 1 月至今，曾否申請綜援? 回應 百分比 

有 28 26.9% 

沒有 76 73.1% 

總數 104 100% 

 

 

 

32. 如沒有申請綜援的原因 (N=76)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沒有需要 8 5.8% 10.5% 

沒有經濟能力支付查察過去一年銀行紀錄 6 4.3% 7.9% 

沒有通訊地址申請強積金紀錄 5 3.6% 6.6% 

沒有能力預備申請綜援所需的證明 2 1.4% 2.6% 

領取綜援人士形象負面 17 12.2% 22.4% 

不希望申請綜援 55 39.6%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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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自力更生 32 23% 42.1% 

申請者的收入上限太低 0 0% 0% 

綜援資助額太低 0 0% 0% 

因有出入境日數限制 3 2.2% 3.9% 

其他 11 7.9% 14.5% 

總數 139 100% 182.9% 

 

33. 如曾成功申請綜援，申請了多少天才獲批?  (N=12) 回應 百分比 

10 天 1 8.3% 

30 天 6 50% 

35 天 1 8.3% 

36 天 1 8.3% 

60 天 2 16.7% 

90 天 1 8.3% 

總數 12 100% 

 

34. 如正在申請綜援中，申請了多少天?  (N=17) 回應 百分比 

7 天內 7 41.2% 

8 天至 29 天 3 17.6% 

30 天至 39 天 6 35.3% 

60 天 1 5.9% 

總數 17 100% 

 

 

 

 

 

 

 

 

 

35. 如曾申請/申請綜援中，曾否遇到以下

困難  (N=38)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沒有經濟能力支付查察過去一年銀行紀錄 28 36.8% 73.7% 

沒有通訊地址申請強積金紀錄 25 32.9% 65.8% 

沒有能力預備申請綜援所需的證明，導致

30 天仍未成功申請 

6 7.9% 15.8% 

保障部局部時間開放，導致 30 天仍未成功

申請 

5 6.6%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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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轉區，延遲 2 星期 1 1.3% 2.6% 

無銀行戶口 3 3.9% 7.9% 

沒有收信地址 1 1.3% 2.6% 

其他 7 9.2% 18.4% 

總數 76 100% 200% 

 

36. 你曾否因回流香港而需要入住政府隔離營 (N=104) 回應 百分比 

有 37 35.6% 

沒有 67 64.4% 

總數 104 100% 

 

37.隔離期間及完成 14 天隔離，政府有否協助你離營的

住宿及福利安排 (N=37) 

回應 百分比 

有 0 100% 

沒有 37 100% 

總數 37 100% 

 

38. 你估計疫情還會持續多久?  (N=104) 回應 百分比 

3 個月內 28 26.9%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48 46.2% 

6 個月以上至 9 個月 19 18.3% 

9 個月以上至 12 個月 1 1% 

1 年以上 7 6.7% 

其他 1 1% 

總數 104 100% 

 

 

 

 

 

39. 你認為疫情對你有哪種程度的影響? (N=104) 

(0-10 分，10 為最影響最嚴重)   

回應 百分比 

10 分 61 58.7% 

9 分 9 8.7% 

8 分 16 15.4% 

7 分 5 4.8% 

6 分 7 6.7% 

5 分 5 4.8% 

1 分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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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104 100% 

 

40. 你認為疫情對你有哪些影響? (N=104)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影響就業 96 18.4% 92.3% 

影響經濟收入 99 19% 95.2% 

回流香港沒有支援 43 8.2% 41.3% 

快餐店曾暫停晚上堂食導致沒有地方留宿 40 7.7% 38.5% 

公共衞生設施關閉導致未能洗澡 30 5.7% 28.8% 

擔心受感染的壓力 72 13.8% 69.2% 

沒能力購買防疫物資 47 9% 45.2% 

口罩數量不多，使用數天才能更換 65 12.5% 62.5% 

暫停公共飲水設施，沒有能力購買食水/需

減少喝水 

8 1.5% 7.7% 

社福機構有限度運作，致求助服務受影響 11 2.1% 10.6% 

其他 11 2.1% 10.6% 

總數 522 100% 501.9% 

 

41. 你認政府於疫情期間應提供什麼援助? (N=104) 回應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失業援助金 101 33.8% 97.1% 

開放收容中心/固定居所予無家者/有需要人士 75 25.1% 72.1% 

豁免首次回港回流港人$2800 隔離營收費 39 13% 37.5% 

隔離期間協助在港無居住地點的市民離營的住宿安排 19 6.3% 18.3% 

增加抗疫基金援助金額 55 18.4% 52.9% 

放寬抗疫基金申請資格 6 2% 5.8% 

其他 4 1.3% 3.8% 

總數 299 100% 501.9% 

 

  

 

42. 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你建議最長提供多長時

間 (月)(N=104) 

回應 百分比 

1 至 2 個月 6 5.8% 

3 至 4 個月 28 26.9% 

5 至 6 個月 58 55.8% 

7 至 12 個月 12 11.5% 

總數 104 100% 

 

 

43. 如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你建議每月多少金額? 回應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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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4) 

0-2999 3 2.9% 

3000-5999 22 21.2% 

6000-8999 59 56.7% 

9000 或以上 20 19.2% 

總數 1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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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意 立法會秘書處將此文件上載至立法會網頁，供公眾參閱 

 

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結果圖表及比較圖表 

 

 

術語／簡稱

（Terminology） 

解釋 

2012 年非綜援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2）2012 香港非綜援露宿者研究報告 

2013 年 HOPE 調查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城青優權計劃（2014）全港無
家者人口統計行動(HOPE)2013 調查報告 

2015 年 HOPE 調查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城青優權計劃（2016）全港無
家者人口統計行動(HOPE)2015 調查報告 

2017 年再露宿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7）再露宿研究 2017 研究報告 

2017 年廿四小時快

餐店無家者人口點算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凌晨 12 時至 4 時期

間進行的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人口點算 

2018 年社協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8）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 研究報告 

2019 年社協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19）廿四小時快餐店無家者 研究報告 

2020 年社協調查

（即本次研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對非綜援無家者的影響 問卷調查 2020 

 

圖表 A 社會福利署(社署)無家者登記人數 VS 民間調查無家者人口數字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過去 7 年增長率 

(比較 13-19 年) 

民間調查 

無家者人數 

1414 

(Hope) 

1614 

(Hope) 
／ ／ ／ ／ 

社署登記無家者

人數 

780 890 1075 1270 1348 72.8% 

民間調查 

廿四小時快餐店

無家者人數 

57 

(Hope) 

256 

(Hope) 

384 

(社協) 

448 

(社協) 

／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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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B 首次露宿比較 

  

2015 年 HOPE 調查 
2018 年社協 

調查 

2019 年社協 

快餐店研究 

2020 年社協 

非綜援無家者 

問卷調查 

無家者 
廿四小時快

餐店無家者 

廿四小時快餐

店無家者 

廿四小時快餐店

無家者 

 

無家者 

首次露宿 36.70% 77.00% 45.70% 35.00% 60.6% 

再次露宿 63.30% 23.00% 54.30% 65.00% 39.4% 

 

圖表 C  露宿次數比較 

 
2013 年 

HOPE 調查 

2015 年 

HOPE 調查  

2018 年 

社協調查 

2019 年 

社協調查 

(6 年間的增長率) 

2020 年社協 

非綜援無家者 

問卷調查 

露宿平均

次數 

2.8 次 

 

4.18 次 3.1 次 4.16 次 

(49%) 

2.47 次 

(中位數 1 次) 

 

 

圖表 D 露宿持續時間比較 

 
 

 

 

 

 

 

 

圖表 E 疫情前後無家者就業及收入比較 

  

2015 年 HOPE 調查 
2017 年社協 

再露宿調查 

2019 年社協 

快餐店研究 

2020 年社協 

非綜援無家者 

問卷調查 

無家者 
廿四小時快

餐店無家者 
無家者 

廿四小時快

餐店無家者 
無家者 

廿四小時

快餐店無

家者 

無家者 

中位數 8 年 1.5 年 7 年 23.4 個月 ／ 27.3 個月   1.5 個月 

平均數 5.1 年 3.0 年 8.7 年 9.5 個月 ／ 18.7 個月   
10.7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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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爆發前 疫情爆發後 

就業 98.1% 4.8% 

失業 1% 92.3% 

全職工作 38.5% 0% 

兼職/散工 55.8% 5.8% 

平均收入 (整體) 12760.6 473.2 

收入中位數(整體) 12000 0 

平均收入  (有工作人士) - 4888 

收入中位數 (有工作人士) - 4000 

 

圖表 F    無家者月收入比較 

  

2015 年 HOPE 調

查 

2017 年

社協再露

宿調查 

2018 年

社協調查 

2019 年

社協調查 

2020 年社協調查 

無家者 
快 餐 店

無家者 
無家者 

快餐店無

家者 

快餐店無

家者 

疫情前 疫情後 

(整體) 

疫情後 

(有工

作) 

月收入 

平均數 
6824 元 8690 元 5542.9 元 9932.5 元 7772.6 元 

12760.6 元 473.2 元 4888 元 

月收入 

中位數 
6377 元 6700 元 4000 元 9600 元 8125 元 

12000 元 0 元 4000 元 

 

圖表 G   無家者性別比較 

 

2015 年 HOPE 調查  

社會福利署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的

登記數字 

2019 年社協調查 

2020 年社協 

非綜援無家者 

問卷調查 

 

無家者 

廿四小時 

快餐店無 

家者 

無家者 

無家者 非綜援無家者 

男

性 
332 

 (92.5%) 

64  

(82.05%) 

1141 

 (89.8%) 

376 

 (83.9%) 

100 

(96.2%) 

女

性 
27 (7.5%) 14 (17.95%) 

129  

(10.2%) 

72 

(16.1%) 

4 

(3.8%) 

 
 

圖表 H  非綜援無家者與整體無家者年齡對比(2011 – 2020) 

年齡分佈 2011/12 年立法會秘書處 2017/18 年立法會秘 2020 年社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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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研究組 

 

(N=511) 

書處 

資料研究組 

(N=1127) 

非綜援無家者 

問卷調查 

(N=104) 

30 歲以下 75 (14.6%) 41 (3.6%) 2 (1.9%) 

30 歲至 49 歲 167 (32.7%) 365 (32.4%) 35 (33.7%) 

50 歲至 69 歲 239 (46.8%) 634 (56.3%) 62 (59.6%) 

70 歲或以上 30 (5.9%) 87 (7.7%) 5 (4.8%) 

 

圖表 I 無家者類型 

 回應 百分比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  5 4.8%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前已成為無家者 

3 2.9% 

最近 3 個月內的回流港人，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後才成為無家者 

29 27.9% 

本地無家者，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後才成為無家者 

38 36.5% 

本地無家者，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並在

2020 年前才成為無家者 

29 27.9% 

總數 104 100% 

 
 

圖表 J 無家者從事工作及受惠抗疫基金對比  

從事工作  回應 受惠抗疫基金 受惠百分比 

地盤 14 4 28.6% 

清潔 16 2 12.5% 

運輸/跟車 16 0 0% 

裝修 3 0 0% 

保安 2 0 0% 

倉務 9 0 0% 

飲食 32 0 0% 

沒有工作 2 - - 

其他: 22 0 0% 

 

圖表 K 回流港人情況 

 回應 百分比 

回流港人 37  35.6% (佔整個研究受訪者比例) 

曾入住隔離營 30 81.1% (佔回流港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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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隔離期間沒有協助離營的住宿及

福利安排 

37 100% (佔回流港人比例) 

疫情爆發後失業 35 94.6% (佔回流港人比例) 

疫情爆發後 

需借貸度日 

親友支援 

 

6 

2 

  

 16.2% (佔回流港人比例) 

5.4% (佔回流港人比例) 

申請綜援情況 4 10.8% (佔回流港人比例) 

受惠抗疫基金情況 3 8.1% (佔回流港人比例) 

申請及時雨基金情況 23 62.2% (佔回流港人比例) 

 

 

圖表 L 非綜援無家者及需借貸度日情況(2013 vs 2015 vs 2020 

 2013 年 HOPE 

(N=323) 

(全港研究) 

2015 年 HOPE 

(N=372) 

(全港研究) 

2020 社協研究 

(N=104) 

(西九龍區) 

非領取綜援無家者 

非領取綜援佔全部

受訪者百份比 

49.9% 51.7% - 

非領取綜援受訪無

家者 

161 192 104 

借貸度日佔受訪無

家者百分比 

0.9% 1.8% 26.9% 

 

 

 

 

 

 

 

 

 

 

 

圖表 M 受訪者整體情況 

 回應 百分比 

受訪人數 104   

曾入住隔離營 37 35.6% 

疫情前沒有領取福利 101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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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前就業 102 98.1% 

疫情爆發後失業 96 92.3% 

疫情爆發後 

需借貸度日 

親友支援 

 

28 

5 

 

26.9% 

4.8% 

曾申請綜援 28 26.9% 

曾受惠抗疫基金 6 5.7% 

曾申請及時雨基金 46 44.2% 

 

 
 

圖表 N   非資助和資助宿舍的男女性宿位比較 

 

 

 

 

 

 

 

 

 

 

 

 

 

 

 

 

 
 

政府資助綜合露宿者服務--住宿宿位 

救世軍 40 

聖雅各福群會 55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20 

明愛 46 

男性小計 161 

(96.9%) 

救世軍 0 

聖雅各福群會 0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5 

女性小計 5 

(3.1%) 

合計 16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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