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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研究在港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小組委員會 

 
本港最新就業情況及為受疫情影響行業的僱員推出的援助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最新就業情況及為受疫情影響行業的僱員推出

的具體援助措施。 
 
 
最新的就業情況 
 
2. 隨着經濟復蘇及本地疫情減退，勞工市場在近期改善（主要勞

工市場數據見附件表  1）。  
 
3. 勞動人口在 2021 年 3 月至 5 月（最新期間）按年上升 0.4%
至 3 863 700 人。同期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按年上升 0.5 個百分點至

59.6%，當中大部分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均見上升，反映一些

較早時離開勞動人口的人士已重返勞動市場。 
 

4. 2021 年 3 月至 5 月的總就業人數較一年前的低比較基數上升

0.3%至 3 630 400 人。與經濟衰退前（即 2019 年第二季）相比，總

就業人數仍大幅減少 5.9%（約 229 600 人），反映整體勞工需求仍未

見明顯增強。按行業分析，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

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就業人數按年上升 3.3%，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比

較基數低；與經濟衰退前比較，這些行業合計的就業人數仍低 18.4%
（按行業分析的就業人數及其變動百分率分別見附件表  2a 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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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大部分其他行業的就業人數仍較經濟衰退前為低，包括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以及運輸業等。另一方面，一些行業的就業人數

已超過經濟衰退前水平，例如郵政及速遞活動業、公共行政業，以及

人類保健及社會工作活動業。 
 

5. 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2 月升至

7.2%的十七年高位後，在 2021 年 3 月至 5 月下跌至 6.0%。失業人

數亦由 261 600 人的高位回落至 233 300 人。各主要行業的失業率

在近期回落，但仍遠高於衰退前水平。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業合計的失業率在 2021 年 3 月至 5 月回落至 9.4%（按行業分析的

失業率見附件表  3）。同期，其他失業率相對較高的行業包括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12.2%）、建造業（10.3%）、貨倉及運輸輔助活

動業（7.2%），以及運輸業（6.8%）。 
 
 
為受疫情影響行業的僱員推出的具體援助措施 
 
6. 為應付經濟下行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帶來的嚴峻挑

戰，政府自 2020 年初至今已透過《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及四

輪「防疫抗疫基金」 1推出逾 3,000 億元的紓困措施，幫助受疫情重

創的行業和人士渡過時艱。當中支援個別行業的措施的例子如下。  
 
7.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對旅遊業造成嚴重打擊。2020 年 4 月

至 2021 年 3 月全年平均每天只有約 260 人次訪港，遠低於 2019 年

全年平均每天 15 萬人次的水平。為協助旅遊業渡過難關，政府透過

「防疫抗疫基金」發放四輪資助，以及增加「旅行社鼓勵計劃」及

「綠色生活本地遊鼓勵計劃」的資助承擔額，協助超過 1 700 間旅行

代理商，約 21 000 名旅行代理商職員、導遊、領隊及旅遊服務巴士

司機等從業員，以及 2 100 間賓館及酒店和郵輪業界，有關支援的總

累計承擔額接近 26 億元。此外，政府亦為旅遊業從業員提供超過

1 700 個協助疫苗接種中心的短期職位。旅遊業從業員亦可透過報讀

                                                 
1   請參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FCR(2019-20)46、FCR(2020-21)2、FCR(2020-21)71 及 FCR(2020-

21)77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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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僱員再培訓局（再培訓局）推出的「特別・愛增值」計劃下的課程

提升技能，並在培訓期間獲得特別津貼。 
 

8. 隨着疫情穩定下來，政府會繼續致力在平衡防疫抗疫及恢復經

濟活動兩者之間，努力為旅遊業界開拓營運空間，包括於 4 月底容許

有條件恢復舉辦本地遊旅行團，以及最快於 7 月底復辦郵輪「公海遊」

等措施。香港與新加坡兩地政府亦會於 7 月初檢視雙邊「航空旅遊氣

泡」的目標啓航日期，並公布下一步安排。 
 

9. 就航空業方面，政府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局）致力協助航

空業應對疫情帶來的壓力。「防疫抗疫基金」向本地航空公司、航空

支援服務及貨運設施營運商發放一筆過補貼，同時豁免各項費用。機

管局亦推出多輪紓緩措施，寬免或扣減租金和其他各類費用，惠及機

場社區的各個社群；針對機場員工，機管局提供機場員工培訓津貼，

鼓勵員工放無薪假期期間接受培訓，提升技能，以上紓緩措施共涉及

約 95 億元。同時，政府亦透過兩輪「保就業」計劃協助航空業界僱

主支付員工的薪金（見下文第 11 段）。 
 
10. 為防止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蔓延，政府在 2020 年 3 月底實施

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售賣或供應食物供顧客在處所內進食的食肆的生

意因該些措施而受到嚴重影響。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在 2020
年 5 月及 8 月推出餐飲處所（社交距離）資助計劃，向持有食環署發

出食肆牌照或工廠食堂牌照的合資格持牌人提供財政資助，主要用作

支援在其申請獲批後的六個月內支付員工的薪酬。 
 
11. 如上文所述，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保就業」計劃，透

過向僱主提供有時限的財政支援，協助他們支付員工的薪金。工資補

貼分為兩期，分別涵蓋 2020 年 6 月至 8 月及 9 月至 11 月。 
 
12. 上述對相關特定行業的支援措施，有助穩定業內的經營及就業

情況，並保留原本可能會被遣散的僱員，對相關僱主及僱員均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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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的措施 
 
13. 政府在小組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13 日的會議中，已與議員討論

香港的失業援助制度，以及應對失業人數上升的策略和措施，詳見立

法會 CB(2)954/20-21(01)號文件。政府亦會視乎情況，繼續透過強

化現行制度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  
 
14.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一直有效地發揮其安全網功

能，協助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及家庭應付基本生活需要。在過

去一年多，綜援的失業個案數目顯著上升。2021 年 5 月的綜援失業

個案為 19 673 宗，較 2020 年初增加約 60%。因應疫情的影響，政

府在綜援計劃下限時豁免計算身體健全申請人的保險計劃現金價值為

資產。具體而言，身體健全申請人在安排生效的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的六個月內提出的綜援申請，所有屬其擁有的保險計劃，

不論其現金價值高低，在一年的豁免期間，一概不會被計入資產審查

範圍。 
 

15. 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的目標，是向工時較長（例如從事

全職工作）但收入較低而沒有領取綜援的在職住戶，根據多勞多得的

原則提供不同程度的津貼。因應疫情的影響，政府由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的申領月份限時降低職津非單親住戶的工時要求，包括

把基本津貼工時要求由原來的每月 144 小時大幅下降至 72 小時，以

及將中額津貼工時要求由原來的每月 168 小時下降至 132 小時，使

更多住戶能夠在工時減少下仍能符合資格申領職津，和令部分已受惠

住戶可以獲得較多津貼。 
 

16. 政府獲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撥款，在今年 6 月 1 日起限時放

寬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的資產限額 12 個月，預計可額外讓約 12 萬

人次受惠，額外開支為約 4 億 3 千萬元。以 4 人家庭為例，資產限額

會由 26 萬 4 千元放寬至 54 萬 8 千元。 
 

17. 再培訓局現時提供約 700 項培訓課程，涵蓋 28 個行業範疇及

多項通用技能訓練，提升失業人士及合資格在職僱員的就業相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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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培訓局自 2019 年 10 月起推出共三期的「特別．愛增值」計劃和

4 萬個培訓名額；第四期將於今年 7 月推出，讓額外 2 萬名學員受惠。

當中，就業掛鈎課程的目標是協助失業學員掌握市場需要的技能，協

助學員盡快投入就業市場。相關學員一般會選擇參與跨行業的培訓。

完成就業掛鈎課程的學員可獲培訓機構提供為期三至六個月的就業跟

進服務。學員的培訓津貼法定上限自 2020 年 5 月起亦由每月最高

4,000 元提高至 5,800 元。  
 

18. 勞工處透過轄下的就業中心、三所分別為飲食／零售／建造業

而設的行業性招聘中心、網上平台等，為求職人士（包括受疫情影響

行業的僱員）提供全面及免費的就業服務。勞工處亦強化與有招聘需

要的僱主的聯繫，加大力度為求職人士搜羅職位空缺，並舉辦多種類

型的招聘會，以促進就業資訊流通，致力協助求職人士就業。  
 

19. 勞工處又為在就業方面有特別需要的求職人士推行多項就業計

劃，並適時推出優化措施，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以及鼓勵僱主聘

用他們。面對就業情況惡化，勞工處已於 2020 年 9 月調升在「中高

齡就業計劃」、「展翅青見計劃」及「就業展才能計劃」下僱主（包括

受疫情影響的僱主）可獲發放的在職培訓津貼金額上限，以進一步鼓

勵僱主聘用中高齡人士、青年人及殘疾人士，並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

勞工處亦已於同月以試點方式，向參加這些就業計劃的合資格僱員

（包括受疫情影響行業的僱員）發放留任津貼，鼓勵他們接受及完成

在職培訓，從而穩定就業。視乎在職培訓期的長短，全職僱員可獲發

最多 12,000 元留任津貼。 
 

20. 勞工處會繼續因應香港的經濟和勞工市場的情況，檢視所提供

的就業服務，適時調整或加強相關措施，以更切合求職人士及僱主不

斷轉變的需要。 
 

21. 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創造職位計劃在兩年內於公營

及私營機構創造約 30  000 個有時限的職位，涵蓋不同技能及學歷人

士，以紓緩受疫情影響而日趨嚴峻的失業情況。截至 2021 年 5 月底，

計劃下已開設了約 31  000 個職位，於政府及非政府界別開設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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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各佔一半，其中約 24  000 個已入職。有鑑於缺乏工作經驗的年青

人在目前的就業市場求職會尤其困難，因此創造職位計劃當中約有一

萬個職位是特別為應屆畢業生和青年人而設。計劃亦兼顧基層的需要，

約四成屬較基層職位，希望能紓緩基層就業不足的情況。 
 

22. 此外，《2021-22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額外撥款 66 億元，

再創造約 30 000 個有時限職位。有關新一輪創造職位計劃所創造的

30 000 個有時限職位，我們將會大致沿用上一輪創造職位計劃的模

式，務求所創造的職位能夠惠及不同技能及資歷的人士。除了在政府

部門開設的有時限職位外，各政府部門亦正聯同相關的非政府機構或

組織商討，制定在非政府界別創造的額外職位的詳情。我們理解到某

些行業的人士特別受到疫情影響而面臨就業不足甚至失業的情況。各

部門在制定創造有時限職位的詳情時，亦會特別顧及這些行業的情況。

舉例來說，在 24 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超過 1 700 個運作管理及行政

支援短期職位聘用旅遊業從業員擔任，正是經考慮旅遊業的就業不足

情況及業界提出的建議後作出的安排。 
 

23. 另外，財委會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亦已批准撥款，為設

立有時限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提供 150 億港元承擔

額，支援受疫情影響的失業人士渡過暫時的困境。香港按證保險有限

公司已於四月二十八日起接受申請，為期六個月。  
 
 
總結 
 
24 .  展望未來，經濟持續復蘇，勞工市場的壓力應會逐步紓緩，

尤其是倘若本地疫情繼續受控。然而，全球疫情的演變仍然是主要

不確定因素。由於不同行業的復蘇步伐不一，部分行業的失業率或

需較長時間才能返回衰退前的水平。正如政府多次指出，巿民更廣

泛接受疫苗注射，將有助穩住疫情，讓我們有條件以「疫苗氣泡」

為基礎繼續逐步有序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和其他對社交及經濟活動的

限制，以創造有利條件使經濟全面復蘇。政府亦會繼續嚴控疫情，

重振經濟，採取適當措施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有需要人士。  



7 
 

 
 
徵詢意見 
 
25.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運輸及房屋局 
公務員事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政府統計處 
食物環境衞生署 
勞工處 
僱員再培訓局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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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1：20 1 9 年第二季，以及 202 0 年第一季至 20 2 1 年 3 月至 5 月的  

勞動人口 ( 1 )、勞動人口參與率 ( 2 )、就業人數 ( 3 )、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 ( 4 )  

 

 
2019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一季 

2020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三季 

2020 年 
第四季 

2021 年 
第一季 

2021 年 
3月至5月  ̂

勞動人口  
(按年變動 )  

3 974 100 
(+0.1%) 

3 882 200 
(-2.1%) 

3 861 100 
(-2.8%) 

3 884 600 
(-2.1%) 

3 893 400 
(-1.4%) 

3 873 900 
(-0.2%) 

3 863 700 
(+0.4%) 

勞動人口參與率  60.6% 59.5% 59.4% 59.6% 59.6% 59.6% 59.6% 
總就業人數  
(按年變動 )  

3 860 000 
(+0.1%) 

3 720 000 
(-3.6%) 

3 620 400 
(-6.2%) 

3 624 800 
(-5.8%) 

3 647 700 
(-4.6%) 

3 614 100 
(-2.8%) 

3 630 400 
(+0.3%) 

經季節性調整失業

率  2.8% 4.2% 6.2% 6.4% 6.6% 6.8% 6.0% 

 
註：  勞動人口及就業人數進位至最接近的百位數。 
  ^ 臨時數字。 

(1) 勞動人口是指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並符合就業人士或失業人士的定義。公共機構／社團

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並不包括在內。 
(2) 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勞動人口佔所有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3) 就業人口是指所有在統計前 7 天內有做工賺取薪酬或利潤或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

無酬家庭從業員及在統計前 7 天內正休假的就業人士亦包括在內。 
(4) 失業率是指失業人士在勞動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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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2 01 9 年第二季，以及 202 0 年第一季至 20 2 1 年 3 月至 5 月  
按主要工作所屬詳細行業 ( 1 )劃分的就業人數 ( 2 )  

 

 
人數 

2019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一季 

2020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三季 

2020 年 
第四季 

2021 年 
第一季 

2021 年 
3月至5月  ̂

製造 107 200 102 200 108 500 106 200 101 300 98 400 95 700 
建造 337 100 309 300 302 100 303 700 316 000 311 900 318 800 

地基及上蓋工程 262 600 241 300 235 000 233 800 242 400 243 800 247 500 
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74 400 68 000 67 200 69 800 73 600 68 100 71 300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388 900 349 800 321 400 318 900 312 300 306 500 311 500 
進出口貿易 358 100 326 100 302 900 298 900 295 200 289 700 293 700 
批發 30 800 23 800 18 400 20 100 17 100 16 800 17 800 

零售、住宿( 3 )及膳食服務 625 300 529 300 507 300 499 600 509 700 508 500 510 200 
零售 323 800 278 200 270 300 269 800 270 300 269 700 266 500 
住宿(3)及膳食服務 301 500 251 100 237 000 229 800 239 400 238 800 243 700 

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445 300 441 500 426 000 428 800 429 900 429 400 429 900 

運輸 217 900 212 800 195 800 201 900 197 700 197 600 198 200 
 航空運輸(4) 28 400 27 600 27 100 26 400 20 300 # # 

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5) 76 300 74 500 73 200 73 200 74 900 76 100 75 700 
郵政及速遞活動 17 800 18 400 19 500 19 300 22 700 22 400 22 900 
資訊及通訊 133 200 135 800 137 600 134 400 134 600 133 200 133 100 

金融、保險、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 

822 600 850 400 836 000 847 100 855 700 851 700 854 200 

金融 205 500 219 300 214 300 218 800 218 900 217 300 218 700 
保險 72 100 74 000 69 500 70 100 69 400 69 500 68 500 
地產 160 400 155 500 156 700 153 500 157 600 156 600 159 300 
專業及商用服務 384 600 401 600 395 500 404 700 409 700 408 200 407 600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1 106 600 1 114 500 1 096 500 1 097 200 1 099 900 1 085 100 1 086 600 
公共行政 120 200 121 700 122 500 124 800 126 200 127 200 129 400 
教育 236 400 232 100 228 400 223 100 218 800 220 800 223 200 
人類保健及社會工作活動 218 900 232 900 232 000 235 500 236 500 236 000 233 300 
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 59 400 55 900 50 100 52 000 53 400 51 300 50 300 
其他服務活動 471 800 471 900 463 600 461 800 465 000 449 900 450 400 

其他行業 26 800 22 900 22 600 23 300 23 000 22 700 23 500 
合計 3 860 000 3 720 000 3 620 400 3 624 800 3 647 700 3 614 100 3 630 400 

 
註：  就業人數進位至最接近的百位數。 
  ^ 臨時數字。 
  # 2021 年第一季的數字將見於政府統計處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發布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 2021 年第一季）。「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只提供季度數字。 
(1) 行業指統計前 7 天內受訪者工作機構的活動類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現時依照「香港標準行

業分類 2.0 版」編製。 
(2) 就業人口是指所有在統計前 7 天內有做工賺取薪酬或利潤或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

無酬家庭從業員及在統計前 7 天內正休假的就業人士亦包括在內。 
(3) 住宿服務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4) 由於樣本規模的局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未能提供此細分行業的統計數字。上列數字是指根

據「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所編製的機構就業人數，包括於統計日期在機構單位工作最

少 1 小時的在職東主／合夥人／董事、無酬家屬幫工及僱員。 
(5) 前稱為「倉庫」。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及「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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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20 2 0 年第一季至 20 2 1 年 3 月至 5 月  
按主要工作所屬詳細行業 ( 1 )劃分的就業人數 ( 2 )的按年變動百分率  

 

 
按年變動百分率 (%) 2019 年第二季至 

2021 年 3 月至5月 
的累積變動百分率 (%) 

2020 年 
第一季 

2020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三季 

2020 年 
第四季 

2021 年 
第一季 

2021 年 
3月至5月  ̂

製造 -3.1 +1.1 +7.2 +0.1 -3.7 -9.7 -10.8 
建造 -7.8 -10.4 -11.1 -5.0 +0.8 +3.8 -5.4 
地基及上蓋工程 -7.4 -10.5 -12.2 -7.1 +1.0 +3.6 -5.8 
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9.5 -9.8 -7.1 +2.6 +0.1 +4.5 -4.2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12.6 -17.4 -16.0 -16.2 -12.4 -5.1 -19.9 
進出口貿易 -10.7 -15.4 -15.4 -14.8 -11.2 -4.5 -18.0 
批發 -32.8 -40.2 -24.2 -34.2 -29.3 -13.5 -42.2 

零售、住宿( 3 )及膳食服務 -15.9 -18.9 -15.3 -10.1 -3.9 +3.3 -18.4 
零售 -14.7 -16.5 -12.5 -7.9 -3.1 -1.3 -17.7 
住宿(3)及膳食服務 -17.2 -21.4 -18.3 -12.5 -4.9 +8.8 -19.2 

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1.9 -4.3 -5.5 -5.3 -2.7 +0.4 -3.5 

運輸 -3.0 -10.2 -7.8 -10.6 -7.2 +0.2 -9.1 

航空運輸(4) -4.3 -4.7 -7.9 -29.5 # #  
-28.6 

(此數字為 2019年第二季
至 2020 年第四季的變動)  

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5) -4.9 -4.2 -6.6 -3.4 +2.2 +0.9 -0.9 
郵政及速遞活動 +1.2 +9.1 -2.8 +18.3 +21.9 +14.1 +28.6 
資訊及通訊 +1.2 +3.3 -1.5 -1.0 -1.9 -1.8 @ 

金融、保險、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 +3.9 +1.6 +0.4 +0.7 +0.2 +1.3 +3.8 

金融 +8.3 +4.2 +4.6 +1.3 -0.9 +0.9 +6.4 
保險 +5.1 -3.6 -5.1 -5.6 -6.0 -4.3 -5.0 
地產 -3.3 -2.3 -5.4 -1.7 +0.8 +2.7 -0.7 
專業及商用服務 +4.4 +2.8 +1.5 +2.5 +1.6 +1.9 +6.0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2.1 -0.9 -1.7 -2.1 -2.6 -0.3 -1.8 
公共行政 +3.3 +1.9 +1.6 +4.6 +4.5 +5.3 +7.7 
教育 -0.8 -3.4 -3.6 -7.0 -4.9 +0.1 -5.6 
人類保健及社會工作活動 +6.4 +6.0 +4.4 +3.2 +1.4 +1.7 +6.6 
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 -3.7 -15.7 -13.3 -8.5 -8.3 -0.4 -15.4 
其他服務活動 +2.0 -1.7 -3.1 -3.1 -4.7 -3.0 -4.5 

其他行業 -12.3 -15.9 -6.9 -7.0 -1.0 +7.3 -12.3 
合計 -3.6 -6.2 -5.8 -4.6 -2.8 +0.3 -5.9 

 
註：  ^ 臨時數字。  
 @ 小於 0.05%。 
  # 2021 年第一季的數字將見於政府統計處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發布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2021 年第一季）。「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只提供季度數字。 
(1)  行業指統計前 7 天內受訪者工作機構的活動類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現時依照「香港標準行

 業分類 2.0 版」編製。 
(2) 就業人口是指所有在統計前 7 天內有做工賺取薪酬或利潤或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15 歲及以上人士。

無酬家庭從業員及在統計前 7 天內正休假的就業人士亦包括在內。 
(3) 住宿服務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4) 由於樣本規模的局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未能提供此細分行業的統計數字。上列數字是指根

據「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所編製的機構就業人數的按年變動率，就業人數包括於統計

日期在機構單位工作最少 1 小時的在職東主／合夥人／董事、無酬家屬幫工及僱員。 
(5) 前稱為「倉庫」。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及「僱傭及職位空缺按季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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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1 9 年第二季，以及 202 0 年第一季至 20 2 1 年 3 月至 5 月  
按以前從事的詳細行業 ( 1 )劃分的失業率 ( 2 ) (不經季節性調整 )  

 

 
2019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一季 

2020 年 
第二季 

2020 年 
第三季 

2020 年 
第四季 

2021 年 
第一季 

2021 年 
3月至5月  ̂

(%) 
製造 3.0 5.8 6.3 6.5 6.0 6.5 6.4 
建造 5.0  8.5 11.2 10.9 10.7 11.5 10.3 
地基及上蓋工程 4.9  7.7 9.6 9.5 9.4 10.0 9.0 
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5.5  11.5 16.2 15.4 14.6 16.2 14.3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2.6  3.6 5.2 5.2 5.3 6.2 5.6 
進出口貿易 2.7  3.5 5.3 5.3 5.4 6.2 5.7 
批發 1.4  4.0 3.9 3.6 4.3 6.5 5.2 

零售、住宿( 3 )及膳食服務 3.9  6.8 10.7 11.7 10.6 10.7 9.4 
零售 3.9  5.6 7.7 9.3 8.3 8.8 8.1 
住宿( 3 )及膳食服務 3.9  8.1 14.0 14.4 13.1 12.8 10.7 

運輸、倉庫、郵政及 
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2.7 3.3 6.0 5.9 6.3 6.8 6.3 

運輸 2.0 3.1 5.5 5.6 6.7 7.0 6.8 
航空運輸(4) 數字未能提供 

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5) 3.0  4.2 7.9 7.7 7.5 8.0 7.2 
郵政及速遞活動 4.2  2.4 4.2 5.5 4.9 6.9 6.2 
資訊及通訊 3.5  3.5 5.8 5.5 5.4 5.8 5.0 

金融、保險、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 2.2  2.8 4.1 4.0 4.4 4.8 4.5 

金融 1.9  2.5 3.1 2.8 3.2 3.7 3.2 
保險 2.0  2.3 2.7 2.6 3.0 3.9 3.3 
地產 1.9  2.4 3.2 4.0 3.8 4.2 3.5 
專業及商用服務 2.6 3.3 5.2 4.9 5.5 5.7 5.8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1.1 2.0 3.3 3.2 3.0 3.6 2.9 
公共行政 0.4  0.7 1.1 0.9 1.4 1.7 1.2 
教育 1.4  3.1 5.2 4.4 4.2 5.2 4.4 
人類保健及社會工作活動 1.7  1.8 2.6 2.9 2.5 2.1 1.9 
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 2.4 4.7 10.8 11.4 9.0 13.1 12.2 
其他服務活動 0.7 1.4 2.3 2.5 2.5 2.9 2.0 

其他行業 2.4 3.9 4.4 3.8 3.2 2.2 2.1 
合計 2.9 4.2 6.2 6.7 6.3 6.7 6.0 
 
註：  ^ 臨時數字。 

(1)  行業指統計前 7 天內受訪者工作機構的活動類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現時依照「香港標準行

 業分類 2.0 版」編製。 
(2) 失業率是指失業人士在勞動人口中所佔的比例。 
(3) 住宿服務包括酒店、賓館、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 
(4) 由於樣本規模的局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未能提供此細分行業的統計數字。 
(5) 前稱為「倉庫」。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