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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轄下的「青年研究及發展政策工作小組」(下稱工作小組)定期

更新《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於過去曾出版《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1997》、《香港青

年統計資料概覽 2002》、《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2003》及《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2005》。 

 

工作小組於 2010 年進行統計資料概覽的更新工作，並於今年 5 月發佈《香港青年統計資

料概覽 2010》。我希望更新後的資料概覽既可讓社會大眾了解香港的青年人於「人口概況」、

「教育」、「就業」、「公民及社會參與」、「文化發展」、「濫用藥物」、「違法及偏差行為」及

「青年價值觀」八個研究範疇的最新狀況及變化，亦可以為致力青年研究及發展工作的人

士於制定青年發展的政策和活動時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 

 

委員會感謝有關政府部門和機構在資料搜集期間所提供的協助，及政府統計處就編寫本報

告書過程中所提供的意見。在此，我想特別多謝工作小組召集人林長志委員和其他小組組

員過去幾個月所付出的努力，令《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2010》得以順利完成。 

 

最後，我們歡迎讀者向委員會所推行的活動及有關研究提供寶貴建議，讓我們可以把工作

做得更好。 

 

謝謝！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振彬先生, SBS, JP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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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研究背景 
 

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是一份有關香港青年人口、教育、就業和失業、吸毒和犯罪、人力、

社會和文化資本等統計數字的匯編，自 1988 年出版後定期更新。  

 

研究方法 
 

本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內的數字，主要來源於政府和非政府機構現存的行政或研究數據。

本概覽亦包含對這些數據的註釋，以協助讀者了解青年行為的轉變。  

 

研究範疇 
 

本青年資料概覽主要涵蓋近年與 15‐24 歲或相若年齡青年有關的統計數字，範疇包括「人

口概況」、「教育」、「就業」、「公民及社會參與」、「文化發展」、「濫用藥物」、「違法及偏差

行為」和「青年價值觀」。  

 

主要統計數字 
 
 

一、人口概況 
 

雖然青年人口自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只略有改變，但青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自1981年以來

便逐漸下降。在2005至2009年間，青年人口由905,100人下降至   893,800人，相對總人口

的比率則由13.3％下降至12.8%。根據推算，青年人口將持續下降至2022年的692,900人，

即佔人口的8.8%後才會逐步回升。性別比例方面，在15‐24歲的青年人口中，男性相對每一

千名女性的數目在2005至2009年間輕微上升，由974人升至985人。  
 

每年持單程證來港的 15‐24歲新移民數字在 2005至 2009年間介乎 4,514至 7,173人之間。

在 2006 年，較多 18 歲或以下的持單程證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是居住於元朗、觀塘及葵

青區。在 2005 至 2009 年間，7‐15 歲報稱失蹤人士為每一千人口 3.4 至 4.5 人，而 16‐20

歲報稱失蹤人士為每一千人口 1.5 至 2.0 人。另外，青年人口並非均勻地分佈在 18 區。在

2009 年較多的青年人是在沙田區居住，而較少是住在灣仔區。  
 

青年的健康情況方面，在 2010 年的 25 歲以下人口當中，1.8%患有最少一種常見的長期病

患，當中較普遍的長期病患為哮喘。在 2005 至 2009 年間，18‐24 歲的青年中超過 13%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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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重或肥胖，而大約四分之一是屬於過輕。在 2006 至 2009 年間，54.2%至 58.1%的 18

至 24 歲青年人的體能活動量為中度，而 18.1%至 24.1%的體能活動量則屬於低。在 15‐29

歲已登記的殘疾人士中，較多為弱智和肢體傷殘人士。15‐19 歲和 20‐24 歲組別青年在 2005

至 2009 年間的死亡率大致相同，維持在每一千人口約 0.2 至 0.3 人。在 2001 至 2009 年間，

15 至 24 歲青年的最主要死亡原因為「疾病和死亡的外因」。而在死於「疾病和死亡的外因」

的青年中，較多是死於「故意自害」。本港青年在 2005 至 2009 年間的自殺率介乎 7.1 至

9.2 之間（以每十萬名人口計算）。  
 

2005 至 2009 年間，從未結婚的 20‐24 歲女性比例由 92.95%上升至 94.28%，而男性則由

97.91%上升至 98.66%。20‐24 歲女性的每千人計生育率由 2001 年的 29.1 下降至 2008 年

的 22.8，但於 2009 年稍微回升至 24.2。  
 

在2004/05年間，25%的15‐24歲的青年報稱有宗教信仰，當中約七成為基督徒。報稱能說

普通話的15‐24歲青年由1996年的26.1%上升至2006年的53.0%。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青年由 2005 年的 6.6%稍為下降至 2009 年的 6.1%。然

而，居住於低收入家庭的 15‐24 歲青年由 2005 年 16.3%上升至 2009 年的 18.8%。  
 
 

二、教育 
 

15‐24 歲青年的全日制教育入學率自 1996 年以來持續上升。在 2005 至 2009 年間 15‐19

歲青年的入學率由 85.9%上升至 89.1%，而 20‐24 歲青年的入學率則由 29.7%上升至

36.2%。在 20‐24 歲的青年當中，擁有專上學位的百分比亦由 2005 年的 31.2%上升至 2009

年的 36.4%。根據 1996、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及 2001 年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越來越

多的青年趨向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而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家長，他們的子女亦較多擁

有較高的教育程度。  
 

在2004/05至2009/10年度，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修課式研究院課程的就讀人數顯

著減少，但研究式研究生人數則持續增長。而修讀本地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的學生

人數則由2001/02年度的9,163人穩步增長至2008/09年度的52,286人。  
 

日校考生在中學會考成績全部科目（2007至2009年的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除外）的考試

中獲得合格成績的百分比由2005年的72.7%上升至2009年的76.2%，在高級程度會考中全

部高級程度科目考試中獲得合格成績的百分比則由2000年的74.9%上升至2009年的76.7%，

而在2000至2009年所有高級補充程度科目考試中獲得合格成績的百分比則徘徊在81.3%和

83.9%之間。  
 

於2009年在外地或內地升學的25歲及以下學生的數目大約有75,000人。較多學生升學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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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英國、澳洲及美國。  
 

特殊教育方面，就讀於特殊學校及特殊班級的學生人數由2005年的7,734人上升至2009年

的8,075人。在2009至2010年度，就讀於公營普通小學及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數

目分別約為13,720名及8,000名。  
 

另一方面，從內地來港的新入學的學生數目在 2006 年顯著上升後下降至 2009 年分別有

2,939 名入讀中學和 4,346 名入讀小學。  
 

教育開支方面，在 2004/05 至 2008/09 年度政府用於教育的公共開支幾乎每年都有所增加。

公共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 2004/05 至 2008/09 年度期間介乎在 3.0%至

4.3%之間。  
 

由學生資助辦事處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發放給 15至 24歲青年的貸款由 2005/06年度的 3.067

億元升至 2009/10年度的 9.217億元。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發放的貸款總金額則由 2005/06

年度的 10.4057 億元上升至 2009/10 年度的 12.1690 億元。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發

放給 15 至 24 歲青年的助學金總額由 2005/06 年度的 8.8998 億元減少至 2009/10 年度的

8.1201 億元。  
 

在 2008/09 年度，全港的自修室共提供 16,095 個座位，相比 2004/05 年度的 17,066 個為

少。  
 

於 2008/09 學年，中一至中三及小一至小六分別有 1,490 及 347 個輟學個案。中一至中三

學生的輟學比例由 2004/05 學年的 0.39%上升至 2008/09 學年的 0.6%。而小學生的輟學

率亦由 2004/05 學年的 0.06%上升至 2008/09 學年的 0.1%。學童輟學的原因方面，學童、

家長及老師大多認為主要是因為學童「對上學不感興趣，認為上學沒有意義」、「學童的

個人性格問題」、「課程或學習適應的問題」及「不良朋輩的影響」。  

 
 

三、就業 
 

隨著青年人口的減少以及全日制學校的入學率上升，15‐24 歲青年的勞動人口自 1986 年起

持續收縮。15‐24 歲青年的勞動人口由 2005 年的 396,700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359,400 人，

至於勞動人口參與率則由 44.0%下降至 39.6%。15‐24 歲 青年就業的數目由 1991 年的

457,700 人逐漸下降至 2009 年的 314,000 人。在 2005 至 2009 年間，15‐24 歲青年的個人

收入中位數為$6,500 至$7,300 之間。  
 

另一方面，15‐24 歲青年的失業率則由 2005 年的 10.7%下降至 2008 年的 8.5%，但隨後又

回升至 2009 年的 12.6%。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15‐19 歲青年的就業不足比率介乎於

3.1%及 4.8%之間，而 20‐24 歲青年的就業不足比率則介乎於 1.5%及 2.3%之間。從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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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工作的 15‐19 歲青年佔其年齡組別人口的百分比由 1999 年的 7.5%上升至 2009 年的

20.3%。20‐29 歲於中國內地工作的居港青年百分比則由   2005 年的 4.5%下降至 2009 年的

2.5%。  
 

職業為藍領工人   (即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  的青年

比例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持續下降，至於職業為輔助專業人員、文員、服務工作及店鋪

銷售人員的青年比例則逐漸上升。在 2009 年，15‐24 歲的青年從事的行業有較大比例為「公

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30.3%)，其次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27.1%)  以及「金

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15.7%)。  
 
 

四、公民及社會參與 
 

已登記成為分區選舉選民的 18‐25 歲青年數目佔相關年齡組別人口的比例，由 2006 年的

34.0%上升至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年的 40.2%。18‐25 歲青年於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由 1999

年的 22.3%上升至 2007 年的 54.8%。在立法會選舉方面，2008 年的 18‐25 歲青年投票率

為 45.1%，相比 2004 年的 52.9%低，但高於 2000 年立法會選舉的 38.4%。  
 

由社會福利署及多間非政府機構聯合推行的義工運動中，13‐25 歲的義工登記數目由 2005

年的 240,278 人   (佔相關人口的 20.5%)  顯著地增加至 2009 年的 387,227 人   (佔相關人口

的 33.3%)。在 2004/05 年間，有 48%的 15‐24 歲青年曾參與義務工作。有參與義工服務

的青年中，大部分   (71.0%)在過去 12 個月內參與義務工作的時數在 50 小時或以下。  
 

在 2004/05 年間，較多 15‐24 歲青年參與的組織為「教會/宗教組織」   (17.3%)，而 16%

的青年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活動。  
 

在 2006 年，最受 18‐24 歲青年歡迎的社區活動為康體活動   (43.9%)，其次為義工服務  

(25.0%)  以及聯誼活動   (24.1%)。另一方面，12.2%  的 18‐24 歲青年是居住社區的社區服

務機構成員   (如青年中心、社區中心等)，但只有 10%的 18‐24  歲青年在過去一年曾就社

區事務表達意見。  
 

在 2004/05 年間，約 59%的 15‐24 歲的青年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曾經捐款。  

 
 

五、文化發展 
 

曾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樂及體育活動的 15‐19 歲青年的百分比由 2005/06 年度

的 29.9%顯著上升至 2009/10 年度的 64.8%。20‐24 歲的青年方面，參與活動的百分比由

2005/06 年度的 13.9%  上升至 2007/08 年度的 18.0%，但隨後又下降至 2009/10 年度的

17.0%。在 2009 年，63.4%的 18‐24 歲青年人在工餘/課餘時間每星期做運動最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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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成為香港公共圖書館讀者的青年人數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有實質的增長。15‐19 歲

的登記讀者統計人數由 2005 年的 378,00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400,000 人，而 20‐24 歲的

登記讀者人數則由 2005 年的 354,00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385,000 人。然而，一項調查顯

示，從不在課室或工作以外時間閱讀書籍的 12‐34 歲青年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15.3%上升至

2008 年的 22.9%。  
 

在 2007 年 10‐29 歲青年平均每日花 2.8 小時觀看電視節目，1.9 小時收聽電台節目和 2.0

小時聆聽流行音樂。  
 

在 2008 年，12‐29 歲青年每日使用手提電話的平均時間為 57.9 分鐘，平均每日接收及發

出 的 電 話 短 訊 數 目 分 別 為 7 及 6 個 ， 而 平 均 每 月 手 提 電 話 通 訊 和 文 字 短 訊 費 支 出 則 為  

$117。  
 

於   2009 年，超過 99%的 15‐24 歲青年在統計前的十二個月曾使用網上服務，而他們使用

互聯網的主要原因為「通訊   /  互動」、「資訊查詢」及「網上數碼娛樂」。15‐24 歲青年平

均每星期使用互聯網的時間由 2005 年的 17.8 小時上升至 2009 年的 25.9 小時。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調查，認識香港政府電子服務的青年有所上升。認識「香港政府一站通」

的 15‐24 歲青年的比率由 2007 年的 51.4%上升至 2009 年的 75.5%，而曾在統計前十二個

月內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青年百分比則由 2007 年的 59.9%上升至 2009 年的 80.3%。  
 
 

六、濫用藥物 
 

所有曾被呈報吸毒的 15‐24 歲人士的數目由 2000 年的 6,311 人連續數年下降至 2005 年的

3,372 人後，於 2009 年再次上升至 4,529 人，即每一百名 15‐24 歲青年人口中有 0.51 名曾

被呈報吸毒。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較多曾被呈報的青年人吸食的毒品種類為危害精神

毒品。所有曾被呈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人士數目由 2005 年的 2,89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4,375 人。  
 

根據 2005 至 2009 年期間的調查，被呈報的最普遍吸食毒品原因是「受到同輩朋友影響   / 

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在 2008/09 年間，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之中最普遍的毒品來源為

「朋友」，最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為「朋友   /  同學   /  鄰居的家中」，而中學生最主要吸食

毒品的原因為「好奇」。另外，不吸食毒品的學生中，「電視、收音機及報紙等大眾傳播媒

介」是接觸禁毒信息的主要途徑。  
 

青 年 吸 煙 情 況 方 面 ， 習 慣 每 日 吸 食 香 煙 的 15‐24 歲 人 士 比 例 由 2000 年 的 8.0%下 降 至

2007/08年度的 5.7%，但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 20‐24歲女性青年比例則只由 2000年的 4.9%

下降至 2007/08 年度的 4.5%。大部分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 15‐24 歲人士於他們 15 至 19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1 

歲時開始有每周吸食香煙的習慣。於 2000至 2007/08年期間，在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 15‐24

歲人士當中，開始吸食香煙的最主要原因為「受朋友影響」，其次為「好奇」。在 2007/08

年間，15‐24 歲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人士的平均每日吸食香煙支數為 12 支。  
 

18‐24 歲青年在調查前一個月曾飲最少一杯酒精飲品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27.1%上升至

2009 年的 37.1%。約超過三分之一的中一至中七學生頗同意或非常同意在節日氣氛下，飲

酒是應該的。  
 
 

七、違法及偏差行為 
 

2005 至 2009 年間，青年的被捕比率相比 2002 至 2004 年較低，但男性青年的被捕比率明

顯較女性青年為高。每十萬人口當中，16‐20 歲青年被捕的數目由 2002 年的 1,355.3 人下

降至 2009 年的 1,050.9 人。整體來說，16‐20 歲的青年人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較多因為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爆竊、盜竊及接贓」、「嚴重毒品罪行」和「雜項罪案」而

被捕。以所有被捕個案計算，男性青年被捕人士是女性青年被捕人數的四倍或以上。值得

留意的是，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男性及女性青年因為「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百分

比均迅速上升。  
 

因警司警誡計劃而獲釋的青年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44.4%持續下降至 2009 年的 36.7%。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接受警司警誡的較多是因為「店舖盜竊」或「雜項盜竊」而被捕。  
 

青年接受感化的個案總數由 2005/06 年度的 1,268 個個案上升至   2008/09 年度的 1,709

個個案。在 2005 至 2009 年間，21 歲以下判處監禁的男性青年數目由 496 名下跌至 388

名，21 至 24 歲的男性則由 1,287 名下跌至 955 名；21 歲以下判處監禁的女性青年數目由

1,097 名下跌至 225 名，21 至 24 歲的女性則由 1,566 名下跌至 602 名。  
 

賭博問題方面，2005 年及 2008 年的調查顯示超過一半曾參與賭博的人士在 20 歲前首次賭

博。曾參與賭博的中學生首次賭博的三個主要原因為「消磨時間」、「好奇心」以及「碰運

氣」。青年賭徒主要的賭博活動包括「打麻雀」、「賭撲克牌」、「賭大小」以及「投注六合彩」。

此外，在 2009 年的一項調查中，約 1%的中學生被辨識為病態賭徒。  
 

2009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分別有 9.9%及 9.2%的 10‐24 歲青年認為「將流行歌曲或影片上

載到 BT/Foxy 網站」及「在網上遊戲偷取別人的虛擬武器或財產等」不是非法行為。  
 
 

八、青年價值觀 
 

根據學友社於 2003 至 2006 年期間所進行的調查和中央政策組於 2010 年的調查，青年人

的國民身份認同感頗高。以 1－6 分作評價，6 分代表最認同，1 分代表最不認同，學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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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發現中學生對於「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意程度，由 2003 年的 4.34 分上升至

2006 年的 4.78 分。另一方面，對於「我認為我愛中國」的同意程度由 2003 年的 3.68 分

上升至 2006 年的 4.01 分。中央政策組的調查則顯示有 62.9%的 15‐19 歲和 68.4%的 20‐29

歲青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然而，兩項調查均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比認同自

己是中國人的為高。  
 

對政府、政治和社會的觀感方面，在 2010 年的調查中，表示信任或非常信任香港政府的

15‐19 歲青年達 65.2％，而 20‐29 歲青年的百分比則有 54.8％。接近四分之三   (73.4%)  的

15‐19 歲青年同意或非常同意民主發展比政府管治效率更加重要，而 20‐29 歲青年方面的

百分比則有 68.5%。然而，調查顯示青年對本港政治人才不足的看法相當普遍。  
 

在香港的核心價值中，青年人對香港的「廉潔」程度最有信心。整體上認為在香港所得到

的發展機會感到滿意的青年亦比不滿意的稍多。然而，青年人對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香港人

在香港的發展機會的看法稍為偏向負面。  
 

調查顯示人際關係對青年的心理有非常直接的影響。而約四分之一的 15‐29 歲青年經常有

「孤獨」的感覺。而青年最常出現「孤獨」感覺的原因為「和同學   /  朋友的關係不佳」。

調查亦顯示，愛情對青年人來說有頗大重要性。而超過四分之三的青年表示有信心能夠理

性地處理感情挫折。  
 

性觀念方面，青年雖然對「有婚前性行為並有計劃結婚」的接受程度比年紀較大人士為高，

但大部分青年表示不會隨便和陌生人發生一夜情。另外，較多青年同意同性戀是關於性取

向，與道德無關，亦不抗拒與同性戀者相處。  
 

青年人較多認為貧窮是指不能維持生活最低要求，富有則是指擁有較多個人資產。較多青

年認為應能透過提升技能來脫離窮人生活。另外，大部分對賺快錢的看法較為負面。  
 

青年人普遍認同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分別有 80.3%的 15‐19 歲和 77.5%的 20‐29 歲青年同

意環境保育比經濟發展更加重要。而分別有 71.4%和 73.2%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同

意因為保育環境而多交稅款。另外，青年對廢物回收亦較多持正面態度。  
 

家庭觀念方面，較多青年支持「沒有子女的夫妻也可以有完美家庭」的說法，和對「同居

並有計劃結婚」的關係較能接受。青年人亦傾向「願意與父母同住」和在「重大決定前先

咨詢父母」。但對於「家中重要的事情由男人決定」、「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照顧家

庭」及「有兒子比有女兒好」的說法則傾向較不同意。  
 

在青年願景方面，整體上過半數的 16 至 35 歲的青年人對自己能掌握未來有信心。53.2%

的青年認為「將來由自己掌握」的機會極大／頗大；52.5%認為「可以在十年內達成自己的

目標」的機會極大／頗大；54.1%認為「可以在十年內得到更好的優質生活」的機會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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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大。而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年相比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較多認為自己能夠掌握自己未來。

此外，最多青年希望在十年內能「買樓或改善居住環境」及「累積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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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背景 
 
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青年事務委員會的前身)於1988年首次出版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其後青年事務委員會為這份統計資料概覽定期進行更新，並曾於1992年、1997年、2002

年、2003年和2005年製作更新版本。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則

於   2002年、2003年和2005年受委託負責更新工作。  

 

2010 年版的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的更新工作由青年事務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進行。主要目標是輯錄有關香港青年人口、教育、就業和失業、吸毒和犯罪、人
力、社會和文化資本等主要範疇的更新資料於新版的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內，以促進日
後進行的相關青年研究和工作。  

 

本份報告中，對以下八個有關青年的範疇進行了分析：  

 

1. 人口概況  

2. 教育  

3. 就業  

4. 公民及社會參與  

5. 文化發展  

6. 濫用藥物    

7. 違法及偏差行為  

8. 青年價值觀  

 

由於有關香港青年的社會指標性數據數目龐大，而且涉及的層面廣泛，在處理過程中需要
透過不同的途徑，以盡量收集有用數據來進行分析。這些社會指標通常是由本港不同機構
收集來用作內部研究或向政府行政或立法部門報告。它們涵蓋的資料通常有以下特點：（1）
資料能展示青年人在社會中不同範疇的活動；（2）資料的性質為數字數據，適合進行統計
分析；（3）數據附帶具體時間和地點的資料；（4）數據經多年累積收集。  

 

除了資料整理外，本報告亦包含了對統計資料的註釋。透過這些資料，我們能夠了解青少
年的行為之轉變。在本報告中，相關的指標性數據會以表或圖的方式展示。  
 

 

數據收集和研究的局限 
 
本報告所搜集的資料的年期通常為過去 10 至 30 年間。而在大部分的指標中，青年是指那
些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人士。在可能的情況下，統計數字通常會被劃分為「15‐19 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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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歲」兩組。然而，由於無法獲得某些數據，本報告中某些部分會以其他類近的統
計類別替代，如「15‐30 歲年齡組別」或「學生」等。  

 

本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的數據主要由從政府統計處、懲教署、衞生署、教育局、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勞工及福利局、醫院管理局、香港警務處、食物及衞生局、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選舉事務處、保安局、民政事務局、中央政策組、撲滅罪行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
學生資助辦事處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等政府機構提供。另一個主要的數據來源則是香港
青年協會、突破機構、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學友社及智經研究中心等非
政府組織所進行的調查。  

 

從二手資料中抽取有用的數據來製作統計圖表是甚為耗時的工作，特別是即使這些資料在
分類和定義上均恰當，但發佈的格式或展示方法可能並不適用。此外，並非所有二手資料
都容易獲得。在多數的情況下，二手資料的原始數據亦不會被保留。除了耗時、資料展示
方法和獲取資料困難的問題外，二手數據的質量亦是這些資料是否包括在本統計資料概覽
中的考慮因素之一。一般來說，數據的質量會影響統計分析報告的認受程度。然而，如該
數據的來源是政府部門及公眾調查，則這些數據的可靠和有效程度應會較個人進行的研究
為高。  

 

此外，本報告只會採用被認為有較高質量的數據。以下為在收集數據以編制本統計概覽時，
衡量數據質量的主要標準：  

 

a.    有效性：數據顯示青年的真實情況；  

b.    相關性：數據與本統計資料概覽相關；  

c.    可靠性：數據以科學的方法收集；  

d.    及時性：數據在製作本報告時已能夠使用，以便作出必要的編輯決定；  

e.    代表性：數據能代表整體香港的青年人口。  

 

二手資料數據分析的主要限制還包括數據在某個具體的時間框架之內具有時限性。當討論
某些當前青年問題並引用到這些數據時，需要特別留意這些數據的時限性會否影響討論的
有效程度。然而，這些數據亦可以為某些研究命題，提供不同時期情況的有趣比較。此外，
其他的限制還包括部分刊載數據的文件內容可能並不完整或含糊不清，使人難以分辨這些
數據的收集方法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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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概況 
本章歸納政府及學者就青年人口、性別比例、人口推算、自殺率、社會福利、婚姻和健康
狀況的統計。  
 

1.1  青年人口及相關統計資料 
 

1.1.1  人口數目和增長率 
 
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青年人口由   2005 年的   905,100 人上升至   2007 年的   909,000
人，但卻自   2007 年起持續下降。青年相對總人口的比率亦由   2005 年的   13.3%持續下降
至   2009 年的   12.8%。總括來說，在過去 40 年，本港人口由 1961 年的 3.2 百萬增加至 2009
年的 7 百萬，青年人口亦於六十及七十年代急速增長，但卻於八十年代後期顯著下跌，並
自九十年代後期起窄幅上落。但以佔總人口的相對比率分析，青年人口比例自   1981 年起
便逐漸減少，跌勢並延續至今。(見表 1.1) 
 

表  1.1：青年數目  (1524)  及每年增長率, 19612010 

年份(1)(2)(3) 

Year 

總人口 
Total 

Population 

青年 Youths (15‐24) 

人數 
Number of 
person 

改變 
Change 

 

相對比率 
Relative size 

(%) 
 

每年增長率 

Annual Growth Rate 
(%) 
 

1961  3,168,100  380,700    ..  12.0  .. 

1966  3,629,900  520,300    139,600    14.3  6.4 

1971  4,045,300  784,200    263,900    19.4  8.6 

1976  4,518,000  993,000  208,800    22.0  4.8 

1981  5,183,400  1,177,500    184,500    22.7  3.5 

1986  5,524,600  1,023,200    ‐154,300    18.5  ‐2.8 

1991  5,752,000  872,600    ‐150,600    15.2  ‐3.1 

1996  6,435,500  921,400    48,800    14.3  1.1 

2001  6,714,300  913,900    ‐7,500    13.6  ‐0.2 

2002  6,744,100  893,100    ‐20,800    13.2  ‐2.3 

2003  6,730,800  882,100    ‐11,000    13.1  ‐1.2 

2004  6,783,500  901,500    19,400    13.3  2.2 

2005  6,813,200  905,100    3,600    13.3  0.4 

2006  6,857,100  908,600    3,500    13.3  0.4 

2007  6,925,900  909,000    400    13.1  0.0 

2008  6,977,700  904,100    ‐4,900    13.0  ‐0.5 

2009  7,003,700  893,800    ‐10,300    12.8  ‐1.1 

2010#  7,061,200  874,700    ‐19,100    12.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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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人口數字以年中人口統計為準。 

(2)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而一九九六年及以後的數字是根據「居
住人口」方法編製。 

(3) 人口數字的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10 月 19 日。 

(4) #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網站  ‐ http://www.censtatd.gov.hk，2010年10月19日下載。 

 
 

圖  1.1：總人口及青年(1524)人口, 19612010 

 
 

註︰ 
(1) 人口數字以年中人口統計為準。 

(2)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而一九九六年及以後的數字是根據「居住
人口」方法編製。 

(3) 人口數字的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10 月 19 日。 

(4) #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網站  ‐ http://www.censtatd.gov.hk，2010年10月1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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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男女人口分佈   
 
於   2009年，全港有   435,300名   15‐19歲以及   458,500名   20‐24歲的青年。如按性別劃分，
則15‐24歲的青年中有   443,500名男性及   450,300名女性。於   2009年，15‐24歲年齡組別
中，每一千名女性相對的男性人數為   985人。於   2005至2009年期間，15‐24歲女性青年數
目 超 過 相 同 年 齡 組 別 的 男 性 ， 但 差 距 由   2005年 的 每 千 名 女 性 對   974名 男 性 逐 漸 縮 窄 至  
2009年的每千名女性對   985名男性。整體上，以每一千名女性青年相對的男性青年數目計
算的性別比例，除2001年外，直至   1996年仍維持在高於   1,000人，並在   2006  及   2007  年
下降至   972人，但於近年又再次上升。(見表1.2‐1.3) 
 
表  1.2:  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青年人口, 19612010 

性別  /  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男性   
  Male 

15 ‐ 19  96,000  165,000  227,300  277,800  295,700    237,200 

20 ‐ 24  102,100  101,000  177,400  233,100  318,100    290,000 

總數 Total  198,100  266,000  404,700  510,900  613,800    527,200 

  女性   
  Female 

15 ‐ 19  91,000  162,100  215,100  263,400  276,200    217,500 

20 ‐ 24  91,600  92,200  164,400  218,700  287,500    278,500 

總數 Total  182,600  254,300  379,500  482,100  563,700    496,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87,000  327,100  442,400  541,200  571,900    454,700 

20 ‐ 24  193,700  193,200  341,800  451,800  605,600    568,500 

性別  /  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1991  1996  2001  2002  2003  2004 

  男性   
  Male 

15 ‐ 19  217,600  229,300  229,300  224,800  219,700    221,400 

20 ‐ 24  227,600  236,700  225,100  222,700  221,800    226,000 

總數 Total  445,200  466,000  454,400  447,500  441,500    447,400 

  女性   
  Female 

15 ‐ 19  200,000  216,400  216,700  213,300  210,500    214,400 

20 ‐ 24  227,400  239,000  242,800  232,300  230,100    239,700 

總數 Total  427,400  455,400  459,500  445,600  440,600    454,1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417,600  445,700  446,000  438,100  430,200    435,800 

20 ‐ 24  455,000  475,700  467,900  455,000  451,900    465,700 

性別  /  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男性   
  Male 

15 ‐ 19  220,200  222,300  226,600  228,400  223,900    220,000 

20 ‐ 24  226,400  225,600  221,500  218,500  219,600    215,900 

總數 Total  446,600  447,900  448,100  446,900  443,500    435,900 

  女性   
  Female 

15 ‐ 19  214,000  213,900  215,700  215,900  211,400    208,000 

20 ‐ 24  244,500  246,800  245,200  241,300  238,900    230,800 

總數 Total  458,500  460,700  460,900  457,200  450,300    438,8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434,200  436,200  442,300  444,300  435,300    428,000 

20 ‐ 24  470,900  472,400  466,700  459,800  458,500    44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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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人口數字以年中人口統計為準。 
(2)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數字是根據「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而一九九六年及以後的數字是根據「居住

人口」方法編製。 
(3) 人口數字的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10 月 19 日。 
(4) #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網站，http://www.censtatd.gov.hk，2010年10月19日下載。 
 

表  1.3：性別比例  (每一千名女性的男性數目), 19612010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5‐19  20‐24  15‐24 

1961  1,055  1,115  1,085 
1966  1,018  1,095  1,046 

1971  1,057  1,079  1,066 

1976  1,055  1,066  1,060 

1981  1,071  1,106  1,089 

1986  1,091  1,041  1,063 

1991  1,088  1,001  1,042 

1996  1,060  990  1,023 

2001  1,058  927  989 

2002  1,054  959  1,004 

2003  1,044  964  1,002 

2004  1,033  943  985 

2005  1,029  926  974 

2006  1,039  914  972 

2007  1,051  903  972 

2008  1,058  906  977 

2009  1,059  919  985 

2010＃  1,058  935  993 
 
註︰ 
(1)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由編者根據表1.2自行計算，原始數據來自政府統計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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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性別比例（每一千名女性的男性數目）, 19612010 

  
註︰ 
(1)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由編者根據表1.2自行計算，原始數據來自政府統計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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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分區人口分佈 
 
各區的青年人口分佈並不平均。以人數計算，沙田區在 2009 年的青年人口最多，有 84,700
人。但如以人口百分比分析，在 2009 年北區有 15.8%人口為青年人，相比其他地區為高。
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通常擁有最多青年人口的地區為沙田區、元朗區以及屯門區，而
灣仔區、離島以及中西區的青年人口則較少。另一方面，青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通常為
大埔及北區，最低的通常是灣仔。(見表 1.4 )   
 
表  1.4：各區青年(1524)人口數目與百分比,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umber  數目 Number  數目 Number  數目 Number  數目 Number 

     

中西區  27,700  25,800  30,200  28,600  28,600 
Central & Western  (11.2)  (10.4)  (11.9)  (10.9)  (11.1) 

灣仔  13,400  14,800  14,200  15,200  15,400 
Wan Chai  (8.9)  (9.7)  (9.1)  (9.5)  (9.7) 

東區  69,700  68,000  67,600  66,900  67,900 
Eastern  (11.9)  (11.6)  (11.5)  (11.3)  (11.6) 

南區  32,800  34,400  32,900  34,300  34,000 
Southern  (12.1)  (12.8)  (11.9)  (12.5)  (12.5) 

油尖旺  33,800  31,500  30,300  30,900  31,600 
Yau Tsim Mong  (11.2)  (11.4)  (10.6)  (10.5)  (10.6) 

深水埗  44,100  46,900  48,900  44,400  45,900 
Sham Shui Po  (11.9)  (13.0)  (13.4)  (12.3)  (12.5) 

九龍城  43,900  41,100  41,100  40,300  41,700 
Kowloon City  (11.8)  (11.5)  (11.4)  (11.3)  (11.5) 

黃大仙  54,800  54,100  52,000  55,400  56,200 
Wong Tai Sin  (12.7)  (12.8)  (12.3)  (13.2)  (13.5) 

觀塘  73,600  74,900  73,500  70,800  73,800 
Kwun Tong  (12.6)  (12.9)  (12.7)  (12.3)  (12.4) 

葵青  73,700  71,700  73,600  71,000  71,300 
Kwai Tsing  (14.4)  (14.1)  (14.4)  (13.9)  (14.0) 

荃灣  31,700  33,200  32,900  32,200  33,100 
Tsuen Wan  (11.4)  (11.7)  (11.3)  (10.9)  (11.3) 

屯門  76,800  74,800  70,700  73,300  71,400 
Tuen Mun  (15.5)  (15.2)  (14.3)  (14.8)  (14.5) 

元朗  75,700  76,200  80,200  83,100  84,400 
Yuen Long  (13.8)  (14.4)  (15.0)  (15.4)  (15.5) 

北區  47,700  44,500  49,400  48,000  47,700 
North  (16.5)  (16.1)  (17.2)  (16.2)  (15.8) 

大埔  51,400  49,700  48,200  46,800  44,700 
Tai Po  (17.2)  (17.2)  (16.5)  (16.2)  (15.5) 

沙田  85,100  90,400  84,700  84,700  84,700 
Sha Tin  (13.8)  (15.0)  (14.0)  (13.9)  (13.9) 

西貢  56,500  54,200  56,400  56,500  56,800 
Sai Kung  (14.0)  (13.5)  (13.8)  (13.6)  (13.6) 

離島  14,000  19,100  19,300  18,100  19,100 
Islands  (10.7)  (14.4)  (13.9)  (12.2)  (12.9) 

總數 Overall  906,300  905,400  906,200  900,600  908,100 
   (13.2)  (13.4)  (13.2)  (13.1)  (13.1) 

註：  (1)  因為四捨五入原因，數目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2)  由於統計的方法不同，表中列出的青年人口數目和百份比，可能和表 1.1 中所列出的數字略有不同。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5至2009年《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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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青年人口推算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15‐24 歲的青年人口將會由 2009 年的 893,800 人下降至 2022 年
的 692,900 人，但隨後應會回升至 2039 年的 918,100 人。以佔總人口的百分比計算，青年
人口將從 2009 年的 12.8%下降至 2022 年的 8.8%，但預計會在 2039 年回升至佔總人口的
10.3%。（見表 1.5）  
 

表  1.5：二零一零年至二零三九年按年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推算年中青年人口 

  
男性  Male 

'000 

女性  Female 

'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000 
佔總人口的

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otal 

population

   年齡組別  Age Group  年齡組別  Age Group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5‐19  20‐24  15‐24  15‐19  20‐24  15‐24  15‐19  20‐24  15‐24 

2009  223.9    219.6  443.5    211.4    238.9    450.3  435.3    458.5    893.8    12.8% 

2010  222.1    220.2  442.3    210.4    240.1    450.5  432.5    460.3    892.8    12.6% 

2011  220.6    220.9  441.5    210.3    239.1    449.4  430.9    459.9    890.8    12.5% 

2012  219.3    223.0  442.3    209.3    240.3    449.6  428.6    463.4    892.0    12.4% 

2013  212.6    224.1  436.7    202.7    241.5    444.2  415.3    465.6    880.9    12.2% 

2014  203.9    220.8  424.7    194.3    239.1    433.4  398.2    459.8    858.0    11.7% 

2015  193.7  220.0  413.7    184.1  239.1  423.2  377.8  459.1  836.9    11.4% 

2016  185.0  218.9  403.9    174.8  239.6  414.4  359.8  458.4  818.2    11.0% 

2017  173.1  217.9  391.0    163.2  239.9  403.1  336.3  457.8  794.1    10.6% 

2018  166.6  212.2  378.8    157.0  234.9  391.9  323.6  447.1  770.7    10.2% 

2019  160.5    204.9  365.4    152.2    227.9    380.1  312.6    432.8    745.4    9.7% 

2020  156.2  196.0  352.2    148.9  219.1  368.0  305.1  415.1  720.2    9.3% 

2021  156.8  188.7  345.5    148.7  211.1  359.8  305.5  399.8  705.3    9.0% 

2022  161.9  177.5  339.4    153.0  200.5  353.5  314.9  378.0  692.9    8.8% 

2023  170.6  171.5  342.1    159.5  194.9  354.4  330.1  366.4  696.5    8.8% 

2024  181.9    165.8  347.7    168.4    190.7    359.1  350.3    356.4    706.7    8.8% 

2025  192.7  162.0  354.7    177.5  188.0  365.5  370.3  350.0  720.3    8.9% 

2026  199.7  163.2  362.9    184.8  188.5  373.3  384.5  351.7  736.2    9.0% 

2027  208.4  169.0  377.4    192.4  193.5  385.9  400.8  362.4  763.2    9.3% 

2028  212.8  178.5  391.3    196.3  201.0  397.3  409.1  379.5  788.6    9.5% 

2029  216.1    191.1  407.2    199.3    211.3    410.6  415.4    402.4    817.8    9.8% 

2030  219.7  203.1  422.8    202.3  221.7  424.0  421.9  424.8  846.7    10.1% 

2031  221.8  211.3  433.1    203.8  230.1  433.9  425.6  441.4  867.0    10.2% 

2032  222.5  221.2  443.7    204.3  238.8  443.1  426.7  460.0  886.7    10.4% 

2033  223.3  227.0  450.3    204.8  244.0  448.8  428.1  471.0  899.1    10.5% 

2034  223.7    231.4  455.1    205.3    248.1    453.4  429.1    479.4    908.5    10.5% 

2035  223.6  235.7  459.3    205.4  251.9  457.3  429.1  487.5  916.6    10.5% 

2036  222.8  238.1  460.9    204.9  253.9  458.8  427.8  492.0  919.8    10.5% 

2037  222.1  238.8  460.9    204.2  254.4  458.6  426.3  493.2  919.5    10.5% 

2038  221.1  239.5  460.6    203.4  255.1  458.5  424.5  494.5  919.0    10.4% 

2039  220.1    239.9  460.0    202.4    255.7    458.1  422.5    495.6    918.1    10.3%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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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二零一零年至二零三九年推算年中青年(1524)人口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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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死亡 
 
死亡率 
 
20‐24 歲男性的死亡率   (即每千人口的死亡人數)通常較 15‐19 歲男性和女性青年為高，當
中尤以 1997 年的 0.8 為高。在 90 年代期間，20‐24 歲男性的死亡率明顯較 15‐19 歲的青
年為高。但自 2000 年起，15‐19 歲和 20‐24 歲青年的死亡率差別並不十分明顯。(見表 1.6) 
 
表  1.6：按年齡和性別劃分的死亡率  (每一千人的死亡數目), 1990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男性  Male 

15‐19  0.4  0.4  0.4  0.4  0.4  0.4  0.4  0.3  0.3  0.2 
20‐24  0.6  0.6  0.7  0.6  0.7  0.7  0.7  0.8  0.6  0.5 

女性  Female 

15‐19  0.3  0.2  0.3  0.3  0.3  0.2  0.2  0.2  0.2  0.2 
20‐24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19  0.4  0.3  0.4  0.4  0.4  0.3  0.3  0.3  0.3  0.2 
20‐24  0.5  0.5  0.5  0.4  0.5  0.5  0.5  0.5  0.4  0.4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男性  Male 

15‐19  0.2  0.3  0.3  0.3  0.3  0.3  0.2  0.2  0.2  0.2 
20‐24  0.5  0.5  0.6  0.5  0.4  0.4  0.4  0.4  0.3  0.5 

女性  Female 

15‐19  0.2  0.2  0.2  0.1  0.1  0.2  0.1  0.1  0.1  0.2 
20‐24  0.2  0.2  0.3  0.2  0.3  0.2  0.1  0.2  0.2  0.2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19  0.2  0.3  0.3  0.2  0.2  0.3  0.2  0.2  0.2  0.2 
20‐24  0.3  0.3  0.4  0.3  0.3  0.3  0.2  0.3  0.2  0.3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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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按年齡劃分的死亡率  (每一千人的死亡數目), 1990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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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原因   
 

在 2001 至 2009 年期間，「疾病和死亡的外因」為 15 至 24 歲青年的最主要死亡原因，其
次為「惡性腫瘤」，再其次為「心臟病」（2007 年除外）。(見表 1.7) 
 

表  1.7：按常見致命疾病類別劃分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青年的登記死亡數目, 20012009 

死因   
Disease Group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疾病和死亡的外因(3) 
External caus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156 159 155 165 134 123 111  112  108
(59.1) (59.6) (57.2) (61.3) (53.2) (58.6) (55.8)  (53.9)  (49.8)

惡性腫瘤   
Malignant neoplasms 

47 40 27 38 41 28 29  31  42
(17.8) (15.0) (10.0) (14.1) (16.3) (13.3) (14.6)  (14.9)  (19.4)

心臟病   
Diseases of heart 

7 11 14 15 15 13 9  12  9
(2.7) (4.1) (5.2) (5.6) (6.0) (6.2) (4.5)  (5.8)  (4.2)

肺炎 
Pneumonia 

5 2 7 8 7 3 10  11  7
(1.9) (0.8) (2.6) (3.0) (2.8) (1.4) (5.0)  (5.3)  (3.2)

其他原因 
Other causes 

49 55 68 43 55 43 40  42  51
(18.6) (20.6) (25.1) (16.0) (21.8) (20.5) (20.1)  (20.2)  (23.5)

綜合所有原因 
All causes 

264 267 271 269 252 210 199  208  21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根據統計處及衞生署提供的《按致命疾病類別、性別的青年(1524 歲)死亡數目》圖表重組編製。較不常

見的死因被重組至「其他原因」。 
(2)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該死因佔全部死亡數字的百分比。 
(3) 根據(ICD)第十次修訂本，死亡個案的死因若屬於第十九章「損傷、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後果」，則應以

第二十章「疾病和死亡的外因」作分類。 
 
資料來源: 
衞生署及政府統計處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37 

圖  1.5：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青年的常見致命疾病類別百分比分佈, 20012009 

   

註: 
(1) 根據統計處及衞生署提供的《按致命疾病類別、性別的青年(1524 歲)死亡數目》圖表重組編製。較

不常見的死因被重組至「其他原因」。 
(2)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該死因佔全部死亡數字的百分比。 
(3) 根據(ICD)第十次修訂本，死亡個案的死因若屬於第十九章「損傷、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後果」，

則應以第二十章「疾病和死亡的外因」作分類。 
 
資料來源: 
衞生署及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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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 至 2009 年期間，死於「疾病和死亡的外因」的青年中，最多是死於「故意自害」，
其次為「運輸事故」，及「有毒物質的意外中毒及暴露於該物質下」。(見表 1.8) 
 

表  1.8：按疾病和死亡的外因及性別劃分的青少年(1524 歲)登記死亡人數, 20012009 

死亡的外因 
External Cause of Death 

性別 
Sex 
 

登記死亡人數 Number of registered deaths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運輸事故 
Transport accidents 
 

男  M  19 23 20 13 15 9  14  9 12
女  F  6 4 3 6 6 4  2  5 1
合計  T  25 27 23 19 21 13  16  14 13

                                   
跌倒 
Falls 
 

男  M  8 0 4 3 1 4  6  4 1
女  F  0 2 0 0 3 3  4  0 0
合計  T  8 2 4 3 4 7  10  4 1

                                   
意外淹溺和沉沒 
Accidental drowning and submersion 
  

男  M  7 3 4 5 1 8  2  2 2
女  F  0 0 0 0 0 1  2  0 1
合計  T  7 3 4 5 1 9  4  2 3

                                   
暴露於煙、火和火焰下 
Exposure to smoke, fire and flames 
 

男  M  3 0 2 0 0 2  2  1 1
女  F  1 0 0 0 0 0  0  0 0
合計  T  4 0 2 0 0 2  2  1 1

                                   
有毒物質的意外中毒及暴露於 
該物質下  
Accidental poisoning by and exposure 
to noxious substances 
 

男  M  11 14 11 19 9 4  4  2 2
女  F  3 1 3 1 5 3  1  2 1
合計  T  14 15 14 20 14 7  5  4 3

                                

故意自害 
Intentional self‐harm 
  

男  M  51 59 59 70 51 52  48  40 49
女  F  28 39 33 40 32 24  23  33 26
合計  T  79 98 92 110 83 76  71  73 75

                           
加害 
Assault 
  

男  M  2 5 5 0 2 4  1  1 1
女  F  1 1 4 1 2 3  1  4 5
合計  T  3 6 9 1 4 7  2  5 6

                           
所有其他外因 
All other external causes 
  

男  M  11 7 6 3 3 1  0  8 3
女  F  5 1 1 4 4 1  1  1 3
合計  T  16 8 7 7 7 2  1  9 6

                           
疾病和死亡的外因  

External causes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男  M  112  111  111  113  82  84  77  67  71 
女  F  44  48  44  52  52  39  34  45  37 
合計  T  156  159  155  165  134  123  111  112  108 

                                   
 

註： 
(1) 由二零零一年起，疾病及死因分類乃根據《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類》(ICD)第十次修訂本。

二零零一年及以後的數字未必可與以往年份根據 ICD 第九次修訂本所編製的數字互相比較。 
(2) 疾病類別的中文名稱是以北京世界衞生組織疾病分類合作中心所編譯的疾病名稱作為基準。 
 
 
資料來源: 
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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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   
 
在 2000 至 2009 年期間，15‐24 歲男性青年的自殺率（以每十萬人口計算）整體上高於同
齡的女性青年。自 2005 年起，男性自殺率幾乎為女性的兩倍（2008 年除外）。男性青年的
自殺率介乎於每十萬人口中有 9.5 和 15.8 個個案之間，女性青年的自殺率則介乎於每十萬
人口中有 4.4 和 9.3 個個案之間。而 15‐24 歲青年的自殺率（以每十萬人口計算）介乎於
7.1 和 12.6 個個案之間。(見表 1.9)   
 
表  1.9：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青年自殺致死個案, 2000200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男性  數目 Number  44  50  71  56  58  44  52  44  45  52 

Male   比率*Rate  9.5  11  15.8 12.6 12.8 9.9  11.6 9.8  10.1  11.7

          

女性  數目 Number  27  31  41  38  37  20  23  22  38  23 

Female  比率*Rate  5.8  6.8  9.3  8.8  8.3  4.4  5.0  4.8  8.3  5.1 

          

男女合計  數目 Number  71  81  112 94  95  64  75  66  83  75 

Both Sexes  比率*Rate  7.7  8.9  12.6 10.7 10.5 7.1  8.2  7.3  9.2  8.4 

註：   
(1) *以每十萬人口計算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網站，網址:‐ http://csrp.hku.hk，2010 年 11 月 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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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青年自殺致死個案死亡率, 20002009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網站，網址  ‐ http://csrp.hku.hk，2010 年 11 月 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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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24 歲青年人自殺致死個案中，「跳樓」是主要使用的方法，其次為「燒炭」。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牽涉「跳樓」的自殺致死個案維持在   75%  或以上。至於「燒炭」自殺死
亡的個案，則由 2004 年的 19.8%  顯著下跌至 2005 年的 9.9%，並在 2006 至 2009 年期間
在 9.6%及 14.1%之間上落。(見表 1.10) 
 

表  1.10：以自殺方法劃分的 1524 歲青年自殺致死個案率(以每十萬人口計), 2000200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跳樓  Jumping  5.3  6.0  7.8  7.4  7.0  5.5  6.5  5.6  6.9  6.7 
   (69.7)  (69.0) (61.9) (69.2) (66.0) (77.5) (78.3) (76.7)  (75.0)  (79.8)

中毒  Poisoning  0.1  0.3  0.4  0.0  0.6  0.3  0.1  0.1  0.1  0.0 
   (1.3)  (3.4) (3.2) (0.0) (5.7) (4.2) (1.2) (1.4)  (1.1)  (0.0)

割脈  Cutting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9) (0.0) (0.0) (0.0) (0.0)  (0.0)  (0.0)

上吊  Hanging  0.3  0.5  1.7  0.7  0.8  0.6  0.7  0.6  0.8  0.6 
   (3.9)  (5.7) (13.5) (6.5) (7.5) (8.5) (8.4) (8.2)  (8.7)  (7.1)

燒炭 Charcoal burning  1.8  1.5  2.5  2.5  2.1  0.7  0.8  0.8  1.3  1.0 
   (23.7)  (17.2) (19.8) (23.4) (19.8) (9.9) (9.6) (11.0)  (14.1)  (11.9)

其他  Others  0.1  0.4  0.2  0.0  0.1  0.0  0.2  0.2  0.1  0.1 
   (1.3)  (4.6) (1.6) (0.0) (0.9) (0.0) (2.4) (2.7)  (1.1)  (1.2)
 

註： 
(1) 括號中的數字代表使用該自殺方法的自殺致死個案佔全部個案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網址  ‐ http://csrp.hku.hk，2010 年 11 月 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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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失蹤人口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每一千人口報稱失蹤的 7‐15 歲人士數目介乎於 3.4 至 4.5 人之間，
至於 16‐20 歲人士的比率則介乎於   1.5 至 2.0 人之間。與男性相比，21 歲以下的女性失蹤
率較高。(見表 1.11)   
 

表  1.11：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失蹤人士, 2005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男性 
Male 

7 ‐ 15  1,080  910  1,142  1,169    997 
   (2.9) (2.5) (3.3) (3.4)  (3.1)

16 ‐ 20  352    307    282    311    278   
   (1.6) (1.4) (1.3) (1.4)  (1.2)

≧21  2,735    1,753    1,911    1,998    2,170   
   (1.1) (0.7) (0.8) (0.8)  (0.8)

女性 
Female 

7 ‐ 15  1,575    1,501    1,689    1,814    1,462   
   (4.5) (4.4) (5.1) (5.6)  (4.8)

16 ‐ 20  543    368    423    446    419   
   (2.5) (1.7) (2.0) (2.0)  (1.9)

≧21  1,988  1,499  1,563  1,720  1,631 
   (0.7) (0.5) (0.5) (0.6)  (0.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7 ‐ 15  2,655    2,411    2,831    2,983    2,459   
   (3.7) (3.4) (4.1) (4.5)  (3.9)

16 ‐ 20  895    675    705    757    697   
   (2.0) (1.5) (1.6) (1.7)  (1.6)

≧21  4,723  3,252  3,474  3,718  3,801 
   (0.9) (0.6) (0.6) (0.7)  (0.7)

 
註: 

(1)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每一千人口的失踨數目  (以年中人口計算)。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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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持單程證來港人士 
 
每年持單程證來港的 15‐24 歲新移民數字由 2004 年的 2,284 人逐漸上升至 2006 年的 7,173
人後，在 2007 年又下跌至 4,514 人，但隨後上升至 2008 年的 6,117 人和 2009 年的 6,324
人。而在 15‐24 歲的新移民當中，稍高比例為女性。(見表 1.12)   
 
表  1.12：按性別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 20022009 

年齡 
Age 

性別 
Sex 

2002 

數目 
No. 
(%) 

2003 

數目 
No. 
(%) 

2004 

數目 
No. 
(%) 

2005 

數目 
No. 
(%) 

2006 

數目 
No. 
(%) 

2007 

數目 
No. 
(%) 

2008 

數目 
No. 
(%) 

2009 

數目 
No. 
(%) 

15‐24  男  Male  1,472  1,551  1,069  2,573  3,370  2,230    3,033    2,997 

   (44.7) (47.3) (46.8) (49.8) (47.0) (49.4)  (49.6)  (47.4)

   女  Female  1,824  1,728  1,215  2,591  3,803  2,284    3,084    3,327 

   (55.3) (52.7) (53.2) (50.2) (53.0) (50.6)  (50.4)  (52.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3,296  3,279  2,284  5,164  7,173  4,514    6,117    6,32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 
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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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持單程證來港人士數目, 20022009 

 

資料來源︰ 
保安局 
 
 
 
於 2006 年，內地來港居住未滿七年的   15‐19 歲青年及   20‐24 歲青年人數分別為   20,582
人及   9,423 人。而當中，女性所佔的比例高於男性。(見表 1.13) 
 

表  1.13：按年齡劃分的持單程證來港定居未滿七年人士, 2006 

年齡 
Age 

男  Male  女  Female  總計  Total 

數目  Number  %  數目  Number  %  數目  Number  % 

15‐19  9,730    47.3 10,852    52.7 20,582    100.0 
20‐24  4,019    42.7 5,404    57.3 9,423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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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有顯著較高比例的 18 歲或以下的持單程證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是居住於元
朗、觀塘及葵青區。(見表 1.14) 
 
表  1.14  ：按區議會分區及年齡劃分的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數目, 2006 

區議會分區 
District Council district 

年齡 Age 

<6  6 ‐ 11  12 ‐ 16  17 ‐ 18  19 ‐ 24 

%  %  %  %  % 

深水埗 Sham Shui Po  6.6  8.3  9.1  9.5  11.9 

觀塘 Kwun Tong  9.3  11.3  11.9  13.4  13.1 

油尖旺 Yau Tsim Mong  4.6  4.6  5.3  6.6  4.7 

葵青 Kwai Tsing  8.3  9.4  11.7  12.2  11.9 

黃大仙 Wong Tai Sin  6.1  6.0  4.5  6.4  6.1 

九龍城 Kowloon City  6.2  4.0  4.0  4.3  4.2 

東區 Eastern  5.7  4.2  4.5  4.3  5.4 

元朗 Yuen Long  10.6  12.8  13.9  10.7  10.8 

沙田 Sha Tin  5.7  6.5  5.1  3.7  5.8 

北區 North  5.6  4.6  5.2  4.4  4.4 

荃灣 Tsuen Wan  5.2  3.7  3.5  4.2  2.1 

屯門 Tuen Mun  6.5  7.6  6.3  4.6  5.1 

西貢 Sai Kung  5.7  4.7  4.9  3.8  4.6 

中西區 Central & Western  2.2  2.4  2.6  3.1  2.9 

南區 Southern  3.7  2.7  2.1  1.6  1.5 

大埔 Tai Po  2.7  3.0  2.3  3.1  1.3 

灣仔 Wan Chai  1.6  1.0  0.9  1.1  0.9 

離島 Islands and Marine  3.6  3.2  2.4  2.8  3.3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是指 

i. 其出生地點為中國內地； 
ii. 國籍是「中國（永久居留地是香港）」；並 
iii. 居港少於七年的人士。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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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婚姻及生育 

1.2.1  婚姻狀況 
 
除1996年外，15‐24歲的從未結婚女性比例在過去20年持續地上升。在   2005至2009年期間，
從未結婚的   20‐24歲女性比例由   2005年的   92.95%上升至   2009年的   94.28%，而男性的
比例則由   2005年的   97.91%上升至   2009年的   98.66%。而在2005至2009年期間，15‐19
歲的年齡組別中，男性及女性的從未結婚比例均維持在超過   99%。(見表1.15) 
 
表  1.15：從未結緍青年數目和百分比, 19862009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  性別 
Age Group / Gender 

15‐19  20‐24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1986  206.4    224.1    222.9    259.1   
   (98.85) (99.78) (81.92)  (94.73)

1991  197.5    212.9    194.6    206.7   
   (99.30) (99.91) (87.23)  (96.32)

1996  210.2    222.8    199.9    217.9   
   (98.96) (99.69) (86.54)  (95.36)

2001  213.9    226.5    218.5    213.7   
   (99.53) (99.87) (90.44)  (96.35)

2005  213.0    219.3    226.7    220.4   
   (99.63) (99.91) (92.95)  (97.91)

2006  213.1    221.6    230.0    220.0   
   (99.72) (99.91) (93.34)  (97.86)

2007  214.7    225.5    229.5    215.7   
   (99.72) (99.91) (93.75)  (97.91)

2008  214.9    227.3    227.2    213.1   
   (99.81) (99.96) (94.35)  (98.16)

2009  213.7    226.7    229.3    221.1   
   (99.86) (99.96) (94.28)  (98.66)

 

註： 
(1) 只包括非院舍人口。 
(2) 百分比以從未結婚青年數目除以相關的性別和年齡組別人口計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9至2010年版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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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歲已婚女性的比例由 2005 年的   6.81%  緩慢下降至   2009 年的   5.43%，而   15‐19
歲的女性則由   2005 年的   0.33%下降至   2009 年的   0.14%。在那些   20‐24 歲的男性中，
已婚的比例由 2005  年的   2.00%下降至   2009 年的   1.29%。(見表 1.16) 
 
表  1.16：已婚的青年數目和百分比, 19862009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  性別 
Age Group / Gender 

15‐19  20‐24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1986  2.4    0.5    48.7    14.2   
   (1.15) (0.22) (17.9)  (5.19)

1991  1.4    *  28.2    7.8   
   (0.7) .. (12.64)  (3.63)

1996  2.2    0.8    30.8    10.5   
   (1.04) (0.36) (13.33)  (4.6)

2001  1.0    0.3    22.1    7.9   
   (0.47) (0.13) (9.15)  (3.56)

2005  0.7    *  16.6    4.5   
   (0.33) .. (6.81)  (2.00)

2006  0.6    *  15.9    4.5   
   (0.28) .. (6.45)  (2.00)

2007  0.6    *  15.0    4.5   
   (0.28) .. (6.13)  (2.04)

2008  0.4    *  13.0    3.9   
   (0.19) .. (5.40)  (1.80)

2009  0.3    *  13.2    2.9   
   (0.14) .. (5.43)  (1.29)

 

註： 
(1) 只包括非院舍人口。 
(2) 百分比以已婚青年數目除以相關的性別和年齡組別人口計算。 
(3) *由於抽樣誤差大，有關統計數字未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9至2010年版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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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青年喪偶及離婚/分居的數目非常少，故未能從中發現有連續性的改變模式。(見表
1.17) 
 

表  1.17：喪偶及離婚╱分居的青年數目和百分比, 19862009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  性別 
Age Group / Gender 

15‐19  20‐24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女 Female 
‘000 
(%) 

男 Male 
‘000 
(%) 

1986  *  *  0.5    * 
   .. .. (0.18)  .. 

1991  *  *  0.3    * 
   .. .. (0.13)  .. 

1996  *  *  *  * 
   .. .. .. .. 

2001  *  *  1.0    * 
   .. .. (0.41)  .. 

2005  *  *  0.6    * 
   .. .. (0.25)  .. 

2006  *  *  0.4    * 
   .. .. (0.16)  .. 

2007  *  *  0.3    * 
   .. .. (0.12)  .. 

2008  *  *  0.7    * 
   .. .. (0.29)  .. 

2009  *  *  0.7    * 
   .. .. (0.29)  .. 

 

註： 
(1) 只包括非院舍人口。 
(2) 百分比以喪偶及離婚╱分居的青年數目除以相關的性別和年齡組別人口計算。 
(3) *由於抽樣誤差大，有關統計數字未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9至2010年版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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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生育 
 
年齡別（以年齡界別的）生育率是指某一年齡組別的女性在過去12個月內生產的活產嬰兒
數目相對該年齡組別每千名女性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比率。隨著女性的結婚比
例下降，20‐24歲女性的 生育率由   2001年的   29.1  下降至2008年的   22.8，隨後於   2009
年稍微回升至   24.2。而   15‐19  歲女性的生育率則由   2001年的   4.3  持續下降至   2009年
的   3.0。（見表   1.18）  
 
表  1.18：年齡別(以年齡界別的)生育率, 20012009 

嬰兒出生時母親的年齡組別 
Age group of mother at childbirth 

每千名婦女的活產嬰兒數目 
Number of live births per 1 000 women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5−19  4.3  3.9  3.6  3.8  3.4  3.2  3.2  3.0  3.0 
20−24  29.1  31.5  29.0  28.9  27.2  25.0  23.5  22.8  24.2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6至2010年版  (2007‐2010)。 
 
 

圖  1.8：年齡別(以年齡界別的)生育率, 2001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6至2010年版  (20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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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青年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18‐34 歲未有下一代的青年人當中，不打算生育的最
重要原因為「經濟壓力大」   (56.7%)，其次為「唔識管教／唔識照顧」   (28.3%)、「責任
重大」   (26.7%)  和「目前社會／經濟環境不宜生育」   (21.7%)。(見表 1.19) 
 
表  1.19：青年人(1834)不打算生育的最重要三項原因, 2005 

  
百分比 
Percent 

   樣本數目(n)=60

「經濟壓力大」 
Heavy financial pressure 

56.7 

  

「唔識管教／唔識照顧」 
Do not know how to discipline and take care of children 

28.3 

  

「責任重大」 
The responsibility of bringing up a child is too much 

26.7 

  

「目前社會／經濟環境不宜生育」 
The current social / economic environment does not provide good prospects for giving birth 

21.7 

  

「擔心失去私人時間」 
Worry that I will lose my private time 

5.0 

  

「不喜歡小孩子」 
Do not love kids 

5.0 

  

「享受二人世界」 
Enjoy of "world of two" 

5.0 

  

「怕生育之苦」 
Afraid of the physical pain of giving birth 

3.3 

  

「工作時間長」 
Long working hours 

3.3 

  

「擔心影響工作／事業」 
Worry that it will hamper my career / work 

1.7 

  

「生活忙碌」 
Busy 

1.7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的生育意願》(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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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同一項調查，在 272 名已有或打算生育下一代的 18‐34 歲青年人當中，當決定生育時
最重要的考慮事情為「個人經濟狀況」  (65.0%)，其次為「將來管教子女問題」  (9.6%)  及
「個人健康狀況」   (7.6%)。(見表 1.20) 
 
表  1.20：青年人(1834)當決定生育時，最首要考慮的事情, 2005 

   百分比 
Percent 

   樣本數目(n)=272 

「個人經濟狀況」 
Financial situation 

65.0   
  

「將來管教子女問題」 
The issue of disciplining 

9.6   

  

「個人健康狀況」 
Health situation 

7.6   

  

「個人心理準備狀況」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6.5   

  

「社會環況」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society 

3.7   

  

「個人時間分配問題」 
Time allocation 

0.7   

  

「政治現境」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ociety 

0.6   

  

「冇乜特別」 
Nothing special 

4.1   

  

「唔知／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1   

  

合計 
Total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只詢問已有或打算生育下一代的 1834 歲青年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的生育意願》(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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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健康狀況 
 

1.3.1  殘疾 
 
在已登記的青年殘疾人士當中，有較高比例為智障和肢體傷殘人士。  

按每一千人口計算的已登記殘疾人士比率，15‐19  歲聽覺受損的傷殘人士比率由 2006 年
的 1.2 人減至 2009 年的 1.1 人，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1.9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1.4 人。視覺受損方面，  15‐19  歲組別的比率保持在 0.4 人附近，而   20‐29 歲組別的
則由   2006  年的   0.7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0.6 人。肢體傷殘方面，15‐19  歲組別的比率由  
2006  年的   2.8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1.9 人，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3.9 人減
少至   2009 年的 3.6 人。語言障礙方面，15‐19  歲組別的比率由   2006  年的   1.3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1.6 人，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0.8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1.0 人。
在智障方面，15‐19  歲組別的比率由   2006  年的 7.7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6.2 人，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9.8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9.3 人。自閉症方面，15‐19  歲組別的
比率由   2006  年的   1.3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1.6 人，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1.0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1.2 人。精神病方面，   15‐19  歲組別的比率保持在 0.1 人附近，
而   20‐29 歲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0.6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0.7 人。器官殘障或長期病患
方面，   15‐19  歲組別的比率由   2006  年的   0.6 人增加至   2009 年的 0.8 人，而   20‐29 歲
組別的則由   2006  年的   1.8 人減少至   2009 年的 1.6 人。(見表 1.21) 

 

表  1.21：按年齡組別、傷殘類型及傷殘程度劃分的已登記傷殘人士, 20052009 

(a)    聽覺受損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聽力損失 
>70 分貝 
Hearing 
Loss 
> 70db 

 
聽力損失 
41‐70 分貝
Hearing 
Loss   

41‐70db 

 
聽力損失 
26‐40 分貝
Hearing 
Loss   

26‐40db 

 
其他 
Others 

 
總計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387    280    34    23    724    (1.4) 
     21‐29*    887    666    129    119    1,801    (2.1) 

2006  15‐19    291    207    29    16    543    (1.2) 
     20‐29    973    675    121    124    1,893    (1.9) 

2007  15‐19    271    175    23    15    484    (1.1) 
     20‐29    916    594    136    93    1,739    (1.8) 

2008  15‐19    270    187    22    12    491    (1.1) 
     20‐29    748    517    119    73    1,457    (1.5) 

2009  15‐19    273    163    27    10    473    (1.1) 
    20‐29   742    525    108    59    1,434    (1.4)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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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視覺受損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視覺受損嚴

重低視力至

全盲 
Severe low 
vision to 

totally blind

中度低視力
Moderate 
low vision

輕度低視力
Mild low 
vision 

其他 
Others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128    39    46    19    232    (0.4) 
     21‐29*    247  270  59  79  655    (0.8)

2006  15‐19    86    34    33    13    166    (0.4) 
     20‐29    259  269  73  78  679    (0.7)

2007  15‐19    77    48    29    6    160    (0.4) 
     20‐29    245  253  107  65  670    (0.7)

2008  15‐19    79    49    22    5    155    (0.3) 
     20‐29    252  220  94  59  625    (0.6)

2009  15‐19    72    56    22    4    154    (0.4) 
    20‐29   253  182  91  47  573    (0.6)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c)  肢體傷殘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嚴重 
Severe 

中度
Moderate

輕度 
Mild 

其他 
Others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974    187    176    397    1,734    (3.3) 
     21‐29*    1,345  621  529  918  3,413    (3.9)

2006  15‐19    738    125    123    245    1,231    (2.8) 
     20‐29    1,534  689  600  966  3,789    (3.9)

2007  15‐19    660    120    143    172    1,095    (2.5) 
     20‐29    1,548  675  596  885  3,704    (3.8)

2008  15‐19    553    129    151    121    954    (2.1) 
     20‐29    1,542  675  600  808  3,625    (3.7)

2009  15‐19    449    137    145    86    817    (1.9) 
    20‐29   1,566  665  614  742  3,587    (3.6)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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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語言障礙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654    (1.2) 
     21‐29*  611  (0.7) 

2006  15‐19  554    (1.3) 
     20‐29  823  (0.8) 

2007  15‐19  625    (1.4) 
     20‐29  856  (0.9) 

2008  15‐19  715    (1.6) 
     20‐29  850  (0.9) 

2009  15‐19  710    (1.6) 
    20‐29  947  (1.0)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e)    弱智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極度嚴重
Profound 

 
嚴重 
Severe 

 
中度

Moderate

 
輕度 
Mild 

 
其他 
Others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n.a.  290    1,217  2,508  557    4,572    (8.7) 
     21‐29*    n.a.  621    2,338  4,450  1,324  8,733    (10.1) 

2006  15‐19    0  245    953    1,767  407    3,372    (7.7) 
     20‐29    2  665    2,499  4,989  1,436  9,591    (9.8) 

2007  15‐19    10  230    946    1,570  340    3,096    (7.0) 
     20‐29    14  647    2,426  4,910  1,374  9,371    (9.5) 

2008  15‐19    19  224    952    1,443  266    2,904    (6.5) 
     20‐29    39  638    2,403  4,891  1,339  9,310    (9.4) 

2009  15‐19    27  229    902    1,367  186    2,711    (6.2) 
    20‐29   40  639    2,403  4,844  1,320  9,246    (9.3)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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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閉症^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699    (1.3) 

   21‐29*  724    (0.8) 

2006  15‐19  559    (1.3) 

   20‐29  930    (1.0) 

2007  15‐19  612    (1.4) 

   20‐29  1,026    (1.0) 

2008  15‐19  676    (1.5) 

   20‐29  1,103    (1.1) 

2009  15‐19  714    (1.6) 

  
 

20‐29  1,189    (1.2) 

註： 
(1) *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2) ^  沒有殘疾程度的數字。 
 
(g)    精神病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精神病 

Psychoses 
神經官能病
Neuroses 

其他 
Others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70    7    14    91    (0.2) 
     21‐29*    515  51  83  649    (0.7)

2006  15‐19    40    3    8    51    (0.1) 
     20‐29    498  52  75  625    (0.6)

2007  15‐19    38    3    12    53    (0.1) 
     20‐29    500  54  75  629    (0.6)

2008  15‐19    35    4    15    54    (0.1) 
     20‐29    567  66  65  698    (0.7)

2009  15‐19    39    4    13    56    (0.1) 
    20‐29   600  71  60  731    (0.7)

註： 

(1)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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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器官殘障/長期病患^ 

年份 
Year   

年齡組別 
Age Group 

總數 
Total 

 
比率 

(每一千人口) 
Rate 

(per 1,000 population) 

2005  15‐20*  341    (0.7) 
     21‐29*  1,678  (1.9) 

2006  15‐19  278    (0.6) 
     20‐29  1,768  (1.8) 

2007  15‐19  304    (0.7) 
     20‐29  1,744  (1.8) 

2008  15‐19  332    (0.7) 
     20‐29  1,719  (1.7) 

2009  15‐19  337    (0.8) 

    20‐29  1,615    (1.6) 

註： 
(1) *  年齡組別與其他年份不同。 
(2) ^  沒有殘疾程度的數字。 
 
資料來源︰ 
登記殘疾人數刊載於醫院管理局  2004/05  至  2008/09  年度統計報告，2005‐2007數字來自食物及衞生局，
2008‐2009數字來自勞工及福利局；人口統計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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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長期病患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 2010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25 歲以下的人口當中，1.8% （即約等於 30,400
人）患有最少一種下表列出的長期病患。在這些選定的長期病患類別當中，最多人患有「哮
喘」   (69.5%)及「心臟病」   (12.8%)。(見表 1.22) 
   

表  1.22：按選定的長期病患類別劃分的 25 歲以下長期病患者數目, 2009/10 

慢性疾病類別(3) 
Type of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百分比(2) 

% 

比率(1) 

Rate 

選定的長期病患類別 
Selected type of chronic diseases 

30.4  15.9  1.8 

    高血壓  Hypertension  1.1  0.6
(3.5) 

0.1 

    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  1.3  0.7
(4.1) 

0.1 

    膽固醇過高  High cholesterol  1.4  0.7
(4.5) 

0.1 

    心臟病  Heart diseases  3.9  2.0
(12.8) 

0.2 

    哮喘  Asthma  21.2  11.1
(69.5) 

1.2 

    癌症  Cancer  1.5  0.8
(4.8) 

0.1 

    中風  Stroke  §  §
(§) 

§ 

     
其他慢性疾病類別 
(包括骨骼肌肉疾病、耳/鼻/喉疾病、眼病等) 
Other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s 
(Including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diseases  of  the 
ear / nose / throat (ENT), diseases of eye, etc.) 

171.1  89.7  9.9 

       

合計 
Overall 

190.7    11.1 

 

註： 
(1) 在個別年齡分組中佔所有人士的百分比。以所有二十五歲以下的人士為例，0.1%患有經西醫診斷的高

血壓。 
(2) 數字顯示在個別年齡組別內所有患有經西醫診斷的慢性疾病的人士中所佔的百分比，而括號內的數字

則顯示在所有患有經西醫診斷的選定慢性疾病的人士中所佔的相應百分比。 
(3) 可選擇多項答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五號報告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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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留院人數 
 
在 2009 年，於醫院管理局留院的   15‐19  及   20‐24 歲青年的人數分別為每一千人口中有  
0.67 人   及   0.72 人。醫院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於   2005 至   2009 年間，每一千人口中   15‐19 
歲青年的留院人數介乎於   0.63 人至 0.72 人之間，而每一千人口中   20‐24  歲青年留院人數
則由   2005 年的 0.91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0.72 人。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15‐19  及  
20‐24 歲青年的留院率相比所有年齡住院人士少超過兩倍。(見表 1.23) 
 

表  1.23：每一千人口計的醫院管理局留院人數, 2005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5‐19  0.71  0.72  0.63  0.70  0.67 

20‐24  0.91  0.83  0.77  0.83  0.72 

所有年齡 All Ages  3.05  2.85  2.73  2.86  2.77 
 
註： 
(1) 以每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午夜二十四時的留院人數及年中人口計算。 
 
資料來源︰ 
數字由編者根據醫院管理局2004/05  至  2008/09  年度統計報告住院人數統計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年中人口
計算。 
 

圖  1.9︰每一千人口計的醫院管理局住院人數, 20052009 

 

註： 
(1) 以每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午夜二十四時的住院人數及年中人口計算。 
 
資料來源︰ 
數字由編者根據醫院管理局2004/05  至  2008/09  年度統計報告住院人數統計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年中人口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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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一般健康狀況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為亞洲人釐定的標準，體重狀況能依照體重指標(BMI)分類為過輕、正常、
過重和肥胖。衞生署的一項連續五年的調查顯示，13.8%至15.0%的18‐24歲的青年人的體
重狀況在2005至2009年期間為過重或肥胖，而23.5%至29.2%則屬於過輕。(見表1.24) 
 
表  1.24：根據體重指標(BMI)及世衞按亞洲人標準的分類法所釐定的 1824 歲青年體重狀況, 
2005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過輕 
Underweight 

正常 
Normal 

過重 
Overweight 

肥胖 
Obese 

    2005(2)  259  23.7%  62.1%  8.6%  5.5% 

2006  246  27.6%  58.6%  7.1%  6.7% 

2007  260  29.2%  55.7%  8.2%  6.8% 

2008  260  25.3%  60.6%  8.5%  5.5% 

2009  267  23.5%  62.2%  7.2%  7.2%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指 2005 年 4 月進行的調查。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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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能活動問卷調查   (IPAQ)  提供了一個類別指標以評估體能活動量。在2006至2009年
期間，54.2%  至   58.1%  的18至24歲青年人的體能活動量為中度，而   18.1%  至   24.1%  的
體能活動量則被分類為低度。(見表1.25) 
 
表  1.25：按照國際體能活動問卷調查  (IPAQ)  分析 1824 歲青年人體能活動水平, 2006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低度 
Low 

中度 
Moderate 

高度 
High 

2006  251  24.1%  55.8%  20.1% 
2007  272  18.1%  58.1%  23.8% 
2008  269  22.6%  56.7%  20.7% 

2009  276  19.9%  54.2%  25.9% 
 

註： 
(1) 根據 2005 年修訂的簡化版  IPAQ  類別指標計算。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6‐2007)，2008 年及 2009 年數字由衞生署提供。 
 
 
18‐24歲認為自己健康狀況為極好/非常好/好的青年百分比由 2005年的   49.5%，跌至 2006
年的 42.3%  ，但隨後上升至 2009 年的 56.8%。評價自己健康狀況為差的青年百分比亦由
2006 年的 7.4%  下降至   2009 年的   4.8%。相比所有 18‐64 歲人士，18 至 24 歲的青年人
通常較多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為極好/非常好/好。(見表 1.26) 
 

表  1.26：自我評價的健康狀況, 20052009 

年份  /  年齡組別 
Year / Age Group 

極好/非常好/好 
Excellent / Very Good / Good

一般 
Fair 

差 
Poor 

    2005(2)  18‐24  49.5%  45.8%  4.7% 
18‐64  43.9% 49.8% 6.3% 

2006  18‐24  42.3%  50.3%  7.4% 
18‐64  38.1% 54.4% 7.6% 

2007  18‐24  44.0%  48.4%  7.6% 
18‐64  38.4% 53.9% 7.8% 

2008  18‐24  49.8%  44.6%  5.6% 
18‐64  44.1% 49.2% 6.6% 

2009  18‐24  56.8%  38.4%  4.8% 

 
18‐64  45.8% 48.7% 5.5%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指 2005 年 10 月進行的調查。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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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宗敎信仰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一項在 2004/05 年間進行的基準研究顯示，15‐24 歲的青年當中有
25%  有宗教信仰。在這些有宗教信仰的青年中，最多是信仰基督教(70.9%)  ，其次為佛教
(15.9%)  和天主教(11.7%)  。然而，在 2008 年的追蹤研究中，在 2004/05 年間曾受訪的
青年人中，有宗教信仰的比例由 27.6%下降至 20.8%。(見表 1.27‐1.28)   
 

表  1.27：  有宗敎信仰的青年比例, 2004/05 

是 
Yes 

否 
No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25%  75%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20.8% 
(27.6%) 

79.2% 
(n.a.) 

 
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 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接訪者在基準研究中的

回應。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表  1.28：有宗敎信仰的青年中各宗敎信仰的百份比, 2004/05 

 

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ief 

天主教
Catholics 

基督教
Protestant 

佛教 
Buddhist 

道教 
Taoist 

其他 
Others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11.7%  70.9%  15.9%  1.0%  0.6%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9.6% 
(8.6%) 

80.4% 
(77.0%) 

9.6% 
(13.4%) 

0.5% 
(1.0%) 

0.5% 
(0.0%) 

 
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 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接訪者在基準研究中的

回應。 
(4) 在 2008 年的追蹤研究中，受訪者可回答多於一個答案。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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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有宗敎信仰的青年中各宗敎信仰的百份比, 2004/05 

 
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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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語言   
 
於 1996 至 2006 年期間，報稱能說普通話的 15‐24 歲青年百份比由 26.1%上升至 53.0%，
而報稱能說英語的青年百分比則穩定地上升，由 61.3%增加至 67.7%。(見表 1.29) 
 

表  1.29︰能說選定語言／方言的青年(1524)比例，1996，2001  及  2006 

語言/方言(1) 
Language / Dialects 

1996  2001  2006 

廣東話 Cantonese  97.0%  97.5%  97.7% 

英語 English  61.3%  67.6%  67.7% 

普通話 Putonghua  26.1%  37.8%  53.0% 

其他中國方言(2) Other Chinese Dialects  12.3%  10.9%  11.2% 

其他(3) Others  6.1%  8.4%  7.2% 
 
註： 

(1) 這些數字不包括失去語言能力的人士。 
(2) 指報稱能說一種或多於一種其他中國方言的人口比例。 
(3) 指報稱能說一種或多於一種其他語言的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2006)。 
 

圖  1.11︰能說選定語言／方言的青年(1524)比例，1996，2001  及  2006 

 
註： 

(1) 這些數字不包括失去語言能力的人士。 
(2) 指能說一種或多於一種其他中國方言的人口比例。 
(3) 指能說一種或多於一種其他語言的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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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社會福利 
 

1.6.1  低收入家庭青年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統計，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居住於低收入家庭的 15‐24 歲青
年 的 百 分 比 由 16.3%上 升 至   18.8%， 而 居 住 於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總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則 維 持 在
17.2%及 17.9%之間。(見表 1.30) 
 

表  1.30：低收入家庭青年(1524)百分比, 2000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5 ‐ 24  17.2  15.9  16.4  16.6  16.9  16.3  17.4  18.1  18.2  18.8 

總體人口 
Total Population 

18.3  17.8  17.7  17.4  17.6  17.2  17.8  17.9  17.6  17.3 

 
註： 
(1) 低收入家庭的定義為家庭的每月家庭入息少於或等於同等住戶人數家庭的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資料來源︰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站，貧窮數據庫，網址  ‐ http://www.poverty.org.hk, 2010 年 11 月 5 日下載。. 

 
圖  1.12︰低收入家庭青年(1524)百分比，20002009 

 
註： 
(1) 低收入家庭的定義為家庭的每月家庭入息少於或等於同等住戶人數家庭的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資料來源︰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站，貧窮數據庫，網址  ‐ http://www.poverty.org.hk, 2010 年 11 月 5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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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青年 
 

社會福利署的統計顯示，於 2005‐2009 年期間，15‐17 歲的青年人口中有多於一成領取社
會保障綜合援助（綜援）。然而，隨著青年人長大並投入勞動市場，較年長的青年領取綜援
的百分比亦跟著減少。整體上，在 2009 年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青年有 54,335
名，而 2005 年則有 59,785 名。而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青年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6.6%  稍為下降至   2009 年的   6.1%。(見表 1.31) 
 

表  1.31：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青年(1524)數目和百分比, 20052009 

年齡 
Age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5  12,341  11,864  11,315  10,576  10,690 
   (13.8)  (14.3) (13.1) (12.7) (12.6)

16  12,089  11,724  11,152  10,610  10,584 

   (14.0)  (13.1) (13.3) (12.3) (12.7)

17  10,658  10,404  9,889  9,597  9,640 
   (11.5)  (11.7) (10.9) (11.3) (11.0)

18  8,263  8,581  8,278  7,851  8,099 

   (9.8)  (9.2) (9.2) (8.6) (9.4)

19  5,787  5,763  5,710  5,416  5,490 
   (6.8)  (6.7) (6.0) (5.9) (5.9)

20  3,701  3,649  3,630  3,425  3,695 

   (4.1)  (4.3) (4.3) (3.7) (4.1)

21  2,425  2,357  2,264  2,133  2,182 
   (2.7)  (2.6) (2.6) (2.5) (2.3)

22  1,675  1,621  1,478  1,344  1,559 

   (1.7)  (1.7) (1.6) (1.5) (1.8)

23  1,455  1,333  1,254  1,080  1,275 
   (1.5)  (1.3) (1.3) (1.1) (1.4)

24  1,391  1,285  1,120  1,032  1,121 
   (1.5)  (1.3) (1.1) (1.1) (1.2)

15‐24  59,785  58,581  56,090  53,064  54,335 
   (6.6)  (6.4) (6.2) (5.9) (6.1)

All Ages  297,434  294,204  285,773  289,469  287,822 

所有年齡  (4.3)  (4.3) (4.1) (4.1) (4.1)
 

註： 

(1)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人士數目是以年終的數字計算。 
(2)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是指於財政年度終結時的數字。以 2009 年為例，領取社會保

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是指在2009/10年度終結時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
(3) 括號內的數字是指在相關年齡組別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百分比，以該年的年終人口統計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青年統計由社會福利署提供；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統計數
字是來自《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零年版中由社會福利署提供的數字；年終人口統計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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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青年(1524)百分比, 20052009 

 
註： 
(1)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人士數目是以年終的數字計算。 
(2)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是指於財政年度終結時的數字。以 2009 年為例，領取社會保

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是指在 2009/10 年度終結時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數目。 
(3) 相關年齡組別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青年的百分比是以該年的年終人口統計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 15‐24 歲青年統計由社會福利署提供，領取社會保障綜合援助的所有年齡人士統計數
字是來自《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零年版中由社會福利署提供數字，年終人口統計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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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 
在香港，大部分中學都是官立或資助學校。在過去十年中，因人口結構的變化和香港出生
率下滑，香港的小學大多數已經從半日制轉變成為全日制。香港從 70 年代起已推行免費教
育，並在 2008 年擴展至所有小學，中學及學前教育。在 2009/10 學年亦實施了新的 3 +3 +4
課程，即包括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教育。這一章將會探討和分析本港青年的教
育程度，以及其他與青年有關的教育事宜，包括：特殊教育、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子女教育、
在香港以外地方接受教育、就讀補習／職業課程情況、自修室設施使用、政府和個人教育
支出、學生財政資助和輟學率等。  
 

2.1  教育程度 
 

2.1.1  全日制教育就學比率 
 
全日制教育就學比率是指於該相應的年齡組別中的全日制就學人口百分比。15‐19 歲青年
的入學率在過去數年間持續上升，由 2005 年的 85.9%上升至   2009 年的 89.1%，而 20‐24
歲青年的入學率則由 29.7%  上升至   36.2%  。整體來說，越來越多的 15‐24 歲青年在過去
十年接受全日制教育。(見表 2.1) 
 

表 2.1：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全日制教育就學比率, 1996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76.3    77.1    78.4    78.2    79.9    80.1    80.3   

20 ‐ 24  20.3    21.1    21.7    22.0    22.9    25.9    28.1   

小計 Sub‐total  48.0    49.1    50.6    50.8    52.1    53.3    54.4   

女性 
Female 

15 ‐ 19  79.9    81.3    80.3    82.1    82.9    83.2    82.9   

20 ‐ 24  17.9    18.3    19.6    19.7    20.9    24.1    24.6   

小計 Sub‐total  47.6    48.9    49.3    49.9    50.5    51.9    52.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78.1    79.2    79.4    80.1    81.4    81.6    81.6   

20 ‐ 24  19.1    19.7    20.6    20.8    21.9    25.0    26.3   

總計 Total  47.8    49.0    49.9    50.4    51.3    52.6    53.5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80.7    82.6    84.3    84.9    85.3    87.2    88.2   

20 ‐ 24  28.3    30.3    31.9    32.9    34.4    36.0    37.2   

小計 Sub‐total  54.5    56.2    57.8    58.8    60.2    62.2    62.8   

女性 
Female 

15 ‐ 19  84.0    86.4    87.5    87.8    88.0    89.3    90.1   

20 ‐ 24  25.7    27.4    27.7    29.2    29.8    31.8    35.2   

小計 Sub‐total  53.6    55.3    55.6    56.4    57.1    58.9    60.9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82.3    84.5    85.9    86.4    86.6    88.2    89.1   

20 ‐ 24  27.0    28.8    29.7    31.0    32.0    33.8    36.2   

總計 Total  54.0    55.7    56.7    57.6    58.6    60.5    61.9   

註：(1)  就學比率是指全日制學生佔相關年齡組別人口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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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按年齡劃分的全日制教育就學比率, 19962009 

 

註： 
(1)  就學比率是指全日制學生佔相關年齡組別人口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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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最高敎育程度 
 
教育程度在大專或以上的 15‐24 歲青年比例在過去十年明顯上升。  
 
在 15‐19 歲的青年當中，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口由 2000 年的   22.1%下降至 2009 年
的 15.0%，而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的百分比則由   2000 年的   53.1%  下降至   2009 年的  
51.1%。 不 過 ， 在   2000 至 2009 年 期 間 擁 有 中 六 教 育 程 度 的 百 分 比 由   15.2%上 升 至  
17.5%。至於擁有專上非學位以及專上學位的百分比則分別由   6.4%上升至   11.2%以及由  
3.1%上升至 5.1%。  
   
在 20‐24 歲的青年當中，擁有專上非學位教育程度的人口由   2000 年的   15.2%上升至
2009年的 20.8%，擁有專上學位的百分比亦由 2000年的 24.7%上升至 2009年的 36.4%，
而只有中六以下教育程度的百分比則持續下降。(見表 2.2)   
 

表 2.2：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年齡介乎 1524 歲的陸上非住院人口數目, 20002009 

年齡組別︰15‐19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年份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初中或以下  101.4  92.0  90.5  84.1  79.3  77.6  74.4  70.7  67.5  66.1 
Lower secondary and below    (22.1)  (20.8) (20.7) (19.6) (18.2) (17.9) (17.1) (16.0)  (15.2)  (15.0)

高中或以上(包括工藝程度)  243.3  232.8  229.5  222.0  223.4  220.7  220.4  219.8  230.6  225.2 
Upper secondary (including 
craft courses) 

(53.1)  (52.7) (52.6) (51.8) (51.4) (50.9) (50.6) (49.8)  (52.1)  (51.1)

中六  69.8  71.9  70.2  69.5  75.5  71.5  73.8  78.2  75.4  77.3 
Sixth form    (15.2)  (16.3) (16.1) (16.2) (17.4) (16.5) (16.9) (17.7)  (17.0)  (17.5)

專上:  非學位  29.5  28.4  29.2  36.8  36.5  43.4  46.1  50.5  47.7  49.4 
Post‐secondary : non‐degree    (6.4)  (6.4) (6.7) (8.6) (8.4) (10.0) (10.6) (11.5)  (10.8)  (11.2)

專上:  學位  14.2  16.6  17.3  16.3  20.0  20.1  20.7  21.7  21.4  22.7 
Post‐secondary : degree    (3.1)  (3.8) (4.0) (3.8) (4.6) (4.6) (4.8) (4.9)  (4.8)  (5.1)

總計  458.1  441.7  436.6  428.8  434.7  433.3  435.5  441.0  442.7  440.8 
Overal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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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別︰20‐24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年份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初中或以下  69.8  67.4  58.6  57.2  54.5  48.9  47.5  45.3  40.0  34.5 
Lower secondary and below    (15.0)  (14.5) (13.0) (12.7) (11.8) (10.4) (10.1) (9.7)  (8.7)  (7.4)

高中或以上(包括工藝程度)  175.5  159.6  154.4  149.5  153.6  156.9  147.3  138.8  135.2  132.5 
Upper secondary   
(including craft courses) 

(37.6)  (34.4) (34.1) (33.3) (33.1) (33.5) (31.3) (29.8)  (29.5)  (28.4)

中六  34.7  34.1  33.6  33.3  33.8  31.4  31.2  32.4  30.6  33.0 
Sixth form    (7.4)  (7.4) (7.4) (7.4) (7.3) (6.7) (6.6) (7.0)  (6.7)  (7.1)

專上:  非學位  70.9  74.3  80.8  82.0  82.4  85.8  91.1  90.0  93.6  97.4 
Post‐secondary : non‐degree    (15.2)  (16.0) (17.9) (18.3) (17.8) (18.3) (19.3) (19.4)  (20.4)  (20.8)

專上:  學位  115.3  128.0  124.8  127.4  139.5  146.1  154.0  158.5  158.5  170.0 
Post‐secondary : degree    (24.7)  (27.6) (27.6) (28.4) (30.1) (31.2) (32.7) (34.1)  (34.6)  (36.4)

總計  466.2  463.3  452.2  449.3  463.8  469.0  471.1  465.1  457.9  467.3 
Overal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2)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在相關的年齡組別內該教育程度的人口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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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年齡介乎 1519 歲的陸上非住院人口按教育程度比例, 20002009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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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年齡介乎 2024 歲的陸上非住院人口按教育程度比例, 20002009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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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教育流動性 
 
根據 1996、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及 200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所製作的圖表顯示，越來越多
的青年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而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家長，他們的子女亦較多具有較高的
教育程度。  
 
在 1996 年，在 18‐19 歲的青年中，父母教育程度在大專或以上的，有 66.1%  具中六或以
上教育程度，而父母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的，則只有 31.6%具中六或以上教育程度。至
於 20‐24 歲的青年方面，父母具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有 60.1%  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
度，但父母在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則只有   24.0%青年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  
 
相對在 2006 年，於那些 18‐19 歲的青年中，父母具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有 78.5%
亦具有中六或以上教育程度，而父母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的則只有 37.4%具有中六或以
上教育程度。至於 20‐24 歲的青年方面，父母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84.5%有大專
或以上的教育程度，而父母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的，則只有 37.9%青年具有大專或以上
的教育程度。  
 
比較這十年間的數字，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父母，他們的 18‐19 歲和 20‐24 歲子女
入讀大專的絕對數字升幅，均高於那些只具有小學或以下教育程度的父母。  
 
不過如以比例分析，18‐19 歲具有中六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不論他們父母的教育程度
為大專或以上，抑或為小學或以下，在這十年間的增進比例大致相似   (約增長 18%)。而在
20‐24 歲青年入讀大專或以上教育課程的增進比率方面，父母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的增
進比例   (大約增長 58%)  甚至高於父母具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青年   (約增長 41%)。  
 
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教育制度即將變更，在 1996 至 2006 年期間，仍少於   18%的 20‐24
歲青年的最高教育程度為中六，反而較多只曾就讀高中(1996 年的   40.4%，2006 年的  
31.9%)  或曾就讀大專   (1996 年的   31.4%，2006 年的   52.1%)。(見表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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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按家長的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教育程度, 2006 

年齡介乎 18‐19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19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5,186    20,520    7,780    7,567    41,053 
(%)  (12.6)  (50.0)  (19.0)  (18.4)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4,096    21,540    12,088    10,599    48,323 
(%)  (8.5)  (44.6)  (25.0)  (21.9)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1,930    17,376    13,314    11,763    44,383 
(%)  (4.3)  (39.2)  (30.0)  (26.5)  (100.0) 
中六 
Sixth form  342    3,106    3,922    2,933    10,303 
(%)  (3.3)  (30.1)  (38.1)  (28.5)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296    3,636    7,922    6,478    18,332 
(%)  (1.6)  (19.8)  (43.2)  (35.3)  (100.0) 
 
總計  Total  11,850    66,178    45,026    39,340    162,394 
(%)  (7.3)  (40.8)  (27.7)  (24.2)  (100.0) 

年齡介乎 20‐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20 ‐ 24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17,059    50,450    8,904    46,546    122,959 
(%)  (13.9)  (41.0)  (7.2)  (37.9)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9,846    38,713    9,145    55,802    113,506 
(%)  (8.7)  (34.1)  (8.1)  (49.2)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4,895    25,907    6,630    55,080    92,512 
(%)  (5.3)  (28.0)  (7.2)  (59.5)  (100.0) 
中六 
Sixth form  829    4,444    1,786    14,458    21,517 
(%)  (3.9)  (20.7)  (8.3)  (67.2)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484    3,011    1,693    28,270    33,458 
(%)  (1.4)  (9.0)  (5.1)  (84.5)  (100.0) 
 
總計  Total  33,113    122,525    28,158    200,156    383,952 
(%)  (8.6)  (31.9)  (7.3)  (52.1)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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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介乎 18‐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24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22,245    70,970    16,684    54,113    164,012 
(%)  (13.6)  (43.3)  (10.2)  (33.0)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13,942    60,253    21,233    66,401    161,829 
(%)  (8.6)  (37.2)  (13.1)  (41.0)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6,825    43,283    19,944    66,843    136,895 
(%)  (5.0)  (31.6)  (14.6)  (48.8)  (100.0) 
中六 
Sixth form  1,171    7,550    5,708    17,391    31,820 
(%)  (3.7)  (23.7)  (17.9)  (54.7)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780    6,647    9,615    34,748    51,790 
(%)  (1.5)  (12.8)  (18.6)  (67.1)  (100.0) 

 

總計  Total  44,963    188,703    73,184    239,496    546,346 
(%)  (8.2)  (34.5)  (13.4)  (43.8)  (100.0)  
註  ：   
(1)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是指父或母的最高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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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按家長的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教育程度, 2001 

年齡介乎 18‐19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19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10,137    27,156    18,090    3,369    58,752 

(%)  (17.3)  (46.2)  (30.8)  (5.7)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5,367    22,183    19,499    4,149    51,198 

(%)  (10.5)  (43.3)  (38.1)  (8.1)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2,122    13,209    17,683    4,533    37,547 

(%)  (5.7)  (35.2)  (47.1)  (12.1)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545    3,000    5,796    1,935    11,276 

(%)  (4.8)  (26.6)  (51.4)  (17.2)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213    2,082    5,994    3,385    11,674 

(%)  (1.8)  (17.8)  (51.3)  (29.0)  (100.0)
 
總計  Total  18,384    67,630    67,062    17,371    170,447 

(%)  (10.8)  (39.7)  (39.3)  (10.2)  (100.0)

年齡介乎 20‐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20 ‐ 24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29,479    61,311    23,624    34,011    148,425 

(%)  (19.9)  (41.3)  (15.9)  (22.9)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13,675    37,666    19,205    32,275    102,821 

(%)  (13.3)  (36.6)  (18.7)  (31.4)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4,608    21,188    13,216    30,512    69,524 

(%)  (6.6)  (30.5)  (19.0)  (43.9)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1,404    4,671    4,468    11,441    21,984 

(%)  (6.4)  (21.2)  (20.3)  (52.0)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798    3,065    3,173    17,129    24,165 

(%)  (3.3)  (12.7)  (13.1)  (70.9)  (100.0)
 
總計  Total  49,964    127,901    63,686    125,368    366,919 

(%)  (13.6)  (34.9)  (17.4)  (34.2)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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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介乎 18‐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24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39,616    88,467    41,714    37,380    207,177 
(%)  (19.1)  (42.7)  (20.1)  (18.0)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19,042    59,849    38,704    36,424    154,019 
(%)  (12.4)  (38.9)  (25.1)  (23.6)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6,730    34,397    30,899    35,045    107,071 
(%)  (6.3)  (32.1)  (28.9)  (32.7)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1,949    7,671    10,264    13,376    33,260 
(%)  (5.9)  (23.1)  (30.9)  (40.2)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1,011    5,147    9,167    20,514    35,839 
(%)  (2.8)  (14.4)  (25.6)  (57.2)  (100.0)

 

總計  Total  68,348    195,531    130,748    142,739    537,366 
(%)  (12.7)  (36.4)  (24.3)  (26.6)  (100.0)
 
註： 
(1)  數字包括 2001 年人口普查中所指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前理工學院/商科學校/職業培訓局工業學院的

文憑/證書課程。 

(2)  數字包括 2001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所指的不同種類的文憑/證書課程、核准會員課程或同等課程（已包
括在註一除外），及沒有個別數字。 

(3)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是指父或母的最高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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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按家長的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教育程度, 1996 
年齡介乎 18‐19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19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13,735    27,358    12,936    5,973    60,002 

(%)  (22.9)  (45.6)  (21.6)  (10.0)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6,890    18,484    11,852    4,767    41,993 

(%)  (16.4)  (44.0)  (28.2)  (11.4)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2,463    12,078    10,748    4,229    29,518 

(%)  (8.3)  (40.9)  (36.4)  (14.3)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477    1,910    2,641    934    5,962 

(%)  (8.0)  (32.0)  (44.3)  (15.7)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459    2,904    4,571    1,969    9,903 

(%)  (4.6)  (29.3)  (46.2)  (19.9)  (100.0)
 
總計  Total  24,024    62,734    42,748    17,872    147,378 

(%)  (16.3)  (42.6)  (29.0)  (12.1)  (100.0)

年齡介乎 20‐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20 ‐ 24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41,676    75,051    13,704    41,171    171,602 

(%)  (24.3)  (43.7)  (8.0)  (24.0)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14,741    34,054    7,921    25,254    81,970 

(%)  (18.0)  (41.5)  (9.7)  (30.8)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6,534    23,177    6,927    23,214    59,852 

(%)  (10.9)  (38.7)  (11.6)  (38.8)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1,362    4,080    2,081    5,397    12,920 

(%)  (10.5)  (31.6)  (16.1)  (41.8)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1,681    5,650    2,797    15,274    25,402 

(%)  (6.6)  (22.2)  (11.0)  (60.1)  (100.0)
 
總計  Total  65,994    142,012  33,430    110,310    351,746 

(%)  (18.8)  (40.4)  (9.5)  (31.4)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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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介乎 18‐24  之青年   
Age group of youth 18 – 24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parent 

青年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st level attended) of youth 

總計 
Total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or 
below 

高中(包括工
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中六 
Sixth form 

大專(非學位 
或以上) 
Post‐ 

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小學或以下 
Primary or below  55,411    102,409  26,640    47,144    231,604 
(%)  (23.9)  (44.2)  (11.5)  (20.4)  (100.0)
初中 
Lower Secondary  21,631    52,538    19,773    30,021    123,963 
(%)  (17.4)  (42.4)  (16.0)  (24.2)  (100.0)
高中(包括工藝程度) 
Upper Secondary (incl. Craft level)  8,997    35,255    17,675    27,443    89,370 
(%)  (10.1)  (39.4)  (19.8)  (30.7)  (100.0)
中六(1) 
Sixth form  1,839    5,990    4,722    6,331    18,882 
(%)  (9.7)  (31.7)  (25.0)  (33.5)  (100.0)
大專(非學位或以上)(2)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course or above)  2,140    8,554    7,368    17,243    35,305 
(%)  (6.1)  (24.2)  (20.9)  (48.8)  (100.0)

 

總計  Total  90,018    204,746  76,178    128,182    499,124 
(%)  (18.0)  (41.0)  (15.3)  (25.7)  (100.0)

 

註： 
(1)  數字包括在 1996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等同於「技術員水平（其他更多的非高等教育）」的教育程度（最

高就讀程度） 
(2)  數字包括 1996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的不同種類的文憑/證書課程、核准會員課程或同等課程（已包括在

註一除外），但沒有個別數字。 
(3)  父母的教育程度(最高就讀程度)  是指父或母的最高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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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就讀大專情況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 

 
於 2009/10 年度，有 74,146 名學生入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而當中 7,603
名為副學位學生，56,610 名為學士學位課程學生，3,611 名為修課式研究生以及 6,322 名
為研究式研究生。雖然副學位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從 2004/05 年度的 14,560  急遽下降至
2009/10 年度的 7,603 名，但在同一時期，學士學位資助課程的註冊人數則由 50,898 名上
升至 56,610 名。於 2004/05  至   2009/10 年度期間，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學生註冊人數出現
了顯著的跌幅，不過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註冊人數仍保持平穩增長。   (見表 2.6‐2.7)   

 
表 2.6︰按修讀課程及性別劃分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 2004/05  2009/10 

修課程度 

Level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副學位課程  男  Male  4,921  4,207  3,375  2,586  2,490  2,631 
Sub‐degree 

  

  (33.8) (35.0) (34.7) (35.5)  (35.0)  (34.6)
女 Female    9,639  7,825  6,346  4,698  4,617  4,972 

     (66.2) (65.0) (65.3) (64.5)  (65.0)  (65.4)
   小計 Sub‐total  14,560  12,032  9,721  7,284  7,107  7,60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學士學位課程    男 Male    23,530  24,034  24,682  25,148  25,734  26,500 
Undergraduate 

  

  (46.2) (46.6) (47.0) (47.1)  (46.8)  (46.8)
女 Female    27,368  27,591  27,831  28,211  29,316  30,110 

     (53.8) (53.5) (53.0) (52.9)  (53.3)  (53.2)
   小計 Sub‐total  50,898  51,625  52,513  53,359  55,050  56,61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研究院修課課程  男 Male    3,871  2,502  1,995  1,880  1,608  1,445 
Taught   

Postgraduate  

  

  (47.9) (44.5) (42.7) (41.7)  (40.7)  (40.0)
女 Female    4,217  3,127  2,673  2,626  2,343  2,166 
  (52.1) (55.6) (57.3) (58.3)  (59.3)  (60.0)

   小計 Sub‐total    8,089 5,628 4,668  4,506  3,951  3,61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研究院研究課程  男 Male    2,990  3,163  3,303  3,410  3,434  3,634 
Research   

Postgraduate 

  

  (57.1) (57.8) (57.8) (58.1)  (57.6)  (57.5)
女 Female    2,243  2,311  2,413  2,461  2,525  2,688 
  (42.9) (42.2) (42.2) (41.9)  (42.4)  (42.5)

   小計 Sub‐total  5,233  5,474  5,716  5,871  5,959  6,32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學生註冊人數  男 Male    35,312 33,906 33,355 33,024  33,266  34,210

Total Student 

Enrolment 

  (44.8) (45.4) (45.9) (46.5)  (46.2)  (46.1)
女 Female    43,467 40,854 39,263 37,996  38,801  39,936

     (55.2) (54.7) (54.1) (53.5)  (53.8)  (53.9)
   總數 Total    78,780 74,760 72,618 71,020  72,067  74,14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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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2003/04學年以前的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屬於教資會學生人數指標內的學

生。但其後則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受教資會資助的學生。 
(2) 根據政府政策，大部分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在二零零五/零六至二零零七/零八的三年期逐步改以

自資方式運作。因此，教資會資助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學生數目相對有所減少。 
(3)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對的總計略有出入。 
(4)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組別的性別比例。 
(5) 數字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6  月。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站，http://www.ugc.edu.hk，2010 年 8 月 10 日下載。 
 

圖  2.4︰按修讀課程劃分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 2004/05  2009/10 

 

註︰ 
(1) 2003/04學年以前的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屬於教資會學生人數指標內的學

生。但其後則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受教資會資助的學生。 
(2) 根據政府政策，大部分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在二零零五/零六至二零零七/零八的三年期逐步改以

自資方式運作。因此，教資會資助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學生數目相對有所減少。 
(3)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對的總計略有出入。 
(4) 數字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6  月。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站，http://www.ugc.edu.hk，2010 年 8 月 10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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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按修讀課程及性別劃分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每一百人的學生人數, 2004/05  
2009/10 

修課程度  

Level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副學位課程  男  Male  49 42 34 26  25  26
Sub‐degree 

  

  (33.8) (35.0) (34.7) (35.5)  (35.0)  (34.6)
女 Female    96  78  63  47  46  50 

     (66.2) (65.0) (65.3) (64.5)  (65.0)  (65.4)
   小計 Sub‐total  146  120  97  73  71  7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學士學位課程    男 Male    235  240  247  251  257  265 
Undergraduate 

  

  (46.2) (46.6) (47.0) (47.1)  (46.8)  (46.8)
女 Female    274  276  278  282  293  301 

     (53.8) (53.5) (53.0) (52.9)  (53.3)  (53.2)
   小計 Sub‐total    509  516  525  534  551  56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研究院修課課程  男 Male    39  25  20  19  16  14 
Taught   

Postgraduate 

  

  (47.9) (44.5) (42.7) (41.7)  (40.7)  (40.0)
女 Female    42  31  27  26  23  22 
  (52.1) (55.6) (57.3) (58.3)  (59.3)  (60.0)

   小計 Sub‐total    81  56  47  45  40  3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研究院研究課程  男 Male    30  32  33  34  34  36 
Research   

Postgraduate 

  

  (57.1) (57.8) (57.8) (58.1)  (57.6)  (57.5)
女 Female    22  23  24  25  25  27 
  (42.9) (42.2) (42.2) (41.9)  (42.4)  (42.5)

   小計 Sub‐total    52  55  57  59  60  6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總學生註冊人數  男 Male    353  339  334  330  333  342 
Total Student 

Enrolment 

  (44.8) (45.4) (45.9) (46.5)  (46.2)  (46.1)
女 Female    435  409  393  380  388  399 

     (55.2) (54.7) (54.1) (53.5)  (53.8)  (53.9)
   總計 Total    788  748  726  710  721  74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2003/04學年以前的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屬於教資會學生人數指標內的學生。

但其後則是指在一般修業期內受教資會資助的學生。 

(2) 根據政府政策，大部分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在二零零五/零六至二零零七/零八的三年期逐步改
以自資方式運作。因此，教資會資助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學生數目相對有所減少。 

(3)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對的總計略有出入。 
(4)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組別的性別比例。 
(5) 數字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0 年 6  月。 
 
資料來源︰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站，http://www.ugc.edu.hk，2010 年 8 月 10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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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自資專上課程1 
 
本 地 自 資 全 日 制 經 評 審 專 上 課 程 的 學 生 人 數 由 2001/02 學 年 的 9,163  迅 速 增 加 至
2005/06 學年的 36,922。雖然該增長率由 2006/07 學年起放緩，但在 2008/09 學年的入
學註冊人數仍高達 52,286。學生報讀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佔全部本地自資全日制經
評審專上課程的比例由 2001/02 學年的 2.9%一直持續上升至 2008/09 學年的 16.4%。  
(見表 2.8) 
 
表 2.8：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學生數字, 2001/02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副學士 
Associate Degree   

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學士學位 
Degree 

總計 
Total 

 
數目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 

 
數目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

 
數目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

 
數目 

Number 

 
百分比 
Percent 

 
每年 

增長率
Annual 
Growth 
Rate 
% 

2001/02  3,732  40.7%  5,163  56.3% 268  2.9% 9,163  100.0%  ..

2002/03  6,921  49.9%  6,206  44.7% 754  5.4% 13,881  100.0%  (51.5)

2003/04  9,670  54.3%  6,580  36.9% 1,569  8.8% 17,819  100.0%  (28.4)

2004/05  13,876  50.8%  10,911  40.0% 2,509  9.2% 27,296  100.0%  (53.2)

2005/06  17,103  46.3%  16,173  43.8% 3,646  9.9% 36,922  100.0%  (35.3)

2006/07(1)  18,787  43.5%  19,302  44.7% 5,127  11.9% 43,216  100.0%  (17.0)

2007/08(1)  20,558  41.0%  22,714  45.3% 6,856  13.7% 50,128  100.0%  (16.0)

2008/09(1)  20,118  38.5%  23,584  45.1% 8,584  16.4% 52,286  100.0%  (4.3)

2009/10(1) (2)  23,300  40.7%  24,100  42.1% 9,800  17.1% 57,200  100.0%  (9.4)
 
 

註： 
(1) 不包括部分修讀學位課程但可取得副學士學位的學生。 
(2) 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教育局，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http://www.ipass.gov.hk，2010 年 12 月 8 日下載。 
 
 
   

                                                 
1  於 2009/10 學年提供經評審全日制自資專上課程的本地院校包括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社區
書院、明愛徐誠斌學院、嶺南大學、珠海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恆生管理學院、香港教
育學院、恆生商學書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藝術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職業訓練局、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耀中社區書院和香港樹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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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學生數字, 2001/02  2009/10 

 

註： 
(1) 2006/07 至 2008/09 年度不包括部分修讀學位課程但可取得副學士學位的學生。 
(2) 2009/10 年度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教育局，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http://www.ipass.gov.hk，2010 年 12 月 8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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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學業水平 
 
中學會考成績   
 
日校考生在中國語文科取得Ｅ級或以上或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70.1%
上升至 2008 年的 75.1%，但隨後又回落至 2009 年的 74.7%。英文科目方面，2005 年及
2006 年 日 校 考 生 在 英 國 語 文 (課 程 乙 )  取 得 Ｅ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的 百 分 比 分 別 為 74.9%及
78.2%，課程甲則為 52.2%及 58.8%。自 2007 年起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科不再分為課程
甲及課程乙。而 2007 至 2009 年期間日校考生在英國語文科取得第 2 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
比則徘徊在 68.1%及 69.1%之間。日校考生在全部科目（2007 至 2009 年的中國語文及英
國語文科除外）的考試中獲得合格成績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72.7%上升至   2009 年的
76.2%。(見表 2.9 至 2.11) 
 

表  2.9：香港中學會考日校學生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成績, 20052006 

科目     考試年份  Examination Year 
Subject     2005  2006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出席人數 
No. sat 

76,502    75,568   

A%  3.0  3.2 

C+%  17.6  17.8 

E+%  70.1  72.2 

英國語文 
(課程甲)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A) 

出席人數 
No. sat 

28,734    32,722   

A%  1.2  0.8 

C+%  15.2  19.8 

E+%  52.2  58.8 

英國語文 
(課程乙) 
English Language 
(Syllabus B) 

出席人數 
No. sat 

48,276    43,350   

A%  2.5  2.9 

C+%  12.3  13.9 

E+%  74.9  78.2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會考考試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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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香港中學會考日校學生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成績, 20072009 

科目     考試年份  Examination Year 
Subject     2007  2008  2009 

中國語文 
Chinese Language 

出席人數 
No. sat  74,486    78,362    81,533   

5*%  2.9    2.7    2.5   

5+%  8.3    7.5    7.4   

4+%  20.4    19.6    18.5   

3+%  46.5    46.1    44.9   

2+%  72.5    75.1    74.7   

1+%  93.6    94.2    93.4   

英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出席人數 
No. sat  74,209    78,019    81,144   

5*%  1.6    1.5    1.4   

5+%  7.7    7.3    7.0   

4+%  18.3    18.0    19.6   

3+%  42.9    42.5    43.8   

2+%  68.2    68.1    69.1   

1+%  87.4    87.7    88.2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會考考試報告》(2009)。 

 
表  2.11：香港中學會考日校學生在所有科目考試中的成績, 20002009 

   考試年份  Examination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出席人數 
No. sat 

579,713  555,319  546,220  537,269  536,646  554,830  546,749  386,027  402,388  416,855 

A%  2.9    3.0    2.9    3.0    3.1    3.0    3.0    3.3    3.2    3.3   

C+%  21.0    21.8    21.9    22.1  22.7  22.6  23.2  25.9    26.3    27.0 

E+%  69.4    70.3    71.8    71.7  72.3  72.7  73.4  74.7    75.7    76.2 

註： 
(1) 2007  至  2009 年的統計不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會考考試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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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香港中學會考日校學生在所有科目考試中的成績, 20002009 

 

註： 
(1) 2007  至  2009 年的統計不包括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科。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會考考試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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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日校考生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取得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由 2007 年的 94.1%  輕微上升
至 2009 年的 94.8%。英國語文科方面，日校考生取得Ｅ級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由 2007 年
的 74.1%  上升至 2009 年的 76.3%。日校考生在全部高級程度科目的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
的百分比由 2000 年的 74.9%上升至   2009 年的 76.7%，而在 2000 至 2009 年高級補充程
度所有科目考試中取得合格成績的百分比則徘徊在 81.3%和 83.9%之間。(見表 2.12至 2.14) 
   

表  2.12：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日校學生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成績, 20072009 

年份 
Year 

性別 
Gender 

出席人數 
No. sat 

A  A‐B  A‐C  A‐D  A‐E  A‐F  UNCL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2007 

男生 
Male 

13,012   
223  903  2,597  6,863  11,949    12,896    116 

(1.7%) (6.9%) (20%) (52.7%) (91.8%)  (99.1%)  (0.9%)
女性 
Female 

16,010   
539  1,995  4,823  10,629  15,359    15,957    53   

(3.4%) (12.5%) (30.1%) (66.4%) (95.9%)  (99.7%)  (0.3%)

總人數 
Total 

29,022   
762  2,898  7,420  17,492  27,308    28,853    169 

(2.6%) (10%) (25.6%) (60.3%) (94.1%)  (99.4%)  (0.6%)

2008 

男生 
Male 

13,800   
186  894  2,537  7,224  12,664    13,717    83   

(1.3%) (6.5%) (18.4%) (52.3%) (91.8%)  (99.4%)  (0.6%)
女性 
Female 

16,394   
488  2,096  4,930  11,010  15,802    16,360    34   
(3%)  (12.8%) (30.1%) (67.2%) (96.4%)  (99.8%)  (0.2%)

總人數 
Total 

30,194   
674  2,990  7,467  18,234  28,466    30,077    117 

(2.2%) (9.9%) (24.7%) (60.4%) (94.3%)  (99.6%)  (0.4%)

2009 

男生 
Male 

13,244   
208  945  2,466  6,934  12,248    13,175    69   

(1.6%) (7.1%) (18.6%) (52.4%) (92.5%)  (99.5%)  (0.5%)

女性 
Female 

16,064   
485  2,028  4,802  10,713  15,525    16,035    29   
(3%)  (12.6%) (29.9%) (66.7%) (96.6%)  (99.8%)  (0.2%)

總人數 
Total 

29,308   
693  2,973  7,268  17,647  27,773    29,210    98   

(2.4%) (10.1%) (24.8%) (60.2%) (94.8%)  (99.7%)  (0.3%)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至 2009 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試報告》(2007‐2009)。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89 

表  2.13：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日校學生英語運用科成績, 20072009 

年份 
Year 

性別 
Gender 

出席人數 
No. sat 

A  A‐B  A‐C  A‐D  A‐E  A‐F  UNCL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人數 
No. 
(%) 

2007 

男生 
Male 

13,024   
71    368  1,562  4,851  9,292    11,488    1,536 

(0.5%) (2.8%) (12%) (37.2%) (71.3%)  (88.2%)  (11.8%)
女性 
Female 

16,018   
159  740  2,846  7,196  12,220    14,527    1,491 
(1%)  (4.6%) (17.8%) (44.9%) (76.3%)  (90.7%)  (9.3%)

總人數 
Total 

29,042   
230  1,108  4,408  12,047  21,512    26,015    3,027 

(0.8%) (3.8%) (15.2%) (41.5%) (74.1%)  (89.6%)  (10.4%)

2008 

男生 
Male 

13,809   
71    360  1,581  4,995  9,855    12,416    1,393 

(0.5%) (2.6%) (11.4%) (36.2%) (71.4%)  (89.9%)  (10.1%)
女性 
Female 

16,408   
195  859  3,030  7,505  12,660    15,241    1,167 

(1.2%) (5.2%) (18.5%) (45.7%) (77.2%)  (92.9%)  (7.1%)

總人數 
Total 

30,217   
266  1,219  4,611  12,500  22,515    27,657    2,560 

(0.9%) (4%)  (15.3%) (41.4%) (74.5%)  (91.5%)  (8.5%)

2009 

男生 
Male 

13,244   
88    420  1,666  4,881  9,672    11,885    1,359 

(0.7%) (3.2%) (12.6%) (36.9%) (73%)  (89.7%)  (10.3%)

女性 
Female 

16,088   
168  851  3,061  7,557  12,721    14,917    1,171 
(1%)  (5.3%) (19%) (47%) (79.1%)  (92.7%)  (7.3%)

總人數 
Total 

29,332   
256  1,271  4,727  12,438  22,393    26,802    2,530 

(0.9%) (4.3%) (16.1%) (42.4%) (76.3%)  (91.4%)  (8.6%)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 至 2009 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試報告》(2007‐2009)。 
 
 

表  2.14：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日校學生在所有科目考試中的成績, 20002009 

科目  程度     考試年份  Examination Year 

Subject  Level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所有科目 
All subjects 

A 

出席人數 
No. sat 

63,925  64,768  65,069  64,645  64,622  64,028  65,569  68,469  70,495  68,558 

A%  4.3    4.3  4.4  4.1  3.8  3.9  4.0  4.1    4.1    4.1 

C+%  24.1    24.0  24.3  24.2  23.4  24.2  24.3  25.1    24.0    24.8 

E+%  74.9    76.1  75.9  76.7  75.6  75.3  75.9  75.9    74.9    76.7 

AS 

出席人數 
No. sat 

68,426  69,641  70,244  69,522  69,203  68,759  71,229  73,424  75,971  73,342 

A%  2.1    2.1  2.2  2.0  1.6  1.9  1.9  2.0    1.8    1.8 

C+%  17.8    17.9  18.0  18.4  18.6  19.2  19.6  20.3    19.6    20.4 

E+%  81.3    82.1  82.3  82.5  83.9  82.1  81.6  81.8    82.2    83.7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試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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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日校學生在所有高級程度科目考試中的成績, 20002009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試報告》(2009)。 
 
 

圖  2.8︰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日校學生在所有高級補充程度科目考試中的成績, 20002009 

 

 
資料來源：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年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試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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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香港以外地方升學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2009年在外地或內地升學的 25歲及以下學生的數目大約有 75,000
人，比 2002 年的 74,100 人多。最多 25 歲及以下學生升學的國家或地方的排名中，英國排
名第一，之後依次為澳洲、美國、中國內地和加拿大。其中英國的排名由 2002 年的第三上
升至 2009 年的第一。相反，加拿大則由排名第一跌至第五。另外，到內地升學的學生的百
份比亦由 2002 年的 4.1%，上升一倍至 2009 年的 9.2%。(見表 2.15) 
 

表  2.15：按在統計時就讀的地方劃分的在香港以外地方就讀的二十五歲及以下人士數目, 2002 及
2009 

就讀的地方  Place of study 

2002  2009 

人數 
No. of persons

('000) 

百分比 
% 

人數 
No. of persons 

('000) 

百分比 
% 

英國  U.K.  16.1    21.7    19.4    25.9   

澳洲  Australia  16.4    22.2    17.8    23.7   

美國  U.S.A.  13.2    17.7    14.7    19.6   

中國內地  The mainland of China  3.0    4.1    6.9    9.2   

加拿大  Canada  19.6    26.5    6.7    8.9   

其他地方  Other places  5.8    7.8    9.5    12.7   

總計  Total  74.1    100.0    75.0    100.0   

註： 
(1) 「在香港以外地方讀書」是指在香港以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台灣及澳門，就讀為期一年及以上的課

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9 號(2002)及第 46 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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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按在統計時就讀的地方劃分的在香港以外地方就讀的二十五歲及以下人士的百分比分佈, 

2002 及 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9 號(2002)及第 46 號(2011)。 

 
根據中央政策組的一項調查，多於一半的 15‐19 歲   (56.1%)  和 20‐29 歲   (59.4%)  青年接
受往內地升學。(見表 2.16) 
 

表  2.16：不同年齡人士對往內地升學的態度,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基準”"Baseline"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接受  /  非常接受 
Accept / Strongly accept 

56.1  59.4  58.8  58.2 

不接受  /  非常不接受 
Reject / Strongly reject 

42.1  36.0  33.2  36.7 

不關心有關事情 
Indifferent 

1.8  4.6  7.9  5.1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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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25 歲及以下在香港以外地方升學的學生當中，約 95%的年齡在 15 歲以上，
比在 2002 年佔約 84%為多。當中以 21‐25 歲的男性學生組別的升幅最為明顯，由 2002 年
佔全部 25 歲及以下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人士的 24.7%上升至 2009 年的 32.0%。男女比例
方面，25 歲及以下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的男學生比例由 2002 年的 54.6%上升至 2009 年的
60.5%。(見表 2.17) 
 

表  2.17：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的二十五歲及以下人士數目, 2002 及 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2  2009 
男 
Male 
(‘000) 

女 
Female 
(‘000) 

合計 
Overall 
(‘000) 

男 
Male 
(‘000) 

女 
Female 
(‘000) 

合計 
Overall 
(‘000) 

≦15  6.3    5.1    11.5    2.4    1.0    3.4   
   (8.5)  (6.9)  (15.5)  (3.2)  (1.3)  (4.5) 

16 – 20  15.9    15.4    31.4    19.0    16.3    35.3   

   (21.5)  (20.8)  (42.3)  (25.3)  (21.7)  (47.1) 

21 – 25  18.3    13.0  31.3    24.0    12.3  36.3   

   (24.7)  (17.5)  (42.2)  (32.0)  (16.4)  (48.4) 

總計*    40.5    33.6    74.1    45.4    29.6    75.0   

Total  (54.6)  (45.4)  (100.0)  (60.5)  (39.5)  (100.0) 
 

註  :   
(1) 括號內的數字顯示有關年齡組別人數佔所有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的二十五歲及以下人士的百分比。 
(2) 部分數字由編者根據原來統計表數據重組。 
(3) 因四捨五入關係，數字加起來未必等於合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9 號(2002)及第 46 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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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以比例計算，住戶每月入息越高的家庭越多把家中 25 歲及以下的家庭成員送
往香港以外地方升學。這個趨向和 2002 年相似。(見表 2.18) 
 

表  2.18：按住戶每月入息劃分有二十五歲及以下住戶成員在香港以外地方就讀的住戶數目, 2002 及
2009 

住戶每月入息(港元)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HK$) 

2002  2009 

住戶數目
 

No. of 
households
('000) 

佔該住戶每月入息組別
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group 

(%) 

住戶數目 
 

No. of 
households 
('000) 

佔該住戶每月入息組
別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h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group 

(%) 

< 10,000    6.9  1.1  4.6  0.8 

10,000 ‐ 19,999    11.5  1.9  12.0  1.9 

20,000 ‐ 29,999    10.9  2.8  13.6  3.0 

30,000 ‐ 39,999    8.8  4.5  10.7  4.1 

40,000 ‐ 59,999    11.6  6.6  12.8  5.2 

≥ 60,000    11.2  8.5  12.2  9.5 

合計  Overall  60.9  2.9  66.0  2.8 

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港元) 
Median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HK$) 

31,300  35,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9 號(2002)及第 46 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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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在有 25 歲及以下住戶成員在香港以外地方升學的住戶中，相比居住在資助出
售單位及公營租住房屋的，居住在私人房屋的住戶較多有 25 歲及以下住戶成員到香港以外
地方升學，百分比與 2002 年相若。此外，居住在資助出售單位並有 25 歲及以下住戶成員
在香港以外地方升學的住戶佔該類型房屋住戶的百分比由 2002 年的 1.9%上升至 2.4%。然
而，居住在公營租住房屋並有 25 歲及以下住戶成員在香港以外地方升學的住戶佔該類型房
屋住戶的百分比則由 2002 年的 1.4%下降至 1.0%。(見表 2.19) 
 

表  2.19：按居住房屋類型劃分有二十五歲及以下住戶成員在香港以外地方就讀的住戶數目, 2002 及
2009 

   2002  2009 

房屋類型 
Type of housing 

住戶數目 
No. of 

households 
('000) 

佔該房屋類型住戶的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he household 
living in the given type of 

housing 
(%) 

住戶數目
No. of 

households
('000) 

佔該房屋類型住戶的百分比
Percentage in the household 
living in the given type of 

housing 
(%) 

公營租住房屋 
Public rental housing 

9.3    1.4    7.3    1.0   

資助出售單位(1) 
Subsidised sale flats 

7.0    1.9    8.1    2.4   

私人房屋(2) 

Private housing 
44.6    4.1    50.6    4.0   

合計   
Overall 

60.9    2.9    66.0    2.8   
 
註  : 
(1) 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中等入息家庭房屋計劃、私人機構參建居屋計劃、可租可買計

劃及重建置業計劃下興建的屋宇單位，以及租者置其屋計劃下出售的屋宇單位。亦包括香港房屋協會的
住宅發售計劃及夾心階層住屋計劃下興建的屋宇單位。可在公開市場買賣的屋宇單位不包括在內。 

(2) 包括私人房屋、香港房屋協會的市區改善計劃下興建的屋宇單位、別墅  /  平房/  新型村屋、簡單磚
石蓋搭建築物、其他永久性房屋及臨時房屋。可在公開市場買賣的資助出售單位亦包括在內。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9 號(2002)及第 46 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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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殊教育 
 

2.3.1  就讀於特殊學校及特殊班的學生 

 
不計算於社會福利署登記的特殊幼兒中心，整體上就讀於特殊學校及特殊班級的學生人數
由 2005 年的 7,734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8,075 人。(見表 2.20‐2.23) 
 
表  2.20︰特殊教育學校的總學生人數, 20052009 

教育程度 
Levels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學前教育 Preparatory  14  .. .. .. ..

小學 Primary  4,028 3,985 3,988 3,991 3,801

中學 Secondary  3,692 3,752 3,846 3,978 4,274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7,734  7,737  7,834  7,969  8,075 

   
 
註︰ 

(1) 以每年九月的統計為準。 
(2) 數據不包括於社會福利署登記的特殊幼兒中心。 
 
資料來源︰ 
教育局   
 

圖  2.10︰特殊教育學校的總學生人數, 20052009 

 

註︰ 
(1) 以每年九月的統計為準。 
(2) 數據不包括於社會福利署登記的特殊幼兒中心。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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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按類別劃分的本地特殊學校學生人數, 20052009 

類別  Category  教育程度 Levels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視力受損  學前教育  Preparatory  14    ..  ..  ..  .. 
Visually Impaired  小學 Primary  84    93    89    85    88   
   中學 Secondary  59    63    65    69    61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157  156  154  154  149 

    (2.1)  (2.0)  (2.0)  (2.0)  (1.9) 

聽力受損  小學 Primary  93    68    66    52    44   
Hearing Impaired  中學  Secondary  199    178    138    124    109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292  246  204  176  153 

    (3.8)  (3.2)  (2.6)  (2.2)  (1.9) 

肢體傷殘  小學 Primary  487    482    466    462    411   
Physically Disabled  中學 Secondary  309    331    335    354    434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796  813  801  816  845 

   
(10.4)  (10.6)  (10.3)  (10.3)  (10.6) 

智障                
Mentally Handicapped  小學 Primary  2,154  2,154  2,152    2,149    2,022 
  ‐    輕度以及中度 
     Mild & Moderate 

中學 Secondary  2,172  2,193  2,260    2,380    2,511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4,326  4,347  4,412  4,529  4,533 

     (56.6)  (56.7)  (56.8)  (57.4)  (56.9) 

‐    嚴重 
     Severe 

小學 Primary  483    462    430    416    325   
中學 Secondary  326    345    345    354    437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809  807  775  770  762 

    
(10.6)  (10.5)  (10.0)  (9.8)  (9.6) 

醫院學校  小學 Primary  288    242    199    184    196   
Hospital School  中學 Secondary  86    91    110    117    114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374  333  309  301  310 

    
(4.9)  (4.3)  (4.0)  (3.8)  (3.9) 

群育學校  小學 Primary  241    214    235    223    208   
Schoo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中學 Secondary  500    511    558    547    549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741  725  793  770  757 

    (9.7)  (9.5)  (10.2)  (9.8)  (9.5) 

主流化班級(2) 
Mainstreamed Classes 

小學 Primary  142    236    319    381    458   
中學 Secondary  ..  ..  ..  ..  ..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142  236  319  381  458 

    
(1.9)  (3.1)  (4.1)  (4.8)  (5.7) 

總數  學前教育 Preparatory  14    ..  ..  ..  .. 
Total  小學 Primary  3,972  3,951  3,956    3,952    3,752 
   中學 Secondary  3,651  3,712  3,811    3,945    4,215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7,637  7,663  7,767  7,897  7,96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以每年九月的統計為準。 
(2) 數字是指於二零零四年開始主流化之特殊學校的主流化班級學生。 
(3) 數據不包括於社會福利署登記的特殊幼兒中心。 
(4) 括號內的數字為該殘障組別佔全部特殊教育學校及特殊班學生人數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教育局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98 

表  2.22︰按類別劃分的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特殊學校的學生人數, 20052009 

類別 
Category 

教育程度 
Levels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肢體傷殘  /  嚴重智障 
Physically Disabled / 
Severely Intellectually Disabled  

小學 Primary  30  25  22  29  32 

中學 Secondary  30  32  29    28  27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60  57  51  57  59 
      
註︰ 
(1) 以每年九月的統計為準。 
 
資料來源︰ 
教育局   
 
 

表  2.23︰按類別劃分的普通學校特殊班級的學生人數, 20052009 

類別 
Category 

教育程度 
Levels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視力受損  小學 Primary  ..  ..  ..  ..  .. 
Visually Impaired  中學 Secondary  11  8  ..  ..  ..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11  8  ..  ..  .. 

              

聽力受損  小學 Primary  ..  ..  ..  ..  .. 

Hearing Impaired  中學 Secondary  ..  ..  ..  ..  ..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  ..  ..  ..  .. 

              

中度學習障礙 
Moderate Learning 
Difficulties 

小學 Primary  26  9  10  10  17 

中學 Secondary  ..  ..  6  5  32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26  9  16  15  49 

              

其他  小學 Primary  ..  ..  ..  ..  .. 

Others  中學 Secondary  ..  ..  ..  ..  ..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  ..  ..  ..  .. 

              

總數  小學 Primary  26  9  10  10  17 

Total  中學 Secondary  11  8  6  5  32 

   所有程度 All Levels    37  17  16  15  49 
   
註︰ 
(1) 以每年九月的統計為準。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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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就讀於公營普通小學及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   
 
在 2009/10 年度就讀於公營普通小學及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數目分別約為
13,720 名及 8,000 名。平均每間公營小學和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數目分別為約 29
名和 20 名2。(見表 2.24) 
 
表  2.24：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就讀於公營普通小學及中學的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數目統計

數字 

特殊教育需要種類 
Type of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Number  數目 (%)  Number  數目  (%) 

學習障礙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7,910    (57.7)  5,050    (63.1) 

智力障礙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760    (5.5)  710    (8.9) 

自閉症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1,480    (10.8)  570    (7.1)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 1,490    (10.9)  740    (9.3) 

身體弱能 
Physical Disability  170    (1.2)  190    (2.4) 

視覺受損 
Visual Impairment  50    (0.4)  90    (1.1) 

聽覺弱能 
Hearing Impairment  340    (2.5)  470    (5.9) 

言語障礙 
Speech & Language Impairment  1,520    (11.1)  180    (2.3) 

總數 
Total  13,720    (100.0)  8,000    (100.0) 
 
註︰ 
(1) 有多於一類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他們主要的特殊教育需要統計。 
 
資料來源︰ 
教育局   

   

                                                 
2  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零年版》，2009  年官立及資助小學及中學的數目分別為 473 間及 398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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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從內地來港學童教育 
 
新從內地來港入讀小學及中學的學童人數在 2006  年顯著地增加，但隨後減少。在 2009
年，新從內地來港入讀小學的新生人數減少至 4,346 人，而中學方面則減少至 2,939  人。(見
表 2.25‐2.26)   
 

表  2.25︰按年級劃分由內地來港入讀小學的新生人數,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級 
Grade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小一 P1  2,528  (41.3)  3,237  (30.7) 2,523  (46.2) 2,118  (39.2)  1,765  (40.6)

小二 P2  786  (12.8)  1,413  (13.4) 529  (9.7) 580  (10.7)  442  (10.2)

小三 P3  786  (12.8)  1,425  (13.5) 579  (10.6) 621  (11.5)  517  (11.9)

小四 P4  832  (13.6)  1,672  (15.9) 702  (12.9) 780  (14.4)  577  (13.3)

小五 P5  805  (13.1)  1,652  (15.7) 733  (13.4) 801  (14.8)  690  (15.9)

小六 P6  388  (6.3)  1,146  (10.9) 397  (7.3) 505  (9.3)  355  (8.2)

所有年級 
All Grades 

6,125  (100.0)  10,545  (100.0)  5,463  (100.0)  5,405  (100.0)  4,346  (100.0) 

註︰ 
(1) 數字是指該學年九月內地來港學生的相關年級學生人數。這些學生的入學時期為上一個學年之十月至該學

年九月的十二個月。數據包括普通小學，但並不包括特殊學校、英基學校協會學校及其他國際學校。 
(2) 由於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與總計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教育局   
 
 
表  2.26︰按年級劃分由內地來港入讀中學的新生人數,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級 
Grade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No. 

百分比
Percent
(%) 

中一 S1  906  (35.3)  1,784  (32.4) 991  (34.9) 1,200  (35.7)  941  (32.0)

中二 S2  627  (24.4)  1,390  (25.2) 687  (24.2) 801  (23.8)  769  (26.2)

中三 S3  639  (24.9)  1,359  (24.7) 664  (23.4) 823  (24.5)  682  (23.2)

中四 S4  355  (13.8)  817  (14.8) 433  (15.2) 442  (13.2)  493  (16.8)

中五 S5  30  (1.2)  146  (2.7) 56  (2.0) 85  (2.5)  48  (1.6)

中六 S6  8  (0.3)  11  (0.2) 11  (0.4) 9  (0.3)  6  (0.2)

中七 S7  5  (0.2)  0  (0.0) 0  (0.0) 1  ..  0  (0.0)

所有年級 
All Grades 

2,570  (100.0)  5,507  (100.0)  2,842  (100.0)  3,361  (100.0)  2,939  (100.0) 

 
註︰ 
(1) 數字是指該學年九月內地來港學生的相關年級學生人數。這些學生的入學時期為上一個學年之十月至該學

年九月的十二個月。數據包括普通小學，但並不包括特殊學校、英基學校協會學校及其他國際學校。 
(2) 由於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與總計略有出入。 
 
資料來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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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按年級劃分由內地來港入讀中小學的新生人數, 20052009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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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成人教育/課餘補習/職業培訓情況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由私人日間及晚間學校提供的不同類型成人教育   /  補習   /  職業
課程的 15‐24 歲學生人數由 2005 年的 100,810 人下降至 2006 年的   98,493 人，但於近年
又上升至 2009 年的 117,223 人。當中最受歡迎的課程類型是英語補習班。中小學補習班的
學生人數於 2009 年時亦顯著地增加至佔全年所有類型課程的 20.3%。(見表 2.27)   
 

表  2.27：  按課程種類劃分由私人日間及晚間學校提供的成人教育/補習/職業課程的 1524 歲學生人

數, 20052009 

課程種類 
Type of Course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電腦課程    日間 Day  1,596  1,094  835    548    701   
 Computer Courses  晚間 Evening  1,029  976  517    316    177   
   小計 Sub‐total  2,625  2,070  1,352    864    878   
   (2.6)  (2.1)  (1.6)  (1.0)  (0.7) 
 商業課程    日間 Day  8,297  5,621  10,114    5,952    5,404 
 Commercial Courses  晚間 Evening  4,376  2,950  2,472    1,744    1,477 
   小計 Sub‐total  12,673  8,571  12,586    7,696    6,881 
   (12.6)  (8.7)  (15.2)  (8.9)  (5.9) 
 職業  /  工業課程    日間 Day  2,213  1,980  2,995    4,290    3,131 
 Vocational/Technical Courses  晚間 Evening  700    925  246    456    479   
   小計 Sub‐total  2,913  2,905  3,241    4,746    3,610 
   (2.9)  (2.9)  (3.9)  (5.5)  (3.1) 
 英語補習班    日間 Day  17,852  13,451  12,279    17,131    22,170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晚間 Evening  16,337  21,811  12,350    9,940    13,075 
   小計 Sub‐total  34,189  35,262  24,629    27,071    35,245 
   (33.9)  (35.8) (29.7)  (31.3)  (30.1) 
 其他語言補習班    日間 Day  3,814  3,013  3,894    4,522    6,874 
 Other Languages Tutorial Classes  晚間 Evening  5,094  4,156  5,462    3,281    9,104 
   小計 Sub‐total  8,908  7,169  9,356    7,803    15,978 
   (8.8)  (7.3)  (11.3)  (9.0)  (13.6) 
 中小學補習班    日間 Day  3,184  1,545  1,872    4,904    8,762 
 Primary & Secondary Tutorial Classes 晚間 Evening  1,521  1,204  1,244    2,507    14,980 

小計 Sub‐total  4,705  2,749  3,116    7,411    23,742 
   (4.7)  (2.8)  (3.8)  (8.6)  (20.3) 
 其他補習班    日間 Day  12,538  13,703  9,653    15,739    19,122 
 Other Tutorial Classes  晚間 Evening  17,624  23,816  16,336    13,734    8,718 

小計 Sub‐total  30,162  37,519  25,989    29,473    27,840 
   (29.9)  (38.1) (31.3)  (34.1)  (23.7) 
 其他課程  日間 Day  3,899  1,477  1,803    767    2,462 
 Other Courses  晚間 Evening  736    771  869    717    587   

小計 Sub‐total  4,635  2,248  2,672    1,484    3,049 
   (4.6)  (2.3)  (3.2)  (1.7)  (2.6) 
 所有課程種類   日間 Day  53,393  41,884  43,445    53,853    68,626 
 All Types of Courses    晚間 Evening  47,417  56,609  39,496    32,695    48,597 
   總計 Total  100,810  98,493  82,941    86,548    117,22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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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提供成人教育  /  補習  /  職業課程的私人日間學校的學生收錄數據是根據「學生人數統計調查」所估計的。
(2) 部分收錄於成人教育  /  補習  /  職業課程的學生，同時就讀普通學校的正規課程。 
(3) 由普通學校提供的正規教育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專上學院以及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等。 
(4) 數據沒有包括參加「毅進計劃」的學員人數。 
(5) 數據沒有包括由認可課程提供機構於官立學校及提供成人教育/補習/職業課程的私人日間學校所開辦的

中學課程的學生人數。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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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自修室 
 
本港自修室的設施主要由不同的政府部門提供及資助開設，但亦有由非政府機構自資營辦。
提供及資助開設自修室的政府部門包括教育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社會福利署及民政事
務總署。在2008/09年度，全港的自修室共提供16,095個座位，相比2004/05度的17,066個
為少。(見表2.28) 
 
表  2.28：自修室座位數目, 2004/05  2008/09 

提供機構 
Provider 

2004 / 05  2005 / 06  2006 / 07  2007 / 08  2008 / 09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6,169    6,120    5,915    5,828    5,68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5,129    5,274    5,274    5,286    5,322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4,145    4,016    3,974    3,756    3,547   

非牟利團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1,477    1,350    1,491    1,473    1,414   

民政事務總署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146    128    82    82    128   

Total 
總數 

17,066    16,888    16,736    16,425    16,095 

 
資料來源： 
教育局，家校合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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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教育開支 
 
本節旨在討論有關政府或個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  
 

2.7.1  教育總開支及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本港近年的公共教育開支幾乎每年都有所增加，由2004/05年度的四百六十五億八千萬增
至   2007/08  年度的四百九十六億六千五百萬。由於在2008/09  年度，政府注資一百八十
億元成立研究基金，導致在2008/09  年度的總公共教育開支遽升至七百零一億四千五百萬。
而公共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則由   2004/05  年度的   3.59%  下降至   2007/08 
年度的   3.01%，但於2008/09  年度由於上述原因增至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4.27%。(見表
2.29‐2.30)   
 
表  2.29︰政府於各教育範疇的公共開支(計至最接近的 500 萬元  ), 2004/05  2009/10 

  
2004/05 

百萬元 
millions 

2005/06 
百萬元 
millions 

2006/07 
百萬元 
millions 

2007/08 
百萬元 
millions 

2008/09 
百萬元 
millions 

2009/10(4) 

百萬元 
millions 

學前教育 Pre‐primary  1,245    1,230  1,290    1,710    2,155  2,255 

小學教育 Primary  10,590  10,505  10,360  10,745  11,200  11,395 

中學教育 Secondary  16,175  16,415  16,725  17,720  19,630  20,230 

特殊教育 Special  1,280    1,185  1,185    1,275    1,370  1,435 

成人教育(1) Adult    35    10  ‐  ‐  ‐  ‐ 

師資培訓  Teacher Training  1,275    1,180  1,120    1,095    1,140  1,120 

職業教育  Vocational Education  1,515    1,425  1,660    1,725    1,870  2,000 

高等教育(2) Higher Education  11,875  12,420  12,605  13,535  30,755  12,390 

其他  Others    2,590    2,680  2,355    1,855    2,025  2,220 

總計(2) & (3) Total    46,580  47,050  47,300  49,665  70,145  53,045 
 
註： 
(1) 政府開辦的成人教育課程已於 2005 年 8 月完全停辦。由 2005/06 學年開始，給予學生的資助由指定夜間

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撥付。 
(2) 2008/09  年度的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成立了 180 億元的研究基金。 
(3)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的總和可能與總計的數額不同。 
(4) 經過修訂的估計。 
 
資料來源︰教育局，《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9)，《財務委員會審
核二Ｏ一Ｏ至一一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10)。 
 
表  2.30：教育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004/05  2009/10 

年份 Year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1)

教育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public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to GDP 
3.59    3.36  3.15  3.01  4.27  3.25 

 
註：(1)  經過修訂的估計。 
 
資料來源︰教育局，《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9)，《財務委員會審
核二Ｏ一Ｏ至一一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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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政府用於教育的公共開支(計至最接近的 500萬元)及教育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004/05  2009/10 

 

註： 
(1) 政府開辦的成人教育課程已於 2005  年 8  月完全停辦。由 2005/06  學年開始，給予學生的資助由指定夜

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撥付。 
(2) 2008/09  年度的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成立了 180 億元的研究基金。 
(3)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的總和可能與總計的數額不同。 
(4) 2009/10 的數字為經過修訂的估計。 

 
資料來源︰ 
教育局，《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9)，《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一Ｏ
至一一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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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政府用於教育的人均支出 
 
政 府 對 資 助 小 學 的 全 日 制 學 生 的 人 均 教 育 開 支 由 2000/01 年 度 的   $21,840  增 加 至
2008/09 年度的   $30,381，而對資助中學的則由 2000/01 年度的   $33,580  增加至 2008/09
年 度 的   $39,485。 對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的 教 育 團 體 的 開 支 則 由 2000/01 年 度 的  
$228,540  減少至 2007/08年度的   $208,100，但隨後又增加至 2008/09年度的   $212,800。
(見表 2.31)   
 

表  2.31：按不同教育機構劃分的政府按年人均教育支出(全日制學生), 2000/012009/10 

 

資助小學 
Aided Primary 

School 
 
 

直接資助小學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Direct 
Subsidy Scheme

 

資助中學 
Aided Secondary 

School 
 
 

 
直接資助中學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Direct 
Subsidy Scheme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資助的教育團體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funded 

Institutions 
 
 

2000/01(1)  $21,840  $20,740  $33,580  $32,550  $228,540 

2001/02(1)  $22,170  $23,330  $34,470  $35,200  $232,000 

2002/03  $22,554  $23,670  $34,320  $35,773  $232,800 

2003/04  $23,665  $23,800  $33,766  $34,284  $227,400 

2004/05  $23,713  $24,194  $32,982  $32,949  $198,300 

2005/06  $24,640  $24,637  $33,334  $32,534  $201,000 

2006/07  $25,465  $ 24,882  $33,776  $33,584  $203,800 

2007/08  $27,999  $27,074  $35,797  $35,281  $208,100 

2008/09  $30,381  $ 29,529  $39,485  $37,821  $212,800 

2009/10(1)  $32,820  $ 31,160  $41,130  $41,270  $216,900 

註： 
(1) 被修訂的估測。 
 
資料來源︰ 
教育局，《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一至Ｏ二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0)，《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二
至Ｏ三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1)，《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三至Ｏ四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2)，《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四至Ｏ五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3)，《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五
至Ｏ六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5)，《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六至Ｏ七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6)，《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七至Ｏ八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7)，《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八
至Ｏ九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8)，《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9)，《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一Ｏ至一一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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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按不同教育機構劃分的政府按年人均教育支出(全日制學生), 2000/01  2009/10 

 

註： 

(1) *被修訂的估測。 
 
資料來源︰ 
教育局，《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一至Ｏ二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0)，《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二
至Ｏ三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1)，《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三至Ｏ四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2)，《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四至Ｏ五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3)，《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五
至Ｏ六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5)，《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六至Ｏ七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6)，《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七至Ｏ八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7)，《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八
至Ｏ九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08)，《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Ｏ九至一Ｏ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09)，《財務委員會審核二Ｏ一Ｏ至一一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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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個人用於教育的支出   
 
個 人 在 本 地 市 場 上 於 教 育 方 面 的 消 費 開 支 由 2005 年 的$18,921 百 萬 上 升 至 2007 年 的
$19,617 百萬，但於 2009 年下降至$19,060 百萬。雖然個人用於教育的支出於 2005 至 2007
年期間有所增長，但其相對於本地市場的總消費開支以及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卻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持續下降，分別由 2.4%  下降至 1.8%  以及由 1.4%下降至 1.2%。(見表
2.32‐2.34) 

 
表  2.32：用於本地教育服務以「當時市價」計算的私人消費開支,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用於本地教育服務以「當時市價」計算的 
私人消費開支  (百萬元) 
Priv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service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Mn) 

18,921 19,301 19,617  19,288  19,06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表  2.33：用於本地教育服務的私人消費開支相對消費總開支的百分比,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用於本地教育服務的私人消費開支相對 
消費總開支的百分比  (%) 
Percentage share of priv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services to tot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the domestic market (%) 

2.4  2.2  2.0  1.8  1.8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表  2.34：私人教育的支出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005201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用於本地教育服務的私人消費開支相對 
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Percentage share of priv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services to GDP (%) 

1.4  1.4  1.3  1.2  1.2 

 
資料來源︰ 
根據表 2.32 及政府統計處的本地生產總值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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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學生資助 
 

2.8.1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隨著由學生資助辦事處所提供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 15‐24 歲青少年申請數目由 2005/06
年度的 16,082 個申請增加至 2009/10 年度的 25,526 個申請，15‐24 歲青少年獲提供的總
貸款額亦由 2005/06 年度的三億三千零九十萬元大幅上升至 2009/10 年度的十二億四千八
百九十萬元。(見表 2.35)   
 
表  2.35︰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統計撮要(只計算 1524 歲之青少年),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申請數目(1) No. of applications             

‐ 已收到 Received  16,082 17,732  19,946  21,819  25,526

‐ 已發出結果 with results issued  16,082 17,732  19,946  21,819  25,526
            

成功申請數目(1)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9,155  13,726  15,673  17,521  20,125
            

申請人數目(1) No. of applicants             

‐ 獲提供資助 with assistance offered  10,601 13,972  15,844  17,728  20,585

‐ 獲發放資助 with assistance paid  9,155  13,726  15,673  17,521  20,125

‐ 獲提供助學金 with grant offered  5,236  13,972  15,844  17,653  20,505

‐ 獲發放助學金 with grant paid  5,209  13,726  15,673  17,466  20,056

‐ 獲提供生活開支貸款(3) with loan offered  5,365  0  0  17,672  20,518

‐ 獲發放生活開支貸款(3) with loan paid  3,946  0  0  7,309  8,837 
            

平均發放金額($)(2)   
Average amount paid ($) 

         

‐ 資助 assistance  $33,503 $31,175 $31,864 $43,656  $45,802
‐ 助學金 grant  $39,507 $31,470 $32,038 $33,533  $34,649
‐ 生活開支貸款(3) loan  $25,578 N/A  N/A  $24,520  $25,670
            

總金額(百萬元) (2)   

Total amount of ($Mn)   
         

‐ 獲提供的助學金 grant offered  $206.6 $435.6  $504.8  $589.8  $704.2 
‐ 獲發放的助學金 grant paid  $205.8 $432.0  $502.1  $585.7  $694.9 
‐ 獲提供的生活開支貸款(3) loan offered  $124.3 $0.0  $0.0  $448.2  $544.7 
‐ 獲發放的生活開支貸款(3) loan paid  $100.9 $0.0  $0.0  $179.2  $226.8 
‐ 獲提供的助學金  /  生活開支貸款 grant / loan offered $330.9 $435.6  $504.8  $1,038.0  $1,248.9

‐ 獲發放的助學金  /  生活開支貸款 grant / loan paid  $306.7 $432.0  $502.1  $764.9  $921.7 
  
註︰ 
(1) 申請數目  /  申請人數目只包括 1524 歲之青少年。 
(2) 資助總金額只包括資助/發放予 1524 歲之成功申請人的資助金額。 
(3) 由 2006/07 學年起，助學金是按比例提供以代替學費津貼貸款。由 2008/09 學年起，「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貸款，協助他們應付生活開支。 
 
資料來源︰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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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隨著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申請數目的減少，獲發放的貸款總金額亦由 2005/06 年度的十
億四千零五十七萬減少至 2008/09 年度的九億九千四百七十萬，但隨後又增加至 2009/10
年 度 的 十 二 億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萬 。 平 均 發 放 給 每 位 申 請 人 的 貸 款 金 額 由 2005/06 年 度 的
$35,246.1 增加至 2009/10 年度的$45,640.0。(見表 2.36)   
 
表  2.36：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統計撮要,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申請數目(1)    No. of applications             

‐  已收到 Received  34,462  28,172  28,011  29,005  34,402 

‐  已發出結果 with results issued  34,462  28,172  28,011  29,005  34,402 
    

申請人數目(1) No. of applicants           

‐  獲提供貸款 with loan offered  34,315  28,010  27,844  28,756  34,071 

‐  獲發放貸款 with loan paid  29,523  24,283  23,051  23,344  26,663 
    

平均獲發放的貸款金額($) (2) 
Average amount of loan paid ($) 

$35,246.1  $37,345.1  $41,272.4  $42,610.5  $45,640.0 

             
獲發放的貸款總金額(百萬元) (2) 

Total amount of loan paid ($Mn) 
$1,040.57  $906.85  $951.37  $994.70  $1,216.90 

 
註︰ 
(1) 數字包括接受貸款的自動衍生個案  [自 2006/07 學年起，學生資助辦事處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申

請人的申請結果通知書內，同時告知申請人按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及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可獲得的
資助及貸款額（只適用於合資格申請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的全日制學生）]  。 

(2) 貸款分一期或以上發放。 
(3) 1524 歲的申請人數目百分比大約為 81.4%。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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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經 資 助 專 上 課 程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發 放 給15‐24歲 之 青 少 年 的 助 學 金 總 發 放 金 額 由2005/06年
度 的 八 億 八 千 九 百 九 十 八 萬 減 少 至2008/09年 度 的 七 億 六 千 七 百 七 十 八 萬 ， 但 隨 後 又 於
2009/10年 度 增 加 至 八 億 一 千 二 百 零 一 萬 ， 而 給15‐24歲 之 青 少 年 的 貸 款 總 發 放 金 額 則 由
2005/06年度的四億二千七百八十一萬平穩下降至2009/10  年度的二億七千四百六十萬。
(見表2.37)   
 
表  2.37︰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統計撮要  (只計算 1524 歲之青少年),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申請數目(1) 
No. of applications   

         

‐  已收到 received  38,424  35,299  31,852  30,447  31,377 

‐  已發出結果 with results issued  38,424  35,299  31,852  30,447  31,377 

‐  成功申請的數目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33,609  30,678  27,929  27,012  27,916 

            

申請人數目(1)    No. of applicants             

‐  獲發放資助 with assistance paid  33,609  30,678  27,929  27,012  27,916 

‐  獲發放助學金 with grant paid  33,383  30,502  27,781  26,881  27,803 

‐  獲提供貸款 with loan offered  33,430  30,514  27,823  26,889  27,800 

‐  獲發放貸款 with loan paid  19,048  17,122  14,117  11,712  10,975 
    

平均發放金額($)(2) 
Average amount paid($)   

         

‐  資助 Assistance  $39,209 $39,654 $39,835 $38,852  $38,924

‐  助學金 Grant  $26,660 $27,116 $28,079 $28,562  $29,206

‐  貸款 Loan  $22,459 $22,742 $23,552 $24,052  $25,020
    

總金額(百萬元) (2) 
Total amount ($Mn)   

         

‐  發放助學金 grant paid  $889.98 $827.11 $780.07 $767.78  $812.01

‐  獲提供貸款 loan offered  $746.72 $696.99 $659.18 $657.42  $712.11

‐  發放貸款 loan paid  $427.81 $389.39 $332.49 $281.69  $274.60
 
註︰ 
(1) 申請數目  /  申請人數目只包括 1524 歲之青少年。 
(2) 資助總金額只包括資助  /  發放予 1524 歲之成功申請人的資助金額。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13 

2.8.4  高中學費減免計劃 
 
成功申請高中學費減免計劃的個案數目由   2005/06  年度的   67,790  (中四–中五)  /  26,298 
(中六–中七)  減少至   2007/08  年度的   64,784 (中四–中五) / 24,587 (中六–中七)。中四至
中五的標準學費由   2005/06  年度的   $5,320  增加至   2007/08  年度的   $6,020，而中六至
中 七 的 標 準 學 費 則 由   2005/06  年 度 的   $9,100  增 加 至   2007/08  年 度 的   $9,870。 根 據  
2007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自   2008  年起將會實行免費的高中教育，因此此計劃亦由   2008 
年起不再設立。(見表2.38)   
 
表  2.38 高中學費減免計劃    統計撮要,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N/A(2)  N/A(2) 

接獲申請數目 
No.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  中四/中五  S4 ‐ S5  68,012  66,097  64,965 

‐  中六/中七 S6 ‐ S7  26,358  25,435  24,645 

‐  總數 Total  (94,370)  (91,532)  (89,610) 

 
成功申請數目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中四/中五  S4 ‐ S5       

‐  半費減免 Half Fee Remission  48,009  47,424  46,124 

‐  全費減免 Full Fee Remission  19,781  18,521  18,660 

‐  總數 Total  (67,790)  (65,945)  (64,784) 

    

  中六/中七 S6 ‐ S7       

‐  半費減免 Half Fee Remission  18,464  18,101  17,409 

‐  全費減免 Full Fee Remission  7,834  7,293  7,178 

‐  總數 Total  (26,298)  (25,394)  (24,587) 

 
標準學費($) 
Gazette Fee($) 

     

‐  中四/中五 S4 ‐ S5  $5,320  $5,670  $6,020 

‐  中六/中七 S6 ‐ S7  $9,100  $9,450  $9,870 
 
註︰ 
(1)  中四學生的一般年齡為 15 歲或以上。 
(2)  根據 2007 年施政報告，免費高中教育將由 2008/09 學年起實施。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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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於2005/06至2009/10學 年 期 間 ， 成 功 申 請 學 校 書 簿 津 貼 計 劃 而 獲 得 半 額 津 貼 的 數 目 由
69,774人減少至   60,582，而獲得全額津貼的數目則由28,649人減少至25,278人。批出之書
簿津貼總額由2005/06學年的一億一千八百七十萬增加至2008/09學年的一億二千六百萬，
但隨後又減少至2009/10學年的一億一千三百萬。(見表2.39)   
 

表  2.39：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統計撮要,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中四至中七接獲申請之數目 
No.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 for S4 ‐ S7 

98,775 96,000 94,273  89,363  86,035

      

中四至中七成功申請之數目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for S4 ‐ S7 

         

‐  半額津貼 
Half grant 

69,774 68,970 67,210  64,138  60,582

‐  全額津貼 
Full grant 

28,649 26,727 26,741  25,033  25,278

      

津貼額($) 
Grant Rates ($) 

         

‐  中四 S4  $2,468 $2,618 $2,840  $3,062  $2,856

‐  中五 S5  $1,512 $1,680 $1,676  $1,786  $1,678

‐  中六 S6  $2,118 $2,090 $2,074  $2,226  $1,994

‐  中七 S7  $942  $1,000 $976  $1,020  $866 
      

批出予中四至中七之津貼總額  (百萬元) 
Total amount of assistance provided for S4 ‐ S7 ($Mn) 

$118.7 $121.7 $124.2  $126.0  $113.0

註︰ 
(1) 正常情況下中四學生的年齡為 15 歲或以上。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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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批出予成功申請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的 15‐24 歲青年的總金額於 2005/06 及 2009/10 學年間
介乎於一億九千七百六十萬與二億二千二百二十萬之間。同一期間，平均批出予每個學生
的津貼金額介乎於   $1,670.7 及$1,847.7 之間。(見表 2.40)   
 
表  2.40︰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統計撮要, 2005/06 –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接獲申請數目(1) 
No. of applications received(1) 

131,887  128,914  124,403  122,341  125,419 

            
成功申請數目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126,673  124,059  120,283  118,257  121,074 

            
平均津貼額($) 
Average subsidy ($) 

$1,750.7  $1,736.4  $1,847.7  $1,670.7  $1,712.4 

            
批出津貼總額(百萬元)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provided ($Mn) 

$221.8  $215.4  $222.2  $197.6  $207.3 
 
註︰ 
(1) 申請數目  /  申請人數目只包括 1524 歲之青少年。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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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考試費減免計劃 
 
批出予應考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考生的減免總額由   2005/06  學年的一千三
百六十萬增加至   2009/10  學年的一千五百六十萬。於 2005/06  至   2009/10  學年期間，
批出予香港中學會考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個別考生的平均減免額亦分別由   $720.6  增加至  
$951.1  及   由   $1,835.8  增加至   $2,229.1。不過，此計劃的成功申請數目由   2005/06  學
年的   12,905  減少至   2009/10  學年的   11,835。(見表 2.41)   
 
表  2.41︰考試費減免計劃    統計撮要, 2005/06  2009/10 

學年 
Academic Year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成功申請數目 
No. of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1) 

12,905  12,438  12,455  11,355  11,835 

‐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9,020  8,619  8,777  7,952  8,427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KALE  3,885  3,819  3,678  3,403  3,408 
      

平均減免額( $) 
Average subsidy ($) 

$1,056.4  $1,179.5  $1,241.2  $1,338.8  $1,319.1 

‐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720.6  $838.8  $893.5  $957.4  $951.1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KALE  $1,835.8  $1,948.4  $2,070.9  $2,230.2  $2,229.1 
      

批出減免總額(百萬元) 
Total amount of subsidy provided ($Mn) 

$13.6  $14.7  $15.5  $15.2  $15.6 

‐  香港中學會考 HKCEE  $6.5  $7.2  $7.9  $7.6  $8.0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KALE  $7.1  $7.5  $7.6  $7.6  $7.6 
 
註︰ 
(1) 申請數目  /  申請人數目只包括 1524 歲之青少年。 
 
資料來源︰ 
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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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輟學率 
 
於   2008/09 學年，中一至中三及小一至小六分別有 1,490 及   347 個輟學個案。中一至中
三學生的輟學比例由 2004/05 學年的 0.39%  上升至 2006/07 學年的 0.62%，但於 2007
至 2009 年 期 間 維 持 在 0.60%。 而 小 學 生 的 輟 學 率 亦 由 2004/05 學 年 的 0.06%上 升 至
2008/09 學年的 0.1%。(見表 2.42)   
 

表  2.42︰年齡介乎 615 歲之間學生的輟學統計, 2004/05  2008/09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中一至中三 Secondary 1 to Secondary 3             

個案數目(1) No. of Cases  989    1,100  1,584  1,529    1,490 

學生人數  Pupil Enrolment  253,619  254,879  255,992    253,311    246,514 

輟學率(2) Dropout Rate (%)  (0.39)  (0.43)  (0.62)  (0.60)  (0.60) 

            

小一至小六 Primary 1 to Primary 6               

個案數目(1) No. of Cases  251    262    322    341    347   

學生人數  Pupil Enrolment  447,137  425,864  410,516    385,949    365,056 

輟學率(2) Dropout Rate (%)  (0.06)  (0.06)  (0.08)  (0.09)  (0.10) 

            

合計 Overall           

輟學個案數目(1) No. of Cases  1,240  1,362  1,906  1,870    1,837 

學生人數  Pupil Enrolment  700,756  680,743  666,508    639,260    611,570 

輟學率(2) Dropout Rate (%)  (0.18)  (0.20)  (0.29)  (0.29)  (0.30) 

           
 
註︰ 
(1) 輟學個案  = 615 歲離校學生  – (轉校學生  +  離港學生  +  被判入男/女童院的學生) 
(2) 輟學率  =輟學個案數目  /  該學年的小一至小六及中一至中三學生人數  x 100%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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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年齡介乎  615 歲之間學生的輟學統計, 2004/05  2008/09 

 

註︰ 
(1) 輟學個案  = 615 歲之離校學生  – (轉校學生  +  離港學生  +  被判入男/女童院的學生) 
(2) 輟學率  =輟學個案數目  /  該學年的小一至小六及中一至中三學生人數  x 100%   
 
資料來源︰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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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童輟學的原因，香港中文大學曾在 2006 年訪問有輟學記錄的學童、輟學學童的家長
及老師。而有輟學記錄的學童曾於 2002/03 至 2005/06 學年間輟學，但部分已經復課。調
查結果顯示，學童、家長及老師均大致同意學童輟學的原因主要包括「對上學不感興趣，
認為上學沒有意義」、「學童的個人性格問題」、「課程或學習適應的問題」及「不良朋
輩的影響」。然而，老師比學童和家長更為傾向把輟學原因歸咎於「學童的個人性格問題」  
(67.4%)、「對上學不感興趣，認為上學沒有意義」   (66.3%)及「家庭的情況或是管教、關
係的問題」(63.2%)。(見表 2.43) 
 

表  2.43：學童輟學原因, 2006 

原因 
Reason 

有輟學紀
錄學童 
Students 
ever 

dropped 
out 

N=129 

 
家長 

Parents 
 
 
 

N=158 

 
老師 

Teachers
 
 
 

N=95 

學童對上學不感興趣，認為上學沒有意義 
Not interested in going to school 

41.9% 
(54) 

38.6% 
(61) 

66.3% 
(63) 

不良朋輩的影響 
Bad friends’ influence   

27.9% 
(36) 

27.8% 
(44) 

48.4% 
(46) 

學童的個人性格問題 
Personality 

24.8% 
(32) 

31.0% 
(49) 

67.4% 
(64) 

與老師的關係問題 
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22.5% 
(29) 

21.5% 
(34) 

9.5% 
(9) 

課程或學習適應的問題 
Learning adjustment problems 

20.9% 
(27) 

18.9% 
(30) 

50.5% 
(48) 

與校內同學的人際關係問題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oblem 

16.3% 
(21) 

23.4% 
(37) 

18.9% 
(18) 

未能適應學校環境、學校環境複雜、學校處理手法(包括留班)、學校太遠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school / Undesi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   
Inappropriate way in handling issues (e.g. repeating students) / Distance   
from home 

4.7% 
(6) 

13.3% 
(21) 

0.0% 
(0) 

學校要求/勸喻退學 
Demand from school 

2.3% 
(3) 

6.9% 
(11) 

5.2% 
(5) 

家庭的情況或是管教、關係的問題 
Undesirable family environment 

10.9% 
(14) 

14.6% 
(23) 

63.2% 
(60) 

健康問題(包括身體及精神健康) 
Health issues (Physical or mental) 

10.1% 
(13) 

8.8% 
(14) 

11.6% 
(11) 

未能刻服對上學的焦慮或恐懼 
Unable to overcome the fear and anxiety in going to school 

0.0% 
(0) 

8.8% 
(14) 

22.1% 
(21) 

不良的生活習慣(例如沉迷上網/打機) 
Unhealthy living habit   
(e.g. obsession in the Internet /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0.0% 
(0) 

3.2% 
(5) 

3.2% 
(3)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香港學童輟學情況及其介入」調查研究附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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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業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因 15‐24 歲全日制學生由 2005 年的 474,30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520,000 人，以致 15‐24 歲的青少年勞動人口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一章是針對青年的經
濟活動、就業情況、失業情況、及在內地工作的情況進行的分析和探討。  
 

3.1  經濟活動狀況 
 

3.1.1  勞動人口 
 
自 1986 年起，隨著青年人口的減少以及全日制學校的入學率提升，15‐24 歲青年的勞動人
口持續收縮。15‐24 歲青年的勞動人口由 2005 年的 396,700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359,400
人，至於勞動人口參與率則由 44.0%  下降至   39.6%。(見表 3.1‐3.2)   

 
表  3.1：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 1986, 1991  及  1996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86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男性 
Male 

15 ‐ 19  77.4    62.6    49.2    49.3    47.4    47.8    42.3    38.9   

20 ‐ 24  240.7    181.6    179.4    180.8    177.5    172.0    169.2    159.9 

小計 Sub‐total  318.2    244.2    228.6    230.1    224.9    219.8    211.5    198.7 

女性 
Female 

15 ‐ 19  66.3    51.2    39.4    38.2    41.7    37.7    35.1    33.3   

20 ‐ 24  229.4    182.2    179.2    182.4    181.7    183.8    181.3    174.8 

小計 Sub‐total  295.7    233.4    218.6    220.6    223.4    221.6    216.4    208.1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43.7    113.8    88.5    87.5    89.1    85.5    77.4    72.2   

20 ‐ 24  470.1    363.8    358.7    363.2    359.2    355.9    350.5    334.6 

總計 Total  613.8    477.6    447.2    450.7    448.3    441.3    427.9    406.8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男性 
Male 

15 ‐ 19  39.7  37.7  36.3  34.6  31.8  33.5  29.6  28.7 

20 ‐ 24  156.6  157.8  159.5  156.6  155.0  149.0  142.8  145.2 

小計 Sub‐total  196.3  195.5  195.8  191.2  186.8  182.5  172.4  173.9 

女性 
Female 

15 ‐ 19  34.2  31.9  31.6  28.4  28.0  29.2  26.7  24.4 

20 ‐ 24  168.6  167.2  174.1  177.1  175.1  175.4  167.3  161.1 

小計 Sub‐total  202.7  199.0  205.7  205.5  203.1  204.6  194.0  185.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73.8  69.6  67.9  63.0  59.8  62.6  56.4  53.1 

20 ‐ 24  325.2  324.9  333.6  333.7  330.1  324.4  310.1  306.3 

總計 Total  399.0  394.5  401.5  396.7  389.9  387.1  366.4  359.4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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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524 歲勞動人口, 1996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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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1986, 1991 及  1996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86  1991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34.5    29.4  22.0  21.2  20.0  20.2    18.0    17.1 

20 ‐ 24  88.0    84.6  78.5  77.8  77.8  76.5    75.8    72.1 

小計 Sub‐total  63.9    57.1  50.6  49.5  48.4  47.7    46.1    44.3 

女性 
Female 

15 – 19  31.7    25.7  18.5  17.0  18.2  16.6    15.7    15.5 

20 – 24  84.3    81.7  77.6  76.5  75.9  76.1    74.6    72.3 

小計 Sub‐total  61.5    55.3  49.3  47.6  47.7  47.3    46.4    45.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33.2    27.6  20.3  19.1  19.1  18.5    16.9    16.3 

20 ‐ 24  86.2    83.1  78.1  77.2  76.8  76.3    75.2    72.2 

總計 Total  62.7    56.2  49.9  48.5  48.0  47.5    46.3    44.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17.7    17.2  16.5  15.8  14.3  14.8    13.0    12.6 

20 ‐ 24  70.9    71.7  71.0  69.5  69.0  67.6    65.8    64.8 

小計 Sub‐total  44.1    44.6  44.0  43.0  41.8  40.9    38.8    38.6 

女性 
Female 

15 ‐ 19  16.1    15.2  14.7  13.3  13.1  13.5    12.4    11.4 

20 ‐ 24  72.8    72.9  72.8  72.6  71.1  71.7    69.5    66.2 

小計 Sub‐total  45.6    45.3  45.4  44.9  44.1  44.5    42.5    40.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6.9    16.2  15.6  14.5  13.7  14.2    12.7    12.0 

20 ‐ 24  71.9    72.3  71.9  71.2  70.1  69.8    67.7    65.5 

總計 Total  44.9    44.9  44.7  44.0  43.0  42.7    40.7    39.6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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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524 歲勞動人口參與率, 1996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49.9% 48.5% 48.0% 47.5% 46.3% 44.9% 44.9% 44.9% 44.7% 44.0% 43.0% 42.7%
40.7%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年份
Year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24 

3.1.2  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在非從事經濟活動的 15‐24 歲青年人口中，全日制學生的人數由 2005 年的 474,300 人上升
至 2009 年的   520,000 人，相等於由佔相關年齡組別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人口的 93.8%  上
升至 94.8%。而在非從事經濟活動的 15‐24 歲青年人口中，既非學生，亦非家務料理者的
數目則由 2005 年的 24,900 人輕微下降至 2009 年的 22,900 人。(見表 3.3‐3.4)   

 
表  3.3：按性別、年齡以及是否在學劃分的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1524), 2005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5  2006 

是否全日制學生 
Whether Studying full‐time    

是否全日制學生 
Whether Studying full‐time     

是  Yes  否  No  總計  Overall 是  Yes  否  No  總計  Overall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78.5  96.5  6.4  3.5  184.9 100.0 182.8 96.2 7.2  3.8  190.0 100.0

20 ‐ 24  61.2  89.2  7.4  10.8 68.6 100.0 62.5 89.5 7.3  10.5  69.8  100.0

小計Sub‐total  239.6  94.6  13.8 5.4  253.4 100.0 245.3 94.4 14.5  5.6  259.8 100.0

女性 
Female 

15 ‐ 19  180.0  97.1  5.4  2.9  185.4 100.0 181.0 97.5 4.7  2.5  185.7 100.0

20 ‐ 24  54.6  81.9  12.1 18.1 66.7 100.0 58.5 82.0 12.8  18.0  71.3  100.0

小計Sub‐total  234.6  93.1  17.5 6.9  252.1 100.0 239.5 93.2 17.5  6.8  257.0 100.0

男女 
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358.5  96.8  11.8 3.2  370.2 100.0 363.8 96.8 11.9  3.2  375.7 100.0

20 ‐ 24  115.8  85.6  19.5 14.4 135.3 100.0 121.0 85.8 20.1  14.3  141.0 100.0

總計 Total  474.3  93.8  31.3 6.2  505.5 100.0 484.8 93.8 32.0  6.2  516.8 100.0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7  2008 

是否全日制學生 
Whether Studying full‐time    

是否全日制學生 
Whether Studying full‐time     

是  Yes  否  No  總計  Overall 是  Yes  否  No  總計  Overall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85.6  96.5  6.7  3.5  192.3 100.0 191.4 96.8 6.3  3.2  197.7 100.0

20 ‐ 24  64.2  90.0  7.1  10.0 71.3 100.0 66.2 89.1 8.1  10.9  74.3  100.0

小計Sub‐total  249.8  94.8  13.8 5.2  263.6 100.0 257.6 94.7 14.4  5.3  272.0 100.0

女性 
Female 

15 ‐ 19  180.9  97.2  5.2  2.8  186.1 100.0 183.8 97.5 4.8  2.5  188.6 100.0

20 ‐ 24  57.7  83.1  11.7 16.9 69.4 100.0 61.2 83.2 12.3  16.7  73.6  100.0

小計Sub‐total  238.6  93.4  16.9 6.6  255.5 100.0 245.1 93.5 17.1  6.5  262.2 100.0

男女 
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366.5  96.9  11.9 3.1  378.4 100.0 375.3 97.2 11.1  2.9  386.3 100.0

20 ‐ 24  121.9  86.6  18.8 13.4 140.7 100.0 127.4 86.2 20.4  13.8  147.8 100.0

總計 Total  488.4  94.1  30.6 5.9  519.1 100.0 502.7 94.1 31.5  5.9  534.2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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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9 

是否全日制學生 
Whether Studying full‐time                

是  Yes  否  No  總計  Overall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數目 
No.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93.2  97.5  5.0  2.5  198.2 100.0

20 ‐ 24  71.1  90.1  7.8  9.9  78.9 100.0

小計 Sub‐total  264.2  95.3  12.8 4.6  277.1 100.0

女性 
Female 

15 ‐ 19  185.8  98.0  3.7  2.0  189.5 100.0

20 ‐ 24  69.9  85.1  12.2 14.9 82.1 100.0

小計 Sub‐total  255.7  94.1  15.9 5.9  271.7 100.0

男女 
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379.0  97.8  8.7  2.2  387.7 100.0

20 ‐ 24  141.0  87.6  20.0 12.4 161.0 100.0

總計 Total  520.0  94.8  28.8 5.2  548.7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圖  3.3︰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1524)人數, 2005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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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按經濟活動身份劃分的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1524), 20052009 

 
經濟活動身份 
Activity status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家務料理者 
Home‐makers 

5,200  5,800  5,000  5,100  5,300 

(1.0)  (1.1)  (1.0)  (1.0)  (1.0) 

學生 
Student 

475,500  485,900  489,300  503,700  520,600 

(94.0)  (94.0)  (94.3)  (94.3)  (94.9) 

其他 
Others 

24,900  25,000  24,800  25,400  22,900 

(4.9)  (4.8)  (4.8)  (4.8)  (4.2) 

總計 
Overall 

505,500  516,800  519,100  534,200  548,7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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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就業狀況 
 

3.2.1  以性別和年齡劃分的就業率 
 
15‐24 歲青年就業的數目由 1991年的 457,700 人逐漸下降至 2009 年的 314,000 人。在 2005
至 2007 年期間，就業青年人數維持穩定，但在 2008 至 2009 年則有明顯下降。20‐24 歲
青年對比 15‐19 歲青年的就業人數於比例持續上升，由 1991 年的 3.38 倍上升至   2009 年
的   6.58 倍。15‐24 歲的就業女性自 1998 年起在數量上超過男性，於 2009 年，15‐24 歲的
就業女性人數相對於就業男性的比例為   1:0.88。(見表 3.5)   
 

表  3.5：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就業人數, 1991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男性 
Male 

15 – 19  57.3  56.0 51.1 44.9 41.5 43.0 44.7 37.7  34.6  32.2

20 – 24  175.5  166.7 164.1 164.6 159.6 168.8 172.6 160.5  150.8  154.0

小計 Sub‐total  232.7  222.7 215.2 209.5 201.1 211.7 217.3 198.2  185.4  186.3

女性 
Female 

15 – 19  47.4  39.9 34.9 34.0 32.2 34.5 34.0 33.3  28.0  26.9

20 – 24  177.6  170.6 165.4 165.1 159.6 172.4 176.8 170.3  169.5  169.0

小計 Sub‐total  224.9  210.5 200.4 199.1 191.8 206.9 210.8 203.5  197.4  195.9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04.6  95.9 86.0 78.9 73.7 77.5 78.7 71.0  62.6  59.1

20 – 24  353.1  337.4 329.6 329.7 319.3 341.2 349.3 330.8  320.3  323.1

總計 Total  457.7  433.2 415.6 408.6 392.9 418.7 428.1 401.7  382.8  382.2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男性 
Male 

15 – 19  29.0  26.1  25.4  25.8  26.2  23.9  26.5  24.2  21.8 

20 – 24  142.9  134.7  134.1  140.2  138.8  138.9  135.9  130.3  125.6 

小計 Sub‐total  171.9  160.7  159.5  166.1  165.1  162.8  162.4  154.5  147.4 

女性 
Female 

15 – 19  26.2  25.1  23.2  24.5  23.0  22.8  23.7  23.0  19.6 

20 – 24  162.8  153.9  153.5  162.9  166.3  163.9  166.2  157.7  146.9 

小計 Sub‐total  189.0  179.0  176.6  187.3  189.3  186.6  189.9  180.7  166.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55.2  51.2  48.6  50.3  49.2  46.7  50.2  47.2  41.4 

20 – 24  305.6  288.5  287.5  303.1  305.2  302.8  302.2  288.0  272.6 

總計 Total  360.8  339.7  336.1  353.4  354.4  349.5  352.4  335.2  314.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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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年齡介乎 1524 歲青年就業人數, 1991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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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人數佔相關性別年齡組別人口的百分比正逐漸下降。15‐19 歲青年的百分比由
1991 年的 25.0%  下降至 2009 年的 9.5%，至於 20‐24 歲青年的百分比則由 77.6%下降至
59.5%。(見表 3.6) 
 
表  3.6：就業人數佔相關性別年齡組別人口的百分比, 1991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  %  %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26.3  26.3  24.4  20.8  19.0  18.8  19.2  15.9  14.6  13.6 

20 – 24  77.1  75.6  74.6  73.9  71.1  71.3  73.3  69.5  66.3  68.5 

女性 
Female 

15 – 19  23.7  20.4  17.8  17.1  15.9  15.9  15.2  14.6  12.4  12.1 

20 ‐ 24  78.1  77.4  74.9  73.9  70.6  72.1  73.6  70.8  70.0  69.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25.0  23.5  21.2  19.0  17.5  17.4  17.2  15.3  13.5  12.9 

20 ‐ 24  77.6  76.5  74.8  73.9  70.9  71.7  73.4  70.2  68.2  69.2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  %  %  %  %  %  %  % 

男性 
Male 

15 ‐ 19  12.6  11.6  11.6  11.7  11.9  10.8  11.7  10.6  9.7 

20 ‐ 24  63.5  60.5  60.5  62.0  61.3  61.6  61.4  59.6  57.2 

女性 
Female 

15 ‐ 19  12.1  11.8  11.0  11.4  10.7  10.7  11.0  10.7  9.3 

20 ‐ 24  67.1  66.3  66.7  68.0  68.0  66.4  67.8  65.4  61.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2.4  11.7  11.3  11.5  11.3  10.7  11.3  10.6  9.5 

20 ‐ 24  65.3  63.4  63.6  65.1  64.8  64.1  64.8  62.6  59.5 

 
資料來源︰ 
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就業人數及人口統計數字計算。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30 

3.2.2  職業及行業分佈情況 
 
在 2009 年，最常見的 15‐24 歲青年職業為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32.8%)，其次為文
員   (26.5%)  及輔助專業人員   (17.2%)。職業為藍領工人   (即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
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和非技術工人)  的青年比例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持續下降，至於輔
助專業人員、文員、服務工作以及店鋪銷售人員的比例則逐漸上升。(見表 3.7)   
 
表  3.7：按職業劃分年齡介乎 1524 歲的就業人士數目, 20052009 

職業 
Occupation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經理及行政人員  1,300    2,200    1,900    2,100    1,700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0.4) (0.6) (0.5) (0.6)  (0.6)

專業人員  12,400    13,200    13,700    12,800    10,600   
Professionals    (3.5) (3.8) (3.9) (3.8)  (3.4)

輔助專業人員  58,300    59,300    60,200    59,600    54,100   
Associate professionals    (16.4) (17.0) (17.1) (17.8)  (17.2)

文員  88,500    88,400    92,500    91,200    83,300   
Clerks    (25.0) (25.3) (26.3) (27.2)  (26.5)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104,400    101,600    107,500    101,800    103,000   
Service workers and shop sales 
workers   

(29.5) (29.1) (30.5) (30.4)  (32.8)

工藝及有關人員  24,100    21,500    17,500    17,500    15,100   
Craft and related workers    (6.8) (6.1) (5.0) (5.2)  (4.8)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7,100    6,400    5,400    4,600    4,200   
Plant and machine operators and 
assemblers 

(2.0) (1.8) (1.5) (1.4)  (1.3)

非技術工人  58,100    56,700    53,600    45,500    41,800   
Elementary occupations    (16.4) (16.2) (15.2) (13.6)  (13.3)

其他  *  *  *  *  * 
Others      

總計  354,400    349,500    352,400    335,200    314,000   
Overal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2) *  由於觀察數目小，導致抽樣誤差甚大，數字不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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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年齡介乎 1524 歲的就業人士職業百分比分佈, 20052009 

 

註： 
(1)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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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行業分類在 2009 年曾被修訂，因此，2008 年之前的某些數字並不可以直接與 2008
年之後的數字作直接比較。在 2009 年，15‐24 歲青年從事的行業有較大比例是「公共行政、
社會及個人服務」  (30.3%)，其次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27.1%)  以及「金融、保
險、地產、專業以及商用服務」  (15.7%)。另一方面，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於從事製
造業及建造業的青年比例持續下降，分別由 4.1%  下降至 1.8%，以及由 5.4%下降至 3.7% 
。(見表 3.8)   
 

表  3.8：按行業劃分年齡介乎 1524 歲的就業人士數目, 20052009 
(甲)  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1.1  版」編製 

行業  Industry 

Year 

2005  2006  2007 

數目  No.
(%) 

數目  No. 
(%) 

數目  No.
(%) 

製造業  14,700  14,200    11,100 
Manufacturing    (4.1) (4.1)  (3.1)

建造業  19,000  16,600    13,600 
Construction    (5.4) (4.8)  (3.9)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  140,100  136,800    140,200 
Wholesale, retail and import/export trade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39.5) (39.1)  (39.8)

運輪、倉庫及通訊業  30,600  31,500    30,800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s  (8.6) (9.0)  (8.7)

金融、保險、地產、商用服務業  43,000  45,100    50,700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12.1) (12.9)  (14.4)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06,300  104,800    105,300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30.0) (30.0)  (29.9)

其他  800    500    600   
Others    (0.2) (0.2)  (0.2)

總計  354,400  349,500    352,400 
Overall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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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編製 

行業  Industry 

Year 

2008  2009 

數目  No. 
(%) 

數目  No. 
(%) 

製造業  7,700    5,600   
Manufacturing    (2.3)  (1.8)

建造業  13,800    11,700   
Construction    (4.1)  (3.7)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44,600    36,100   
Import/export trade and wholesale    (13.3)  (11.5)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88,400    85,100   
Retail, accommodation and food services  (26.4)  (27.1)

運輪、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33,400    30,100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courier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10.0)  (9.6)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52,800    49,200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15.7)  (15.7)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93,900    95,200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28.0)  (30.3)

其他  700    800   
Others    (0.2)  (0.3)

總計  335,200    314,000 
Overall  (100.0)  (100.0)

 

註： 

(1) 由二零零九年統計年開始，統計數字是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編製，其數列已作出後向估計至
二零零八年。因此，二零零八年及以後的數字不能直接與較早前的數字相比。 

(2) 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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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個人收入 
 
20‐24 歲 青 年 的 每 月 就 業 收 入 中 位 數 由 2004 年 的   $6,500 低 位 逐 步 上 升 至 2009 年 的  
$7,500。雖然 15‐19 歲青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曾由 2004  年的   $4,500  上升至   2008
年的   $5,500，但在 2009 年時顯著下降至   $5,000。(見表 3.9)   
 
經過自 2005 年起連續四年的增長後，就業收入為   $10,000  或以上的 15‐24 歲青年比例由
2008 年的 21.4%  回落至   2009 年的 21.0%。(見表 3.10)   
 
表  3.9：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就業人士薪酬中位數, 2000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男性 
Male 

15 ‐ 19  6,000  6,000 5,000 5,000 4,700 5,000 5,000 5,500  5,300  5,000

20 ‐ 24  8,000  8,000 7,800 7,000 7,000 7,000 7,000 7,500  8,000  8,000

小計 Sub‐total  8,000  8,000 7,000 7,000 6,500 6,500 7,000 7,000  7,500  7,500

女性 
Female 

15 ‐ 19  6,000  5,500 5,000 4,500 4,000 4,500 5,000 5,000  5,500  5,000

20 ‐ 24  8,000  7,500 7,000 6,300 6,000 6,500 6,500 7,000  7,500  7,500

小計 Sub‐total  7,500  7,000 6,500 6,000 6,000 6,000 6,500 6,800  7,000  7,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6,000  6,000 5,000 4,800 4,500 5,000 5,000 5,000  5,500  5,000

20 ‐ 24  8,000  8,000 7,000 7,000 6,500 6,500 7,000 7,000  7,500  7,500

總計 Total  8,000  7,500 7,000 6,500 6,000 6,500 6,500 7,000  7,300  7,2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35 

圖  3.6︰按年齡劃分的就業人士薪酬中位數, 2000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表  3.10：青年  (1524)從主要從事職業賺取的收入, 20052009 

每月從職業賺取的收入 
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4,000   
82.1    77.7    76.7    69.6    68.1   
(23.2) (22.2) (21.8) (20.8)  (21.7)

$4,000‐$9,999 
228.1    218.8    212.2    193.7    180.1   
(64.4) (62.6) (60.2) (57.8)  (57.4)

≧$10,000  44.2    52.9    63.4    71.9    65.8   
(12.5) (15.1) (18.0) (21.4)  (21.0)

總計  Total 
354.4    349.4    352.3    335.2    314.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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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就業不足 
 
就業不足是指在非自願情況下每星期工作少於三十五小時，以及在統計前七天內可擔任
更多工作或在統計前三十天內正在找尋更多工作。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青年就業不足比率自 1991 年起持續上升，並於 2003 年時到達頂點。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15‐19 歲的青年就業不足比率介乎於   3.1%  及   4.8%  之間，而   20‐24 歲的青年
就業不足比率則介乎於   1.5%  及   2.3%  之間。(見表 3.11) 
 
表  3.11：以性別和年齡劃分的就業不足人數和就業不足率, 1991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0.5    0.8  0.9  1.5  0.8  1.4  0.4  0.8    0.8    1.6 
20 ‐ 24  2.0    1.1  2.7  1.6  2.2  1.3  2.0  1.1    3.0    1.7 

小計 Sub‐total  2.5    1.0  3.6  1.5  3.0  1.3  2.4  1.1    3.7    1.7 

女性 
Female 

15 – 19  *  *  *  *  *  *  *  *  0.5    1.3 
20 – 24  0.6    0.3  0.8  0.5  0.7  0.4  0.5  0.3    0.4    0.2 

小計 Sub‐total  0.8    0.3  1.0  0.4  0.9  0.4  0.5  0.3    0.9    0.4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0.7    0.6  1.0  1.0  0.9  1.0  0.5  0.5    1.2    1.5 
20 ‐ 24  2.6    0.7  3.6  1.0  3.0  0.9  2.4  0.7    3.3    1.0 

總計 Total  3.3    0.7  4.6  1.0  3.9  0.9  2.9  0.7    4.6    1.1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2    2.4  1.1  2.2  1.5  3.2  3.0  6.3    2.2    5.1 
20 ‐ 24  2.8    1.5  1.9  1.0  4.7  2.6  6.7  3.9    6.0    3.6 

小計 Sub‐total  4.0    1.7  3.0  1.3  6.2  2.8  9.7  4.4    8.2    3.9 

女性 
Female 

15 ‐ 19  0.3    0.9  0.5  1.3  1.1  2.6  1.7  4.4    1.6    4.4 
20 ‐ 24  0.5    0.3  0.6  0.3  1.4  0.8  2.5  1.4    2.4    1.3 

小計 Sub‐total  0.9    0.4  1.1  0.5  2.5  1.1  4.2  1.9    4.0    1.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5    1.7  1.6  1.8  2.6  2.9  4.7  5.5    3.7    4.8 
20 ‐ 24  3.3    0.9  2.5  0.7  6.1  1.7  9.2  2.6    8.4    2.4 

總計 Total  4.8    1.1  4.1  0.9  8.7  1.9  13.9  3.1    12.2    2.8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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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2.0    5.1  1.9  4.9  2.7  7.2  2.0  5.5    1.8    5.2 
20 ‐ 24  5.0    3.1  6.0  3.8  7.2  4.6  6.6  4.1    4.8    3.1 

小計 Sub‐total  7.0    3.5  8.0  4.1  9.9  5.1  8.6  4.4    6.6    3.4 

女性 
Female 

15 ‐ 19  1.3    4.0  1.6  4.8  1.9  5.8  1.4  4.5    1.2    4.2 
20 ‐ 24  1.7    0.9  2.7  1.6  3.9  2.3  3.4  1.9    2.4    1.4 

小計 Sub‐total  3.0    1.4  4.4  2.2  5.7  2.9  4.8  2.3    3.6    1.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3.3    4.6  3.6  4.8  4.6  6.6  3.4  5.0    3.0    4.8 
20 ‐ 24  6.7    2.0  8.8  2.7  11.0  3.4  10.0  3.0    7.2    2.2 

總計 Total  10.0    2.5  12.3  3.1  15.6  4.0  13.4  3.3    10.2    2.6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數字
No. 

比率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6    5.1  1.2  3.6  1.3  4.3  1.3  4.4   
20 ‐ 24  4.5    2.9  3.2  2.2  2.9  2.1  4.0  2.8   

小計 Sub‐total 6.2    3.3  4.4  2.4  4.2  2.4  5.3  3.0   

女性 
Female 

15 ‐ 19  0.9    3.3  0.8  2.6  0.6  2.1  1.1  4.3   
20 ‐ 24  2.2    1.3  2.2  1.2  1.8  1.1  3.1  1.9   

小計 Sub‐total 3.1    1.5  2.9  1.4  2.4  1.2  4.1  2.2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2.6    4.3  2.0  3.1  1.8  3.3  2.3  4.4   
20 ‐ 24  6.7    2.0  5.4  1.7  4.8  1.5  7.1  2.3   

總計 Total  9.3    2.4  7.4  1.9  6.6  1.8  9.4  2.6   
 

註： 
(1)  *由於觀察數目小，導致抽樣誤差甚大，數字不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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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以年齡劃分的就業不足率, 2001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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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部分時間工作 
 
從事部分時間工作的 15‐19 歲青年佔其年齡組別所有僱員的百分比由 1999 年的 7.5%  上升
至 2009 年的 20.3%，而 20‐29 歲青年的百分比則逐步由 1999 年的 2.6%  上升至 2005 年
的 4.1%，但隨後下降至 2009 年的 3.4%。(見表 3.12)   
 
表  3.12:  從事部分時間工作青年的比率(1), 1999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999  2000  2002  2003  2005  2009 

15 – 19  7.5 6.3 14.3 14.6 17.9  20.3

20 – 29  2.6 2.2 2.8 4.1 4.1  3.4

總人口 Total Population  4.1 4.3 4.7 5.2 5.2  5.1
: 
註： 
(1) 在個別年齡及性別分組內佔所有僱員的百分比。以2009年所有十五至十九歲的僱員為例，20.3%為從事

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專題報告書》第 24, 27, 33, 37, 43, 52 號  (199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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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失業狀況 
 

3.3.1  失業率 
 
由 1997 至 2003 年期間，青年失業率由 5.0%急劇飆升至 14.8%。自 2004 年開始，青年失
業率隨青年勞動人口參與率持續下降而跌至 2008 年的 8.5%，但於 2009 年回升。在 1996
至 2009 年期間，15‐19 歲青年失業率相對地顯著高於較年長的 20‐24 歲青年。(見表 3.13)   
 
表  3.13：以性別和年齡劃分的失業人數、失業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 19962009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1996  1997  1998  1999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6.2  12.6  22.0  4.6  9.4  21.2  9.7  20.5  20.0  13.2  27.6  20.2 

20 – 24  10.7  6.0  78.5  8.3  4.6  77.8  17.0  9.6  77.8  21.2  12.3  76.5 

小計 Sub‐total  16.9  7.4  50.6  12.9  5.6  49.5  26.7  11.9  48.4  34.4  15.6  47.7 

女性 
Female 

15 – 19  4.9  12.3  18.5  4.2  10.9  17.0  8.5  20.3  18.2  9.7  25.8  16.6 

20 ‐ 24  6.8  3.8  77.6  5.6  3.1  76.5  11.4  6.3  75.9  14.4  7.8  76.1 

小計 Sub‐total  11.7  5.3  49.3  9.8  4.4  47.6  19.9  8.9  47.7  24.1  10.9  47.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1.1  12.5  20.3  8.8  10.0  19.1  18.2  20.4  19.1  22.9  26.8  18.5 

20 ‐ 24  17.5  4.9  78.1  13.9  3.8  77.2  28.4  7.9  76.8  35.6  10.0  76.3 

總計 Total  28.6  6.4  49.9  22.7  5.0  48.5  46.6  10.4  48.0  58.5  13.3  47.5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0  2001  2002  2003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0.1  23.9  18.0  9.9  25.4  17.1  13.6  34.2  17.7  12.3  32.7  17.2 

20 ‐ 24  15.1  9.0  75.8  17.0  10.6  72.1  22.0  14.0  70.9  23.7  15.0  71.7 

小計 Sub‐total  25.3  11.9  46.1  26.8  13.5  44.3  35.5  18.1  44.1  36.0  18.4  44.6 

女性 
Female 

15 ‐ 19  8.2  23.4  15.7  7.1  21.4  15.5  9.0  26.5  16.1  8.7  27.3  15.2 

20 ‐ 24  12.2  6.7  74.6  12.0  6.9  72.3  14.7  8.7  72.8  13.7  8.2  72.9 

小計 Sub‐total  20.4  9.4  46.4  19.1  9.2  45.6  23.7  11.7  45.6  22.4  11.3  45.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8.3  23.7  16.9  17.0  23.5  16.3  22.6  30.6  16.9  21.0  30.2  16.2 

20 ‐ 24  27.4  7.8  75.2  29.0  8.7  72.2  36.6  11.3  71.9  37.4  11.5  72.3 

總計 Total  45.7  10.7  46.3  46.0  11.3  44.9  59.3  14.9  44.9  58.4  14.8  44.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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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4  2005  2006  2007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000)  %  ('000) %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10.5  29.0  16.5  8.4  24.2  15.8  7.9  24.8  14.3  7.0  20.8  14.8 

20 ‐ 24  19.3  12.1  71.0  17.8  11.3  69.5  16.1  10.4  69.0  13.1  8.8  67.6 

小計 Sub‐total  29.8  15.2  44.0  26.1  13.7  43.0  24.0  12.8  41.8  20.0  11.0  40.9 

女性 
Female 

15 ‐ 19  7.1  22.6  14.7  5.4  19.0  13.3  5.2  18.6  13.1  5.5  18.8  13.5 

20 ‐ 24  11.2  6.4  72.8  10.8  6.1  72.6  11.2  6.4  71.1  9.2  5.2  71.7 

小計 Sub‐total  18.3  8.9  45.4  16.2  7.9  44.9  16.4  8.1  44.1  14.7  7.2  44.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17.7  26.0  15.6  13.8  21.9  14.5  13.1  21.9  13.7  12.5  19.9  14.2 

20 ‐ 24  30.5  9.1  71.9  28.6  8.6  71.2  27.3  8.3  70.1  22.3  6.9  69.8 

總計 Total  48.1  12.0  44.7  42.3  10.7  44.0  40.4  10.4  43.0  34.7  9.0  42.7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8  2009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數目
No. 

比率
Rate

勞動
人口

參與率
Labour 
Partici‐
pation 
Rate

           

('000)  %  ('000) % 
           

男性 
Male 

15 ‐ 19  5.4  18.4  13.0  6.9  24.1  12.6 

20 ‐ 24  12.5  8.8  65.8  19.6  13.5  64.8 

小計 Sub‐total  18.0  10.4  38.8  26.5  15.2  38.6 
女性 
Female 

15 ‐ 19  3.7  13.9  12.4  4.8  19.5  11.4 

20 ‐ 24  9.6  5.7  69.5  14.1  8.8  66.2 

小計 Sub‐total  13.3  6.9  42.5  18.9  10.2  40.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9.2  16.2  12.7  11.7  22.0  12.0 

20 ‐ 24  22.1  7.1  67.7  33.7  11.0  65.5 

總計 Total  31.3  8.5  40.7  45.4  12.6  39.6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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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年齡介乎 1524 歲青年失業率及勞動人口參與率, 1996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15‐19 歲及 20‐24 歲男性青年對比女性青年的失業率於 1991 至 2009 年間持續上升，分別
由 1.15:1  升至   1.24:1  以及由 1.27:1  升至 1.53:1。當中以 20‐24 歲的年齡組別，以及在
2003 至 2005 年經濟衰退期間，男性的失業率相比女性明顯較高。(見表 3.14)   
 
表  3.14：男性青年對比女性青年的失業率, 1991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5 ‐ 19  1.15:1  1.03:1  1.13:1 1.07:1 0.98:1 1.02:1 0.86:1 1.01:1  1.07:1  1.02:1

20 ‐ 24  1.27:1  1.28:1  1.09:1 1.50:1 1.45:1 1.58:1 1.48:1 1.52:1  1.58:1  1.34:1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5 ‐ 19  1.19:1  1.29:1  1.20:1 1.28:1 1.27:1 1.33:1 1.11:1 1.32:1  1.24:1   

20 ‐ 24  1.54:1  1.61:1  1.83:1 1.89:1 1.85:1 1.63:1 1.69:1 1.54:1  1.53:1   

 
資料來源︰ 
根據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失業率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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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失業前從事的行業   
 
失業前從事的行業的統計是根據 2008 及 2009 年香港標準行業分類 2.0 版而分類，而 1996
至 2007 年的數據則是根據較早版本而分類。因此，2008 年或以後的數字並不可與 2007
年或以前的數字作直接比較。在 2009 年，失業青少年於失業前任職的行業有較高比例的為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27.8%)，其次為「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9.7%)  、「進
出口貿易及批發」  (8.8%)  和「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8.4%)，而三分之
一   (33.5%)  則為從未有工作或屬再次投入勞工市場。類似的數據亦出現於 2008 年的統計
當中。(見表 3.15) 
 
表  3.15：按失業前從事行業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失業人士的每千人計數目, 19962009 
 
  (甲)  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1.1  版」編製 

行業 
Industry 

年份  Year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  (%)  (%)  (%)  (%)  (%)  (%)  (%)  (%)  (%)  (%)  (%)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2.4    1.7    2.9    2.8  1.8  1.9  1.9  2.3  1.4  1.5    1.2    0.9 
  (8.4)  (7.5)  (6.2)  (4.8) (3.9) (4.1) (3.2) (3.9) (2.9) (3.5)  (3.0)  (2.6)

建造業 Construction 

  2.0    2.1    5.1    6.8  4.8  4.5  6.4  6.2  4.0  3.3    2.3    1.5 
  (7.0)  (9.3)  (10.9)  (11.6) (10.5) (9.8) (10.8) (10.6) (8.3) (7.8)  (5.7)  (4.3)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 Wholesale, retail and import/export trade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9.5    7.5    15.2    18.3  15.5  15.8  20.5  20.0  16.2  14.4    13.5    11.4 
  (33.2)  (33.0)  (32.6)  (31.3) (33.9) (34.3) (34.6) (34.2) (33.7) (34.0)  (33.4)  (32.9)

運輪、倉庫及通訊業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s 

  2.1    1.9    3.2    4.2  3.5  3.8  3.9  4.2  3.3  3.2    3.3    2.5 
  (7.3)  (8.4)  (6.9)  (7.2) (7.7) (8.3) (6.6) (7.2) (6.9) (7.6)  (8.2)  (7.2)

金融、保險、地產、商用服務業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1.4    1.5    3.0    2.7  2.2  2.7  3.7  3.1  2.6  2.2    2.2    1.8 
  (4.9)  (6.6)  (6.4)  (4.6) (4.8) (5.9) (6.2) (5.3) (5.4) (5.2)  (5.4)  (5.2)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2.9    1.9    3.8    5.0  3.7  4.7  6.8  7.1  5.8  4.4    4.5    3.9 
  (10.1)  (8.4)  (8.2)  (8.5) (8.1) (10.2) (11.5) (12.2) (12.1) (10.4)  (11.1)  (11.2)

其他  Others 

  *  *  *  *  *  *  *  *  *  ‐  *  * 
              

重新加入勞動人口的失業人士 Unemployed without previous job/re‐entrants 

  8.2    6.0    13.3    18.6  14.1  12.5  16.1  15.5  14.6  13.3    13.3    12.7 
  (28.7)  (26.4)  (28.5)  (31.8) (30.9) (27.2) (27.2) (26.5) (30.4) (31.4)  (32.9)  (36.6)

總計  Overall 

  28.6    22.7    46.6    58.5  45.7  46.0  59.3  58.4  48.1  42.3    40.4    34.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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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編製 

行業  Industry 

年份  Year 

2008  2009 

數目  No.  數目 No. 

(%)  (%) 

製造業  0.8    0.6   
Manufacturing    (2.6)  (1.3)

建造業  1.1    1.6   

Construction    (3.5)  (3.5)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2.2    4.0   
Import/export trade and wholesale    (7.0)  (8.8)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  8.4    12.6   
Retail, accommodation and food services  (26.8)  (27.8)

運輪、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  2.4    3.1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ostal and courier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7.7)  (6.8)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  2.2    3.8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7.0)  (8.4)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3.1    4.4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9.9)  (9.7)

其他  *  * 

Others      

重新加入勞動人口的失業人士  11.1    15.2   
Unemployed without previous job/re‐entrants (35.5)  (33.5)

總計  31.3    45.4   
Overall  (100.0)  (100.0)
 

註： 

(1) 由二零零九年統計年開始，統計數字是按「香港標準行業分類 2.0  版」編製，其數列已作出後向估計至
二零零八年。因此，二零零八年及以後的數字不能直接與較早前的數字相比。 

(2)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3) *  由於觀察數目小，導致抽樣誤差甚大，數字不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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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失業青年的教育程度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的 青 年 的 失 業 率 較 容 易 隨 著 經 濟 狀 況 而 轉 變 。 教 育 程 度 為 初 中 或 以 下 的
15‐24 歲青年的失業率由 2005 年的 16.2%下降至 2008 年的 10.1%，但於金融海嘯後的
2009 年上升至 16.5%。而相反地，擁有大專學位教育程度的青年失業率於 2005 至 2008
年期間維持在大約 7.3%，而在 2009 年亦只相對地小幅上升至 9.9%。(見表 3.16)   
 
表 3.16：按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失業率(1524), 20052009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年份  Year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  (%)  (%)  (%) 

初中或以下  Lower secondary and below    16.2  14.4  11.6    10.1    16.5 

高中/  中六  Upper secondary/ Sixth form  11.1  10.8  9.6    8.9    13.5 

大專：非學位  Post‐secondary : non‐degree    8.2  9.5  7.1    7.9    11.4 

大專：學位  Post‐secondary : degree    7.4  7.3  7.3    7.3    9.9 

總計  Overall  10.7  10.4  9.0    8.5    12.6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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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按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失業率(1524), 2005200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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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內地工作情況 
 

3.4.1  在內地工作的青年數目 
 
政府統計處曾就在內地工作的居港人士 3進行調查。調查發現於20‐29歲的居港人口中，曾
於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數目由2005年的31,600人下降至   2009年的   18,500人。20‐29
歲於中國內地工作的居港青年百分比則由   2005年的   4.5%  下降至2009年的   2.5%。(見表
3.17)   
 
表  3.17:  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年齡介乎 1529 歲的香港居民, 20052009 

年份  /  年齡組別 
Year / Age Group 

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ad worked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全港就業人口 
Total employed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百分比 
%   

比率(1) 
Rate 

百分比 
% 

2005  15‐19  0.2(4)  0.1  0.4  1.6 
   20‐29  31.6 13.3 4.5 21.2

2008  15‐19  n.a.  n.a.  n.a.  1.5 
   20‐29  24.2 11.1 3.2 21.2

2009  15‐19  n.a.  n.a.  n.a.  1.3 
   20‐29  18.5 9.4 2.5 20.7

 
註： 
(1) 在統計前十二個月期間個別年齡/性別組別內的平均總就業人數中所佔的百分比。以統計前十二個月

期間平均所有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就業人士為例，2.5%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在中國內地工作。 
(2) 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乃指屬於居港人口而於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不論在該十二

個月期間往內地工作的次數及每次逗留的期間)的人士。但若只到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及/或
出席貿易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則不被視作「在內地工作」。此外，來往中港兩地的從事運輸
業的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不包括在內。 

(3) 「居港人口」包括「常住居民」和「流動居民」。「常住居民」包括兩類人士：(一)在統計時點之
前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三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三個月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不論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及(二)在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
民。至於「流動居民」，是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又
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六個月內，在港逗留最少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不論在統計
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 

(4) 估計只基於少數的觀察所得，故須謹慎闡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專題報告書系列》第 42, 49, 53 號  (2005‐2010)。 

 

                                                 
3 如在統計前的六個月內在香港逗留少於一個月，及在統計後的六個月內在香港逗留少於一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不論他
們在統計時是否身在香港，亦不會包括在是項專題訪問的蓋範圍，因他們並不屬於居港人口內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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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到內地工作的意願 
 
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10 年的調查，超過六成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接受或非常接受
在內地就業。(見表 3.18) 
 

表  3.18：不同年齡人士對在內地就業的態度,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基準”"Baseline"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接受  /  非常接受 
Accept / Strongly accept 

61.3  62.9  57.6  60.4 

不接受  /  非常不接受 
Reject / Strongly reject 

34.7  31.3  37.0  34.4 

不關心有關事情 
Indifferent 

4.0  5.8  5.4  5.2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5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6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職青年考慮北上就業的意願較在學青
年低，而教育程度越低的青年考慮北上就業的意願越低。在職青年中只有 24.6%稱當他們
求職時會考慮北上就業，而在學的高中生則有 33.4%。表示會考慮北上就業的持初中學歷
在職及在學青年的百分比分別為 20.0%及 21.1%，而表示會考慮北上就業的持大學學歷在
職及在學青年的百分比分別為 29.2%和 46.6%。(見表 3.19‐3.20) 
 

表  3.19：以教育程度劃分的在職青年(1524)考慮北上就業情況, 2006 

   整體 
All Levels 

持初中學歷 
Lower Secondary

持高中學歷 
Upper Secondary 

持大學學歷 
Tertiary 

   樣本數目(n)=130 樣本數目(n)=13 樣本數目(n)=65  樣本數目(n)=24

會  (一定會/多數會) 
Yes (Definitely / Very Likely) 

24.6%  20.0%  23.1%  29.2% 

不會  (一定不會/多數不會) 
No (Definitely Not / Very Unlikely) 

73.1%  80.0%  72.3%  70.8% 

「唔知道/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3%  ..  4.6%  ..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如何過渡？從學校走向工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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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以教育程度劃分的在學青年(1524)考慮北上就業情況, 2006 

  
整體 

All Students 
初中 

Lower Secondary
高中 

Upper Secondary 
大學 

Tertiary 

   樣本數目(n)=607 樣本數目(n)=114 樣本數目(n)=268  樣本數目(n)=43

會  (一定會/多數會) 
Yes (Definitely / Very Likely) 

33.4%  21.1%  31.7%  46.6% 

不會  (一定不會/多數不會) 
No (Definitely Not / Very Unlikely) 

61.9%  72.9%  63.8%  51.1% 

「唔知道/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4.6%  6.1%  4.5%  2.3%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如何過渡？從學校走向工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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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民及社會參與 
所有通常在香港居住而年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均合乎資格登記成為立法會及區議會
選舉分區直選的選民。在 2010 年，超過 340 萬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記成為選民。此外，近
年來政府和企業都推出了不少宣傳活動，希望促進志願者參與社區服務。在過去五年中，
青年志願者的登記數字大幅增加。這一章將會分析和探討青少年在選舉中的參與、志願服
務、公民參與、社區參與和捐贈的情況。  
 

4.1  選舉參與 
 

4.1.1  登記選民數目 

 
18‐25 歲已登記成為選民的青年由 2005 年佔該年齡組別人口的 39.9%下降至 2006 年的
34.0%。然而，這比例於 2007 年的區議會選舉年回升至 35.5%，並於 2008 年立法會選舉
年持續上升至 40.2%，但登記人數比例在 2009 年時並無明顯改變。相比其他選區，在新界
東的 18‐25 歲人口中，通常有較多的登記選民，而九龍西則較少。(見表 4.1‐4.2) 
 

表  4.1：年齡介乎 1825 歲地方選區直選登記選民總數目及百分比, 20052009 

年份 
Year 

人數 
Number 

佔 18‐25 歲人口的比例 
Proportion in the 18‐25   

years population 
(%) 

每年增長率   
Annual growth rate 

2005  292,718  (39.9)  .. 

2006  251,470  (34.0)  ‐14.1% 

2007  264,407  (35.5)  5.1% 

2008  296,891  (40.2)  12.3% 

2009  297,111  (40.1)  0.1% 

 
資料來源︰ 
選舉事務處。人口統計數字由政府統計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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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年齡介乎 1825 歲地方選區直選登記選民百分比, 20052009 

 

資料來源︰ 
選舉事務處，百分比由編者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人口數字自行計算。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全部選區
All
港島區
HK Island
九龍西
Kowloon West
九龍東
Kowloon East 
新界西
NT West
新界東
NT East

年份 Year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52 

表  4.2：按立法會選區劃分的年齡介乎 1825 歲登記選民數目及百分比, 20052009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Areas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人數 
Number  (%)

人數 
Number (%)

人數 
Number (%)

人數 
Number (%) 

人數 
Number (%)

港島區 
HK Island 

47,820 (40.6) 40,437 (34.5) 40,725 (33.2) 46,303 (38.2)  44,524 (36.6)

中西區 Central & Western  8,007 (34.4) 6,831 (31.6) 7,015 (27.0) 7,781 (31.5)  7,326 (30.0)

灣仔 Wan Chai  3,778 (30.5) 3,087 (28.3) 3,058 (25.5) 3,474 (25.5)  3,308 (23.8)

東區 Eastern  24,090 (43.4) 20,322 (36.4) 20,473 (36.0) 23,541 (42.6)  22,924 (41.7)

南區 Southern  11,945 (44.7) 10,197 (35.3) 10,179 (36.4) 11,507 (41.7)  10,966 (38.6)

九龍西 
Kowloon West 

32,025 (31.8) 27,480 (27.3) 28,502 (28.5) 31,865 (32.4)  31,095 (31.4)

油尖旺 Yau Tsim Mong  8,038 (29.2) 6,713 (24.8) 6,861 (26.5) 7,585 (27.5)  7,413 (27.9)

深水埗 Sham Shui Po  12,514 (35.3) 11,012 (28.5) 11,415 (28.0) 12,920 (34.6)  12,619 (33.6)

九龍城 Kowloon City  11,473 (30.4) 9,755 (28.0) 10,226 (30.7) 11,360 (34.1)  11,063 (31.7)

九龍東 
Kowloon East   

43,776 (42.3) 37,309 (35.7) 39,384 (38.6) 44,315 (43.5)  44,952 (43.3)

黃大仙 Wong Tai Sin  18,533 (42.4) 15,690 (36.1) 16,768 (39.1) 19,032 (42.4)  19,277 (42.8)

觀塘 Kwun Tong  25,243 (42.2) 21,619 (35.4) 22,616 (38.3) 25,283 (44.4)  25,675 (43.7)

新界西 
NT West 

86,709 (39.8) 74,783 (34.1) 79,836 (36.2) 88,489 (39.9)  89,957 (40.5)

荃灣 Tsuen Wan  9,643 (36.3) 8,221 (30.4) 8,810 (32.0) 9,904 (38.5)  9,749 (37.5)

屯門 Tuen Mun  26,892 (41.7) 22,675 (37.9) 23,104 (38.7) 24,962 (41.1)  25,113 (42.1)

元朗 Yuen Long  23,287 (40.3) 20,751 (34.1) 23,292 (38.1) 25,912 (40.6)  27,656 (43.4)

葵青 Kwai Tsing  22,913 (38.8) 19,628 (34.0) 20,613 (34.9) 22,963 (39.8)  22,603 (38.6)

離島 Islands  3,974 (39.3) 3,508 (25.8) 4,017 (30.2) 4,748 (34.4)  4,836 (34.1)

新界東 
NT East 

82,388 (42.8) 71,461 (35.9) 75,960 (38.2) 85,919 (43.8)  86,583 (44.7)

北區 North  16,002 (45.1) 14,111 (39.9) 15,600 (40.5) 17,942 (45.9)  18,209 (47.8)

大埔 Tai Po  18,090 (44.8) 15,639 (38.6) 16,711 (41.7) 18,595 (46.8)  18,454 (47.7)

沙田 Sha Tin  32,408 (44.2) 27,502 (35.2) 27,696 (37.5) 30,660 (43.2)  30,704 (43.7)

西貢 Sai Kung  15,888 (36.6) 14,209 (31.4) 15,953 (34.4) 18,722 (40.5)  19,216 (41.1)

 
資料來源︰ 
選舉事務處，百分比由編者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人口數字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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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選舉投票率 
 
在立法會選舉方面，2008 年的 18‐25 歲青年投票率為 45.1%，相比 2004 年的 52.9%低，
但此投票率仍高於 2000 年的 38.4%。雖然在 1998 至 2010 年青年於立法會分區直選的投
票率通常不會高於整體人口投票率，但在 2010 年立法會分區直選補選中，青年人的投票率
則明顯地高於總體人口投票率。(見表 4.3) 
 
表  4.3：以性別和年齡劃分的立法會分區直選投票率, 19982010 

性別  /  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1998  2000  2000  2004  2007  2008  2010 

立法會 
選舉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立法會 
選舉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立法會 
補舉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

立法會 
選舉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立法會 
補舉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

立法會 
選舉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立法會 
補舉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

18‐20  女性 Female  65.4%  45.9%  28.0%  61.1%  80.6%  53.9%  22.9% 

   男性 Male  61.6%  44.0%  27.9%  60.5%  70.5%  52.3%  26.9% 

   小計 Sub‐total  63.5%  45.0%  28.0%  60.8%  75.7%  53.1%  24.9% 

        

21‐25  女性 Female  47.8%  36.1%  23.3%  49.8%  49.5%  40.1%  19.1% 

   男性 Male  45.3%  34.3%  23.9%  49.5%  47.7%  41.7%  25.0% 

   小計 Sub‐total  46.5%  35.1%  23.6%  49.7%  48.6%  40.9%  22.0% 

        

18‐25  女性 Female  52.7%  39.4%  24.8%  53.2%  56.7%  44.9%  20.5% 

   男性 Male  49.7%  37.4%  25.2%  52.7%  53.0%  45.3%  25.7% 

   總計 Total  51.2%  38.4%  25.0%  52.9%  54.8%  45.1%  23.1% 
        
總人口投票率 
Turnout Rate of total 
population  

53.3%  43.6%  33.3%  55.6%  52.1%  45.2%  17.2% 

 
資料來源︰ 
根據選舉事務處提供的數字及選舉事務處刊登於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1年、
2005‐2010年版的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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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825 歲青年立法會分區直選投票率, 19982010 

 
 
資料來源︰ 
根據選舉事務處提供的數字及選舉事務處刊登於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1年、
2005‐2010年版的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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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歲青年於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由 1999 年的 22.3%  上升至 2007 年的 54.8%。雖然青
年投票率於 1999 年及 2003 年時低於總投票率，但該投票率於 2007 年時卻稍高於總投票
率。比較不同年齡組別於 1999 至 2007 年期間三個區議會選舉中的投票率，18‐20 歲的青
年投票率皆比 21‐25 歲的青年投票率高。(見表 4.4) 
 
表  4.4：以性別和年齡劃分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 19982010 

性別  /  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1999  2003  2007 

區議會選舉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區議會選舉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區議會選舉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18‐20  女性 Female  28.5%  44.9%  70.5% 

   男性 Male  27.6%  43.9%  80.6% 

   小計 Sub‐total  28.1%  44.4%  75.7% 

      

21‐25  女性 Female  20.4%  28.1%  47.7% 

   男性 Male  19.6%  27.9%  49.5% 

   小計 Sub‐total  20.0%  28.0%  48.6% 

      

18‐25  女性 Female  22.8%  32.0%  53.0% 

   男性 Male  21.9%  31.5%  56.7% 

   總計 Total  22.3%  31.8%  54.8% 

    

總人口投票率 
Turnout Rate of total 
population  

28.8%  35.9%  52.1% 

 
資料來源︰ 
根據選舉事務處刊登於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1年、2005‐2010年版的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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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825 歲青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 19982010 

 

 
資料來源︰ 
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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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1998 至 2008 年期間的一系列於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進行前的調查，
18‐34 歲的已登記的青年選民參與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意欲有上升趨勢。然而，相
若年齡組別選民(18‐35 歲)實際的選舉投票率比在調查中回答「一定會/多數會投票」的受
訪者比率低很多，反映已登記的青年選民雖然普遍認同他們有責任投票，但是否真正出來
投票卻會受其他因素影響。(見表 4.5) 
   

表  4.5︰青年(1834)參與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意欲, 19982008 

 
1998  2000  2003  2004  2008 

一定會  /  多數會  Definitely will / Probably will  67.5% 70.8% 75.6%  89.3%  87.6%

多數不會  /  一定不會  Not likely / Definitely will not  20.1% 12.6% 10.8%  6.6%  9.6%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12.3% 16.6% 13.7%  4.3%  2.8% 

合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回答人數  No. of respondents  274  471  296  383  200 

1835 歲於區議會  /  立法會實際投票率 
Turnout rate in District /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49.2% 38.3% 29.2%  51.6%  39.8%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只供是登記選民的受訪者作答。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對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期望》(1998)，《香港青年對立法會選舉
的參與形態研究》(2000)，《青年對特區政府第二屆區議會議員的期望》(2003)，《青年眼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三屆立法會選舉》(2004)，《青年希望選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2008)；實際投票率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
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1年及2010年版數字，由編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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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青年人投票的原因，根據上述的調查顯示，較多是為了「盡公民責任」、「想改善政
府的施政   /  藉此改善政府施政」、「支持自己喜歡的候選人   /  有支持的候選人」、「表
達自己聲音   /  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和「想發揮影響力」等。(見表 4.6) 
 

表  4.6︰青年人(1834)投票的主要原因, 20042008 

   2004  2008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盡公民責任」 
To fulfill my civic duties 

140  40.8%  76  43.6% 

「想改善政府嘅施政  /  藉此改善政府嘅施政」 
To improve government policies 

27  8.0%  23  13.0% 

「支持自己喜歡嘅候選人  /  有支持嘅候選人」 
To support my preferred candidate 

41  12.1%  20  11.4% 

「表達自己聲音  /  意見」 
To express my views 

22  6.5%  14  8.2% 

「行使公民權利」 
To exercise my civic rights 

42  12.3%  13  7.2% 

「想發揮影響力」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results 

32  9.4%  8  4.6% 

「想平衡不同力量  /  想平衡不同團體的影響力」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4  1.2%  3  1.9% 

「體驗投票」 
For the experience of voting 

8  2.2%  3  1.5% 

「推動民主進程」 
For the sake of democracy 

11  3.2%  2  1.3% 

「人選我又選」 
Because others do 

1  0.3%  1  0.6% 

「人哋鼓勵我投票」 
Because I was encouraged to do so 

1  0.4%  0  0.2% 

「唔想自己不喜歡嘅人贏」 
Do not want other candidate to win 

3  0.7%  ‐  ‐ 

「其他」 
Others 

2  0.6%  7  3.9%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8  2.3%  4  2.6% 

合計 
Total 

342  100.0%  173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只供於表 4.5 表示會去投票者作答。 
(3) 選項不被讀出，只限選一項答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眼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  (2004)，《青年希望選
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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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青年不去投票的原因，較多是因為「無時間」、「無興趣   /  唔關心」、「無合適的候
選人」和「不滿意立法會議員」等。（見表 4.7）  
 

表  4.7︰青年人(1834)不會去投票的主要原因, 20042008 

   2004  2008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無時間」 
No time 

6  24.2%  5  26.2% 

「無興趣  /  唔關心」 
Not interested 

1  2.5%  4  20.3% 

「無合適嘅候選人」 
No suitable candidate 

8  34.6%  4  18.5% 

「唔滿意立法會議員」 
Not satisfied with the existing councilors

2  8.9%  2  10.4% 

「對選舉唔認識」 
Know little about the elections 

  ‐      ‐    1  7.4% 

「對候選人唔認識」 
Know little about the candidates 

3  12.8%    ‐      ‐   

「立法會冇作為」 
The council has no power 

  ‐      ‐    1  5.2% 

「自己嘅一票無影響力」 
One vot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1  5.5%    ‐      ‐   

「唔滿意政府」 
Not satisfied with the Government 

  ‐      ‐    1  6.0% 

「其他」 
Others 

2  8.9%    ‐      ‐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1  2.5%  1  6.0% 

合計 
Total 

24  100.0%  19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只供於表 4.5 表示不會去投票者作答。 
(3) 選項不被讀出，只限選一項答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眼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  (2004)，《青年希望選
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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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義工服務 
 

由社會福利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多間非政府機構聯合推行的義工運動中，13‐25 歲的
義工登記數目由 2005 年的 240,278 人(佔相關人口的 20.5%)  顯著地增加至 2009 年的
387,227 人(佔相關人口的 33.3%)。(見表 4.8)   
 
表  4.8:  義工運動的青年(1325)義務工作者登記數目, 20052009 

年齡組別 
Age Group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3‐ 25  240,278  270,890  299,430  352,808  387,227 

  (20.5)  (23.0) (25.4) (30.0)  (33.3)
 
註：   
(1) 表中顯示的是年底的統計數字。 
(2) 括號中的數字是已登記的義務青年工作者佔相關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百分比由編者根據政府統計處年中人口統計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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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2004/05 年間的另一項調查，有 48%  的 15‐24 歲青年曾參與義務
工作。有參與義工服務的青年中，大部分(68.8%)在過去   12  個月內參與義務工作的次數不
多於 12 次。當中，多數(71.0%)參與義務工作的青年參與時數在 50 小時或以下。而該研究
於 2008 年的追蹤研究顯示，表示曾經參與義工服務，但在過去一年沒有參與義務工作的比
例較 2004/05 年的調查明顯上升，顯示青年人對參與義工服務的投入程度可能隨年齡增長
而減少。（見表 4.9）  
 

表  4.9:  青年參與義工服務的頻密程度及參與時數, 2004/05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曾參與義務工作的受訪者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he respon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volunteer work 

有 
Yes 

48%  47.0% 
(55.6%) 

沒有 
No 

52%  53.0% 
(n.a.) 

按過去  12  個月內參與義務工作的次數劃分曾參與義務工作的受訪者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he respon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volunteer work by number of times working as 
volunteers in the past 12 months 

不多於  12  次 
12 times or less 

68.8%  55.8% 
(70.3%) 

13  至  24  次 
13 ‐ 24 times 

3.1%  2.0% 
(2.7%) 

25  至  36  次 
25 ‐ 36 times 

1.1%  0.6% 
(1.2%) 

37  至  48  次 
37 ‐ 48 times 

0.4%  0.6% 
(0.7%) 

不少於  49  次 
49 times or above 

0.5%  1.2% 
(0.0%) 

過去一年沒有參與義務工作 
Did not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work in the past year

6.6%  34.3% 
(6.0%) 

沒有意見 
No comment 

19.6%  5.5% 
(19.1%) 

按過去  12  個月內參與義務工作參與時數劃分曾參與義務工作的受訪者的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he  respondent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volunteer  work  by  number  of  times  working  as 
volunteers in the past 12 months 
201 小時或以上 
201 hours or above 

0.4%  0.6% 
(0.3%) 

151  至  200 小時 
151‐ 200 hours   

0.8%  0.8% 
(0.7%) 

101  至  150 小時 
101‐ 150 hours   

0.9%  0.8% 
(0.7%) 

51  至  100 小時 
51‐ 100 hours   

4.3%  1.6% 
(4.1%) 

50 小時或以下 
50 hours or below 

71.0%  55.8% 
(68.9%) 

過去一年沒有參與義務工作 
Did not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work in the past year

0.0%  34.3% 
(6.0%) 

沒有意見 
No comment 

22.6%  6.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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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在基準研究中

的回應。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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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民參與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2004/05 年間的基準調查顯示，較多 15‐24 歲青年參與的組織為「教
會/宗教組織」  (17.3%)，其次為「家長會   /  校友會   /  校董會   /  其他教育組織」  (9.3%)
和「制服團體」  (9.1%)。而參與「政黨」  (1.1%)、「互委會   /  街坊會   /  業主立案法團」
(2.1%)、「工會   /  商會」  (2.2%)和「壓力團體   /  其他關注組織」  (2.7%)等則相對較少。
而根據該調查於 2008 年的追蹤研究顯示，當這些青年人年紀漸長後，只有參與「工會   /  商
會」的比例有較高的增長，而參與其他組織的百分比皆減少或沒有顯著變化。(見表 4.10) 
 
表  4.10：青年人參與不同組織的百分比, 2004/05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互委會  /  街坊會  /  業主立案法團 
Mutual aid committees, Kai Fong associations & owners' corporations 

2.1% 1.5%
(1.6%) 

工會  /  商會 
Labor unions, trade associations 

2.2% 2.6%
(1.5%) 

專業團體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3.0% 2.8%
(2.7%) 

教會  /  宗教組織 
Church /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17.3% 15.1%
(18.0%) 

家長會  /  校友會  /  校董會  /  其他教育組織 
PTA, alumni, school boards & other educational groups 

9.3% 9.7%
(10.2%) 

文康組織  /  聯誼會  /  同鄉會 
Cultural / recre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thnic associations 

4.9% 3.1%
(5.9%) 

社會服務組織 
Social services groups 

7.5% 5.3%
(7.9%) 

制服團體 
Uniformed groups 

9.1% 5.6%
(10.9%) 

壓力團體  /  其他關注組織 
Pressure groups / other interest groups 

2.7% 2.3%
(3.5%) 

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1.1% 1.0%
(0.9%) 

 
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 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在基準研究

中的回應。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64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2004/05 年間的同一項調查顯示，約 16%的 15‐24 歲的青年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而曾參與這些活動的青年中，94%在過去
的 12 個月曾參與 1 至 3 次。另一方面，2008 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在過去 12 個月曾參與簽
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 4 次或以上的青年百分比有所增加。這反映當這些曾參與簽名
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活動的青年年紀稍長後，他們參與這些公民活動的投入程度亦隨
之增加。(見表 4.11) 
 

表  4.11：青年人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的次數, 2004/05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否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 
Whether had participated in signature campaigns, rallies,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in the past 12 months 

有 
Yes 

16%  12.8% 
(15.3%) 

沒有 
No 

84%  87.2% 
(n.a.) 

曾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的受訪者中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參與簽名運動、集會、遊行及示威的次數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ng in signature campaign, rallies,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in the past 12 months 
among thos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signature campaign, rallies,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1 ‐ 3  次 
1 ‐ 3 times 

94.0%  85.9% 
(92.5%) 

4 ‐ 5  次 
4 ‐ 5 times 

5.0%  11.1% 
(6.2%) 

5  次以上 
More than 5 times 

1.0%  3.0% 
(1.2%) 

 
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 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在基準研究

中的回應。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65 

15‐29 歲的青年較多是透過電視、報紙和電子通訊（例如互聯網或手機短訊）得知示威集
會和遊行的消息。但相比其他年齡組別人士，越年輕的青年越多是透過電子通訊得知示威
集會和遊行的消息，而相對地較少是透過報紙獲得有關資訊。(見表 4.12) 
 

表  4.12︰得知示威集會遊行消息的主要方法,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基準”"Baseline"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電視 
TV 

69.8  69.8  76.9  72.6 

報紙 
Newspapers 

45.8 60.4  66.9  59.0 

電子通訊  (例如互聯網或手機短訊)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e.g. 
Internet or SMS) 

49.0  45.8 30.5 40.6 

由別人口中得知 
Informed verbally by others 

17.3 15.9 16.7 16.6 

電台 
Radio 

0.2 0.9 1.3 0.9 

宣傳橫額或傳單 
Banners or handbills 

0.2 0.9 0.4 0.5 

政黨在街上的宣傳 
On street propaganda by political 
parties 

0.0 0.2 0.3 0.2 

雜誌 
Magazines 

0.0 0.0 0.1 0.1 

學校  /  老師 
School / Teachers 

0.4 0.0 0.0 0.1 

註： 
(1) 受訪者可選多項。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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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靠電子通訊途徑得知示威集會遊行消息的 15‐29 歲的青年當中，較多是從「某些網
頁或網上討論區」或「Facebook」社交網站得知這些消息。而年紀越小的青年，越多是靠
「Facebook」社交網站獲得消息。(見表 4.13) 
 
表  4.13︰知道示威集會遊行消息的主要電子通訊途徑,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基準”"Baseline"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某些網頁或網上討論區 
Specific website or online forum 

54.1  61.4  55.8  57.3 

「Facebook」社交網站 
Facebook 

56.8  42.5  28.8  43.1 

電郵 
Email 

8.3  14.3  24.5  15.4 

網誌 
Blogs 

11.8  9.7  5.3  9.1 

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 

10.9  9.3  9.6  9.9 

手提電話文字訊息 
Mobile phone SMS 

8.7  7.3  12.5  9.3 

其他 
Others 

0.9  1.2  0.0  0.7 

不知道  /  忘記 
Don't know / forget 

0.4  4.2  5.8  3.4 

註： 
(1) 只問有靠上網或手機短訊得知示威集會遊行消息的受訪者。 
(2) 受訪者可選多項。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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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突破機構的調查顯示，大部分 15‐29 歲的青年是透過「閱讀報章或留意有關社會事務
的報導」、「間中與家人、朋友、老師或同學」或「在網上新聞組、網誌、Xanga  等地方
討論有關事情」來關注社會事務。但是，相對較少的青年人會向有關組織、學生會、其他
權威人士或傳媒表達意見。此外，大部分的青年人間中或從未嘗試以瀏覽政府網頁、閱讀
政府諮詢文件、或留意有關報導等方法來了解政府施政。(見表 4.14) 
 
表  4.14：青年人(1529)關注社會事務和發表意見的頻密程度, 2007/08 – 2008/09 

  
頻密程度 
Frequency 

2007/08  2008/09 

「嘗試關注社會發生嘅事  (包括︰睇報紙或留意
有關報導等)」 
Read newspapers and news reports on recent 
issues 
(2007/08：N=1026; 2008/09：N=908) 

沒有  Never  2.4%  3.5% 

間中 Occasionally  26.4%  31.5% 

頗多  Often  24.2%  20.4% 

經常  Very often  47.0%  44.6% 

「瞭解政府施政  (包括︰瀏覽政府網頁、閱讀政
府諮詢文件、留意有關報導等)」 
Browse Government website, read Government 
consultation papers and relevant news reports 
etc. to learn abou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2007/08：N=1016; 2008/09：N=908) 

沒有  Never  30.8%  24.3% 

間中 Occasionally  53.0%  55.5% 

頗多  Often  9.9%  10.5% 

經常  Very often  6.3%  9.7% 

「就某 d 社會事務議題投稿到各傳媒」(1) 
Express opinions on social issues by writing to 
media 
(2007/08：N=994; 2008/09：N=896) 

沒有  Never  88.5%  84.8% 

間中 Occasionally  9.3%  13.1% 

頗多  Often  1.1%  1.5% 

經常  Very often  1.1%  0.7% 

「於網誌、Xanga  等地方就某 d 社會議題表達意
見」 
Express opinions on Blogs, Xanga, etc. 
(2008/09：N=901) 

沒有  Never  ..  55.5% 

間中 Occasionally  ..  38.5% 

頗多  Often  ..  2.4% 

經常  Very often  ..  3.6% 

「向有關組織、學生會或其他權威人士等表達你
對社會事務的意見」 
Express opinions to relevant organization, 
student unions and other authorities 
(2007/08：N=1003; 2008/09：N=892) 

沒有  Never  80.6%  82.5% 

間中 Occasionally  16.8%  15.6% 

頗多  Often  1.9%  0.9% 

經常  Very often  0.7%  1.0% 

「同家人、朋友、老師或同學討論或者响 
newsgroup  討論公眾事務」  (2) 
Talk to family members, friends, teachers or 
fellow students, or discuss in newsgroups 
(2007/08：N=1017; 2008/09：N=904) 

沒有  Never  27.3%  18.7% 

間中 Occasionally  54.4%  56.4% 

頗多  Often  12.0%  12.3% 

經常  Very often  6.3%  12.6% 
 
註： 
(1) 於  2007/08  年的調查用詞為「就某  d  社會事務或議題投稿至報館、雜誌、或致電  phonein  節目」。 
(2) 於  2007/08  年的調查用詞為「同家人、老師或同學討論或者晌  newsgroup  討論社會事務」。 
 
資料來源︰ 
突破機構，《教育場景與公民參與研究》(2008)；《青少年職業發展與公民參與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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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區參與 
 

4.4.1  社區活動參與情況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6 年的調查顯示，最受 18‐24 歲青年歡迎的社區活動為康體活動  
(43.9%)，其次為義工服務   (25.0%)  以及聯誼活動   (24.1%)。另一方面，12.2%  的 18‐24
歲 青 年 是 他 們 所 居 住 社 區 之 社 區 服 務 機 構 的 成 員   (如 青 年 中 心 、 社 區 中 心 等 )。 (見 表
4.15‐4.16)   
 
表  4.15:  在過去一年曾參與自己所屬社區團體舉辦活動的青年(1824), 2006 

   有 
Yes 

沒有 
No 

康體活動  (如游泳、球類活動等) 
Sports activities (e.g. swimming, ball games, etc.) 

43.9%  56.1% 

義工服務 
Voluntary works 

25.0%  75.0% 

聯誼活動(如旅行、燒烤等) 
Social Gatherings (e.g. picnics, BBQ, etc.) 

24.1%  75.9% 

個人進修(如語文、思考訓練等) 
Fur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e.g. language, critical thinking, etc.) 

21.4%  78.6% 

文娛活動(如睇話劇、音樂、演奏等)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e.g. drama, music performances, etc.) 

18.9%  81.1% 

諮詢會/論壇 
Consultation seminar / forum 

8.4%  91.6%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從區議會選舉看青年的社區參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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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在過去一年曾擔當所屬社區組織成員或委員的青年(1824), 2006 

   有 
Yes 

沒有 
No 

社區服務機構(如青年中心、社區中心等) 
Community service organisation (e.g. youth centre, community centre, etc.) 

12.2%  87.8% 

地區制服團隊(如童軍、紅十字會等) 
Local uniform organisation (e.g. Scouts, Red‐Cross) 

5.6%  94.4% 

區議員辦事處 
District Councilor office 

3.4%  96.6% 

政黨地區組織 
Political party local organization 

2.1%  97.9% 

地區諮詢組織(如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等) 
Local consultation bodies (e.g. district committee, Fight Crime Committee) 

1.1%  98.9% 

業主組織  (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 
Residential owners' organisation (e.g. Mutual Aid Committees / Owners' Committees)

1.1%  98.9%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從區議會選舉看青年的社區參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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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就社區事務表達意見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6 年的一個調查顯示，只有 10%  的 18‐24  歲青年在調查前一年
曾 就 社 區 事 務 表 達 意 見 。 而 沒 有 就 社 區 事 務 表 達 意 見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 沒 有 東 西 要 反 映 」
(33.1%)  以 及 「 忙/無 時 間 」   (30.3%)， 其 次 為 「 不 知 道 有 甚 麼 渠 道 」   (18.9%)。 (見 表
4.17‐4.18)   
 

表  4.17 :  在過去一年曾就社區事務表達意見的青年(1824), 2006 

  
受訪者數目 

No. of 
respondents 

有 
Yes 

沒有 
No 

曾否就社區事務表達意見 
Whether ha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community issues

195  10.0%  90.0% 

註：(1)  此表數據經加權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從區議會選舉看青年的社區參與》(2006)。 
 
表  4.18 :在過去一年沒有就社區事務表達意見的原因, 2006 

  
受訪者比例   

% of respondents 
樣本數目  (n) = 175 

「無嘢要反映」 
No ideas on community issues 

33.1% 

「忙/無時間」 
Busy / do not have time 

30.3% 

「唔知有乜渠道」 
Don't know the channels 

18.9% 

「無興趣」 
Not interested 

10.9% 

「無作用/無影響力」 
My opinions are not influential 

9.7% 

「對事情唔了解」 
Do not familiar with the issues 

9.1% 

「與自己無關」 
The issues not concerning to me 

5.4% 

「有其他人反映」 
Some bodies had already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2.9% 

「怕麻煩」 
Troublesome 

2.3% 

「其他」 
Others 

1.1% 

「唔知/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4.0% 

註：(1)  此表數據經加權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從區議會選舉看青年的社區參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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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捐款 
 
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2004/05 年間的一項基準研究顯示，約 59%的 15‐24 歲的青年在調
查前 12 個月曾捐款。受助的組織或機構最多為「社會服務組織   /  慈善機構」   (72.3%)，
其次為「學校   /  辦學團體」  (51.8%)和宗教組織(23.8%)，而超過六成(62.3%)曾捐款的青
年在調查前 12 個月作出的捐款為 100 元以下。2008 年的追蹤研究發現，當這些青年年齡
漸長後，趨向有較少比例的青年在調查前 12 個月曾捐款，而捐款給「學校   /  辦學團體」
的比例亦減少，但捐款額在 500 元以上的比例則有所提高。(見表 4.19) 
 

表  4.19：青年捐款的受助對象及捐款數目, 2004/05 

  
  基準研究(1)   

Benchmark Study 
2004 / 05   

追蹤研究(2) 
Longitudinal Study   

2008   

過去個 12 個月內曾作出捐獻 
Whether had made donation in the past 12 months 

有 
Yes 

59% 
 

47.9% 
(64.5%) 

沒有 
No 

41% 
 

52.1% 
(n.a.) 

按受助組織  /  機構劃分，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作出捐獻的受訪者的百分比 
Percentages of the respondents who had made donations in past 12 months by recipient organizations 

社會服務組織  /  慈善機構 
Social Service / Charity Organizations 

72.3% 
 

74.5% 
(70.0%) 

學校  /  辦學團體 
School / School sponsoring bodies 

51.8% 
 

32.5% 
(59.3%) 

宗教組織 
Religious bodies 

23.8% 
 

24.0% 
(24.4%) 

專業團體 
Professional bodies 

5.5% 
 

4.8% 
(4.4%) 

政黨 
Political Parties 

2.1% 
 

1.0% 
(0.9%) 

其他組織 
Other organizations 

0.2% 
 

0.0%. 
(0.0%.) 

按捐款額劃分，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作出捐獻的受訪者的百分比分佈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of respondents who had made donations in past 12 months by amount donated 

100  元以下 
Less than $100 

62.3% 
 

59.4% 
(69.9%) 

100 ‐ 500  元 
$100 ‐ $500 

27.9% 
 

25.9% 
(23.5%) 

501 ‐ 1,000  元 
$501 ‐ $1,000 

4.8% 
 

4.0% 
(2.5%) 

1,001 ‐ 2,000  元 
$1,001 ‐ $2,000 

1.7% 
 

4.0% 
(1.2%) 

2,001 ‐ 5,000  元 
$2,001 ‐ $5,000 

0.7% 
 

2.6% 
(0.6%) 

5,001 ‐ 10,000  元 
$5,001 ‐ $10,000 

0.3% 
 

1.4% 
(0.3%) 

10,000  元以上 
Above $10,000 

0.0% 
 

0.8% 
(0.0%) 

沒有意見 
No comment 

2.3%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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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的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2) 2008 年追蹤研究的樣本來自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成功訪問的青少年人。 
(3) 括號內的百分比只計算在 2004/05 年間基準研究及 2008 年追蹤研究均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在基準研究

中的回應。 
 
資料來源： 
青年事務委員會，《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絡的基準研究》(2005)，《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及社會網
絡追蹤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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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發展 
在 2009/10 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舉辦了超過   35,000 項社區文娛活動，並
有超過   2,163,000 名不同年齡人士參與4。除了康文署之外，部分服務中心，例如基督教青
年會及香港小童群益會等也提供圖書館服務及安排文娛活動。這一章將會探討和分析青年
在藝術和體育文化、閱讀文化、大眾文化和電子網絡文化中的參與情況。  
 

5.1  藝術及體育文化 
 
於 2009/10 年度，281,666 名 15‐19 歲及 77,818 名 20‐24 歲青年曾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舉辦的康樂及體育活動。15‐19 歲青年參與此類活動的百分比由 2007/08 年度的 36.2%  顯
著上升至 2008/09 年度的 66.9%，但隨後又於 2009/10 年度下降至 64.8%。至於 20‐24 歲
的青年方面，參與活動的百分比由 2005/06 年度的 13.9%  上升至 2007/08 年度的 18.0%，
但隨後又下降至 2009/10 年度的 17.0%。(見表 5.1) 

 
表  5.1 :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體育活動的青年(1524)人數, 20052009 

年份       
Year 

年齡  Age 

15‐19  20‐24 

參與人數 
No. of Participants 

 

參與百分比 
Percentage(1) of 
Participants 

參與人數 
No. of Participants 

 

參與百分比 
Percentage(1) of 
Participants 

2005/06  130,580  29.9%  65,604  13.9% 

2006/07  137,011  31.1%  63,833  13.6% 

2007/08  161,175  36.2%  83,387  18.0% 

2008/09  292,287  66.9%  81,853  17.8% 

2009/10  281,666  64.8%  77,818  17.0% 

註： 
(1) 相關年齡組別的參與百份比以年底的人口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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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衞生署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多於一半的 18‐24 歲青年人每周在他們工餘/課餘時間做
運動至少 1 次。比較 2008 年及 2009 年的數字，有每星期在工餘/課餘時間做運動至少 4
次的青年從 10.8%上升至 14.4%，而有每星期做運動 1‐3 次的則從 45.1%上升至 49.0%。(見
表 5.2) 
 

表  5.2：1824 歲青年在被訪前三十日用工餘/課餘時間做運動的頻密程度, 2008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每星期 
至少 4 次 

At least 4 times 
per week 

每星期 
1‐3  次 

1‐3 times per 
week 

每月 1‐3 次 
1‐3 times per 

month 

少於每 
月 1  次 

Less than once a 
month 

2008  272  10.8%  45.1%  17.3%  26.8% 

2009  276  14.4%  49.0%  15.0%  21.6% 

 
資料來源: 
衞生署，行為風險因素調查 
 
 
於 2005年，在使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演藝場地的使用者中，分別有 10.2%  及 19.4%  為
15‐19 歲及 20‐29 歲的青年。相比其他演藝場地，香港文化中心的使用者中有較大比例為
15‐29 歲青年(45.3%)，而高山劇場青年使用者的比例則較小(10.4%)。(見表 5.3) 
 

表  5.3：演藝場地使用者年齡, 2005 

場地 
Venue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5‐19  20‐29  15‐29 

大埔文娛中心 Tai Po Civic Centre  15.1%  29.0%  44.1% 

屯門大會堂 Tuen Mun Town Hall  15.1%  17.8%  32.9% 

元朗劇院 Yuen Long Theatre  15.0%  14.3%  29.3% 

沙田大會堂 Sha Tin Town Hall  14.9%  16.1%  31.0% 

北區大會堂 North District Town Hall  12.7%  14.7%  27.4% 

大會堂 Hong Kong City Hall  10.8%  27.4%  38.2% 

香港文化中心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10.6%  34.7%  45.3% 

牛池灣文娛中心 Ngau Chi Wan Civic Centre  10.4%  22.4%  32.8% 

西灣河文娛中心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7.4%  17.6%  25.0% 

荃灣大會堂 Tsuen Wan Town Hall  7.2%  16.0%  23.2% 

葵青劇院 Kwai Tsing Theatre  6.8%  20.2%  27.0% 

上環文娛中心 Sheung Wan Civic Centre  4.0%  14.7%  18.7% 

高山劇場 Ko Shan Theatre  2.3%  8.1%  10.4% 

總計 Total  10.2%  19.4%  29.6% 

註： 
(1) 有關數字是從演藝科進行的「康樂文化事務辦事署表演場地意見調查 2005」取得。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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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對於 2001 年及 2004 年的不同類型節目入場人士之分佈的調查結果作出
了修訂，但並沒有近年的更新數字。(見表 5.4) 
 
表  5.4：按節目類型劃分的入場人士年齡分佈(音樂、跳舞、劇場、中國戲曲和跨媒體藝術等) 

  

年齡 
Age 
  

節目類型 Programme Type 

總計 Overall  音樂 Music  跳舞 Dance  劇場 Theatre 
2001  2004  2001 2004 2001 2004 2001  2004
%  %   % % % % %  %

15‐19  11.2  9.2  12.8  8.6  15.4  11.6  12.5  12.5 

20‐29  21.5  16.1  24.0  19.3  13.5  17.4  34.9  29.3 

≧30  67.1  74.4  63.2  71.7  71.0  70.6  51.8  58.2 

拒絕回應 
Refusals 

0.2  0.3  *  0.4  0.0  0.5  0.9  0.0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目 
Sample size 

3,486    4,054    1,607    1,012    324    516    574    510   

 

 

年齡 
Age 
 

節目類型 Programme Type 

中國戲曲 
Chinese Opera 

跨媒體藝術 
Multi‐arts 

觀眾拓展 
Audience Building 

藝術節節目 
Programme of Arts 

Festivals 

2001  2004  2001  2004  2004  2004 

%  %   %  %   %  % 

15‐19  1.8  0.0  9.9  14.1  22.7  9.7 

20‐29  8.7  3.0  31.1  19.2  7.8  18.1 

≧30    88.5  97.0  59.0  66.4  69.6  71.8 

拒絕回應 
Refusals 

1.0  0.0  0.0  0.3  0.0  0.6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目 
Sample size 

717    510    264    508    495  503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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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對於 2001 年及 2004 年的演藝節目觀眾和非觀眾的年齡分佈調查結果作
出了修訂，但並沒有近年的更新數字。(見表 5.5) 
 
表  5.5：演藝節目觀眾和非觀眾的年齡分佈 

   2001  2004 

年齡 
Age 

非觀眾 
Non‐audience 

觀眾 
Audience 

非觀眾 
Non‐audience 

觀眾 
Audience 

   %  %  %  % 

15‐19  8.1  11.2  7.6  9.2 

20‐29  18.4  21.5  16.1  16.1 

30‐39  23.6  26.0  20.9  21.8 

40‐49  21.1  22.4  22.9  24.0 

50‐59  12.1  12.0  14.7  16.7 

≧60  16.6  6.7  17.8  11.9 

拒絕回應 Refusals  0.0  0.2  0.0  0.3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目 Sample size  2,014    3,486    2,010    4,054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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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閱讀文化 
 

5.2.1  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數目 
 
15‐19 歲的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統計人數由 2005 年的 378,00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400,000
人，而 20‐24 歲的登記讀者人數則由 2005 年的 354,00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385,000 人。
以佔相應人口的比例計算，15‐19 歲的登記讀者佔相應人口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86.5%  上
升至 2009 年的 92.0%，而 20‐24 歲的登記讀者佔相應人口百分比則由 2005 年的 75.1%  上
升至 2009 年的 84.1%。(見表 5.6)   
 
表  5.6：年齡介乎 1524 歲的香港公共圖書館登記讀者數目及佔該性別年齡組別人口比例, 20052009 

年份 
Year 

女性讀者 
Female Patron 

男性讀者 
Male Patron 

總計 
Grand Total 

15‐19 
(’000) 

20‐24
(’000) 

15‐19
(’000) 

20‐24
(’000) 

15‐19 
(’000) 

20‐24
(’000) 

2005(4)  199  191    180    163    378    354   

  92.6%  77.9% 80.7% 72.1% 86.5%  75.1%

   (6.10)  (5.80) (5.50) (5.00) (11.50)  (10.80)

2006  201    193    182    164    383    357   

  93.3%  78.3% 80.7% 73.2% 86.8%  75.9%

   (5.90)  (5.60) (5.30) (4.80) (11.20)  (10.40)

2007  203    195    183    165    386    360   

  94.0%  80.2% 79.8% 75.0% 86.7%  77.7%

   (5.70)  (5.50) (5.10) (4.60) (10.80)  (10.10)

2008  204    195    183    165    387    361   

  95.8%  81.4% 81.5% 75.3% 88.4%  78.5%

   (5.50)  (5.30) (5.00) (4.50) (10.50)  (9.80)

2009  208    212    192    173    400    385   

  98.5%  89.3% 85.9% 78.4% 92.0%  84.1%

   (5.50)  (5.60) (5.10) (4.60) (10.60)  (10.20)
 
註： 

(1) 讀者數目以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統計作準。 
(2) 括號中的數字代表該組別登記讀者佔全部登記讀者的百分比。 
(3) 因四捨五入原因，數字相加後可能不等於總計。 
(4) 經修訂的統計。 
 
資料來源︰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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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餘暇閱讀習慣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會在課堂或工作以外時間   (經常   /  間中   /  甚少)  閱
讀書籍的 12‐34 歲青年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84.7%  下降至 2008 年的 77.1%。在這些有閱
讀書籍的青年中，每日平均閱讀時間亦由 2005 年的 65.8 分鐘下降至 2008 年的 55.8 分鐘。
12‐34 歲 青 年 最 喜 歡 閱 讀 的 主 要 類 型 為 小 說   /  散 文   (53.6%)， 其 次 為 歷 史   /  人 物 傳 奇  
(10.2%)  及心理   (8.3%)。(見表 5.7‐5.9)。  
 
表  5.7：在課堂或工作以外時間有閱讀書籍的青年(1234), 20052008   

   2005  2008 

   樣本數目(n)=548  樣本數目(n)=547 

有  (經常/間中/甚少  Yes (Often/Occasionally/Rarely)  84.7%  77.1% 

無 No  15.3%  22.9%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人讀些甚麼？》(2008)。 

 
表  5.8：青年(1234)  每日平均閱讀時間, 20052008 

   2005  2008 

   樣本數目(n)=548  樣本數目(n)=547 

平均分鐘 Average Minutes  65.8  55.8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人讀些甚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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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青年(1234)  閱讀書籍的主要類型, 2008 

種類 Category  

百分比 
Percent 

樣本數目(n)=422 

小說/散文  Fiction / Novel  53.6% 

歷史/人物傳奇 Biography / History  10.2% 

心理 Psychology  8.3% 

宗教/哲學 Religion / Philosophy  8.1% 

漫畫 Comedies  8.1% 

投資/理財/金融/市場 Investment / Financial / Marketing  7.3% 

科幻/偵探故事 Scientific Fiction/Detective stories  6.9% 

科學 Sciences  4.7% 

文學著作 Literature  4.5% 

成長課程/勵志 Positive thinking for life growth  4.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 
(2) 受訪者可最多選擇三個答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人讀些甚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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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眾文化 
 
根據突破機構的一項調查顯示，10‐29 歲青年於 2007 年每日觀看電視節目的平均時數為
2.8 小時，而在 2002 年則為 3.3 小時。於 2007 年，75.7%  的 10‐29 歲青年每日花 1‐3 小
時收聽電台節目。平均來說，10‐29 歲青年於 2002 年及 2007 年每日分別花 1.7  及 2.0 小
時聆聽流行音樂。(見表 5.10‐5.11) 
 
表  5.10：  青年(1029)每日觀看電視節目的時數, 20022007 

   2002  2007 

     樣本數目(n)=585    樣本數目(n)=480 

不觀看電視 Do not watch TV  3.1%  n.a 

1‐2  小時 hours  38.3%  52.5% 

3‐4  小時 hours  39.8%  32.2% 

5‐6  小時 hours  14.2%  7.4% 

7‐8  小時 hours  2.9%  1.8% 

9  小時或以上 hours or above  1.7%  1.8% 

拒絕回答 Refuse to answer  n.a.  4.2% 

總計 Total  100.0%  100.0% 

平均數 Mean  3.3  小時 hours  2.8 hours 

 
資料來源︰ 
突破機構，《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2007)。 

 
表  5.11：青年(1029)每日收聽電台節目的時數, 2007 

  2007 

     樣本數目(n)=206 

少於 1 小時 Less than 1 hour  12.6% 

1 ‐ 3  小時  hours  75.7% 

4 ‐ 6  小時  hours  8.7% 

7 ‐ 9  小時  hours  1.5% 

10 ‐ 12  小時  hours  1.0% 

13  小時  hours  0.5% 

總計 Total  100.0% 

平均數 Mean  1.9  小時  hours 

 
資料來源︰ 
突破機構，《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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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青年(1029)  每日聆聽流行音樂的時數, 20022007 

   2002  2007 

     樣本數目(n)=456    樣本數目(n)=371 

小於 1 小時 Less than 1 hour  33.8%  22.4% 

1  小時 hour  26.3%  28.1% 

2  小時  hours  21.5%  23.8% 

3‐4  小時  hours  11.2%  16.8% 

5‐6  小時  hours  4.8%  4.3% 

6  小時  hours  2.4%  4.6% 

總計 Total  100.0%  100.0% 

平均數 Mean  1.7  小時  hours  2.0  小時  hours 

 
資料來源︰ 
突破機構，《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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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數碼網絡文化 
 

5.4.1  流動電話網絡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2‐29 歲青年每日使用手提電話的平均時間
為 57.9 分鐘，每日平均接收及發出的電話短訊數目分別為 7 及 6 個，而平均每月手提電話
和文字短訊費支出則為   $117。(見表 5.13‐5.15)   
 
表  5.13︰青年(1229)  每日使用手提電話的平均時間, 2008 

  
受訪者數目 

No. of respondents 
平均數 
Mean 

平均使用手提電話的時間（分鐘） 
Average time spent on mobile phone in a day  （mins）

467  57.9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數碼網絡聯繫》(2008)。 

 
表  5.14︰青年(1229)  每日收發電話短訊的平均數目, 2008 

  
受訪者數目 

No. of respondents 
平均數 
Mean 

平均接收的電話短訊的數目 
Average number of SMS received a day 

471  7 

平均發出的電話短訊的數目 
Average number of SMS sent a day 

470  6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數碼網絡聯繫》(2008)。 
 

表  5.15 :  青年(1229)  每月手提電話和文字短訊費平均支出, 2008 

  
受訪者數目 

No. of respondents 
平均數 
Mean 

平均每月手提電話和文字短訊費支出 
Average monthly expenditure on mobile phone and 
SMS services 

405  $117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數碼網絡聯繫》(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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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互聯網 
 
懂得操作電腦的 15‐24 歲青年比率由 2005 年的 97.9%  上升至 2009 年的 99.7%。而男女
的比率相若。(見表 5.16) 
 

表  5.16：具備電腦知識的青年(1524)百分比, 20052009 

   男 
Male 

女 
Female 

合計 
Overall 

年份 
Year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2005  441.6    98.0  424.6  97.9  866.3    97.9 

2006  445.8    98.8  419.9  99.1  865.6    98.9 

2007  437.9    99.5  420.5  99.3  858.4    99.4 

2008  438.1    99.5  424.9  99.6  863.0    99.5 

2009  434.3    99.7  419.9  99.7  854.1    99.7 
   

註： 
(1) 在個別年齡及性別分組中佔所有人士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23, 27, 32, 37, 43 號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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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超過 99%  的 15‐24 歲青年在統計前的十二個月曾使用網上服務，較 2005 年
的 96.2%高。資料亦顯示相同年齡組別的男性和女性，曾使用網上服務的比例在近年相當
接近。(見表 5.17) 
 
表  5.17︰在過去十二個月曾使用網上服務的 1524 歲人士, 20052009 

   男 Male  女 Female  合計 Overall 

年份 
Year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1) 

Rate 
 

2005  434.7    96.4  416.1  95.9  850.8    96.2 

2006  439.0    97.3  412.8  97.4  851.8    97.4 

2007  434.8    98.8  416.9  98.4  851.7    98.6 

2008  434.2    98.6  422.0  98.9  856.3    98.8 

2009  431.8    99.1  417.5  99.2  849.3    99.1 
 
註︰ 
(1) 在個別年齡及性別分組中佔所有人士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23, 27, 32, 37, 43 號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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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15‐24 歲青年使用互聯網的主要目的為「通訊   /  互動」  (97.4%)，其次為「資
訊查詢」   (95.5%)  及「網上數碼娛樂」   (77.0%)。與 2008 年比較，因「網上數碼娛樂」
及「辦公室   /  個人事務及其他」而使用互聯網的青年比例有明顯的增加，而因「網上購物  
/  處理金融交易」而上網的則有所減少。(見表 5.18) 
 

表  5.18：在過去十二個月透過固定網絡設備使用互聯網的主要目的, 20082009 

使用互聯網服務的主要目的(2) 

Major purposes of using the Internet service 

年份  Year 

2008  2009 

15‐24 
十歲及以上人士
Persons aged 10 

and over 
15‐24 

十歲及以上人士
Persons aged 10 

and over 

資訊查詢 
Information searching 

87.1%  86.6%  95.5%  95.5% 

通訊  /  互動 
Communication / interaction 

96.2%  85.2%  97.4%  85.3% 

網上數碼娛樂 
Online digital entertainment 

61.7%  37.1%  77.0%  48.8% 

網上購物  /  處理金融交易 
Online shopping / finance transaction 

34.5%  34.5%  28.7%  34.5% 

下載檔案  /  軟件 
Downloading files / software 

43.7%  25.0%  47.4%  26.0% 

辦公室  /  個人事務及其他 
Office / personal affairs and others 

21.8%  15.3%  42.2%  24.3% 

 
註： 
(1) 百分比代表在個別年齡組別中佔所有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透過固定上網設備使用互聯網服務的十歲

及以上人士的比例。 
(2) 可選擇多項答案。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37, 43 號  (2008‐2009)。 
 
15‐24 歲青年平均每星期使用互聯網的時間由 2005 年的 17.8 小時上升至 2009 年的 25.9
小時。(見表 5.19) 
 
表  5.19：青年(1524)平均每星期使用互聯網的時間, 20052009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時間  (小時) 
Average duration (hours) 

17.8  20.8  23.2  24.5  25.9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23, 27, 32, 37, 43 號  (200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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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突破機構於 2004 年及 2007 年所進行的調查顯示，10‐29 歲青年最經常於網上交談的
對象為自己熟悉的朋友。(見表 5.20)   

 
表  5.20 :青年(1029)通常在互聯網上的聊天對象, 20042007 

  
2004 

(N=1,273) 
2007 

(N=425) 

「自己熟悉的朋友」 
Friends who they are familiar with 

83.7%  94.8% 

「在網上認識的人」 
Friends who they knew through the Internet 

3.5%  3.1% 

「唔認識的人」 
Someone they do not know 

1.3%  0.9% 

「外地的親友」 
Overseas relatives 

0.5%  0.7% 

「其他」 
Others 

0.9%  0.5% 

「沒有同人傾偈」 
Do not talk to anyone 

10.1%  n.a. 

總計 
Total 

100.0%  100.0% 

 
資料來源︰ 
突破機構，《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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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電子政府服務的使用情況 
 
認識「香港政府一站通」的 15‐24歲青年的比率由 2007年的 51.4%上升至 2009年的 75.5%，
而曾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青年百分比則由 59.9%  上升至 80.3%。至於
認識「流動電子政府服務」的青年的百分比則只有輕微上升，由 2007 年的 8.4%  上升至
2009 年的 9.6%。(見表 5.21‐5.23) 

 
表  5.21：認識「香港政府一站通」的 1524 歲人士, 20072009 

年份 
Year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 Rate(1) 

2007  444.1  51.4 

2008  589.3  68.0 

2009  647.0  75.5 

註：   
(1) 表示在個別年齡組別中佔所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32, 37, 43 號  (2007‐2010)。 
 

表  5.22：按有否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 1524 歲人士數目, 20072009 

年份 
Year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 Rate(1) 

2007  517.0  59.9 

2008  559.6  64.5 

2009  687.6  80.3 

註：   
(1) 表示在個別年齡組別中佔所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32, 37, 43 號  (2007‐2010)。 
 
表  5.23：認識「流動電子政府服務」的 1524 歲人士, 20072009 

年份 
Year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比率 Rate(1) 

2007  72.2  8.4 

2008  74.1  8.5 

2009  82.4  9.6 

註：   
(1) 表示在個別年齡組別中佔所比例。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第 32, 37, 43 號  (20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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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濫用藥物 
在 2005 至 2008 年間，吸毒人數的比率逐步上升，從   3,372 人上升至 4,711 人。此外，青
少年濫用精神科藥物的人數從   2005 年的 2,89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4,375 人。這一章將會
分析和探討有關青年濫用藥物、吸煙和飲酒的問題。  
 

6.1  毒品 
 

6.1.1  青年使用毒品慨況 
 

青年吸食毒品人士數目 
 
所有曾被呈報吸毒的 15‐24 歲人士的數目由 2000 年的 6,311 人連續數年下降至 2005 年的
3,372 人後，於 2009 年再次上升至 4,529 人。於 2005 年及 2009 年間，每百人口中所有曾
被呈報的吸毒人士的數目方面，男性由 0.51 名上升至 0.74 名，而女性吸毒者則由 0.23 名
上升至 0.27 名。(見表 6.1‐6.2) 
 
表  6.1：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所有曾被呈報吸毒人士數目, 19972009 

年份 
Yea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20 ‐ 24 
小計 

Subtotal
15 ‐ 19 20 ‐ 24

小計 
Subtotal

15 – 19  20 ‐ 24 
總計 
Total 

1997  1,793  2,505  4,298  559  553  1,112  2,352  3,058  5,410 

1998  1,625  2,397  4,022  543  545  1,088  2,168  2,942  5,110 

1999  1,359  2,199  3,558  467  515  982  1,826  2,714  4,540 

2000  2,186  2,540  4,726  922  663  1,585  3,108  3,203  6,311 

2001  2,177  2,708  4,885  758  649  1,407  2,935  3,357  6,292 

2002  1,552  2,248  3,800  705  666  1,371  2,257  2,914  5,171 

2003  1,241  1,807  3,048  464  531  995  1,705  2,338  4,043 

2004  1,204  1,469  2,673  501  603  1,104  1,705  2,072  3,777 

2005  1,257  1,036  2,293  570  509  1,079  1,827  1,545  3,372 

2006  1,401  1,147  2,548  609  486  1,095  2,010  1,633  3,643 

2007  1,639  1,394  3,033  615  374  989  2,254  1,768  4,022 

2008  1,855  1,581  3,436  763  512  1,275  2,618  2,093  4,711 

2009  1,671  1,632  3,303  805  421  1,226  2,476  2,053  4,529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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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所有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曾被呈報吸毒人士佔每 100 名人口數目, 
19972009 

年份 
Yea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20 ‐ 24  Subtotal 15 ‐ 19 20 ‐ 24 Subtotal 15 ‐ 19  20 ‐ 24  Total 

1997  0.76  1.07  0.91  0.24  0.23  0.24  0.50  0.65  0.57 

1998  0.68  1.04  0.86  0.23  0.23  0.23  0.46  0.62  0.54 

1999  0.57  0.97  0.77  0.21  0.21  0.21  0.39  0.58  0.49 

2000  0.93  1.12  1.02  0.42  0.27  0.34  0.68  0.68  0.68 

2001  0.96  1.21  1.08  0.35  0.27  0.31  0.66  0.73  0.70 

2002  0.70  1.01  0.86  0.33  0.29  0.31  0.52  0.64  0.58 

2003  0.56  0.81  0.68  0.22  0.23  0.22  0.39  0.51  0.45 

2004  0.55  0.65  0.60  0.23  0.25  0.24  0.39  0.44  0.42 

2005  0.56  0.46  0.51  0.27  0.21  0.23  0.42  0.33  0.37 

2006  0.62  0.51  0.57  0.28  0.20  0.24  0.46  0.35  0.40 

2007  0.72  0.64  0.68  0.28  0.15  0.22  0.51  0.38  0.44 

2008  0.83  0.72  0.77  0.36  0.21  0.28  0.60  0.46  0.53 

2009  0.75  0.74  0.74  0.38  0.18  0.27  0.57  0.45  0.51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數字指曾被呈報的吸毒人士佔對應的年齡/性別組別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保安局禁毒處 
 

圖  6.1︰所有 1524 歲曾被呈報吸毒人士佔每 100 名人口數目, 19972009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數字指曾被呈報的吸毒人士佔對應的年齡/性別組別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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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毒品的種類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較多曾被呈報吸毒的青年吸食的毒品種類為危害精神毒品。所有
曾被呈報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 15 至 24 歲青年數目由 2005 年的 2,89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4,375 人，而當中最多人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為氯胺酮。氯胺酮吸食者的數目由 2005 年的
1,714 上升至 2009 年的 3,679，而吸食冰   (甲基安非他明)  的個案亦由 2005 年的 268 個個
案顯著上升至 2009 年的 628 個個案。不過，所有曾被呈報吸食海洛英的人士數目則由 2005
年的 644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203 人。(見表 6.3) 
 

表  6.3：按吸食毒品種類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所有曾被呈報吸毒人士數目, 19972009 

濫用毒品種類  Type of drugs abused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海洛英 Heroin  3,528 3,129 2,658 2,321 1,805 1,457  1,062  877

危害精神毒品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1,865 1,841 1,826 3,426 3,623 3,018  2,438  3,006

‐  氯胺酮 Ketamine  1 0 16 1,331 2,154 2,122  1,508  2,028

‐  三唑侖  /  咪達唑侖  /  佐匹克隆 
  Triazolam/Midazolam/ Zopiclone 

164 122 118 128 104 122  189  181

‐  大麻 Cannabis  890 952 881 960 770 868  663  708

‐  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搖頭丸) 
  Ecstasy (MDMA) 

54 55 303 1,979 1,856 1,124  783  1,031

‐  甲基安非他明(冰) 
    Ice (Methylamphetamine) 

605 670 626 577 530 311  214  247

‐  硝甲西泮(五仔) 
  Nimetazepam 

0 0 0 0 17 69  59  180

‐  可卡因 Cocaine  4 4 8 14 17 21  20  42

‐  咳藥  Cough medicine  328 209 179 169 129 150  202  278

‐  有機溶液 Organic solvent  112 100 92 70 40 52  44  31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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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毒品種類 Type of drugs abused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海洛英 Heroin  644 392 227 199 203
     

危害精神毒品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2,890 3,432 3,845 4,548 4,375
     

‐  氯胺酮 Ketamine  1,714 2,450 3,004 3,820 3,679
     

‐  三唑侖  /  咪達唑侖  /  佐匹克隆 
  Triazolam/Midazolam/ Zopiclone 

168 146 86 55 67

     

‐  大麻 Cannabis  720 613 443 409 329
     

‐  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搖頭丸) 
  Ecstasy (MDMA) 

1,395 1,222 653 590 389

     

‐  甲基安非他明(冰) 
    Ice (Methylamphetamine) 

268 352 503 640 628

     

‐  硝甲西泮(五仔) 
  Nimetazepam 

191 396 292 252 208

     

‐  可卡因 Cocaine  94 235 481 465 332
     

‐  咳藥  Cough medicine  299 261 205 170 225
     

‐  有機溶液 Organic solvent  23 17 10 1 1
     

         
 
註： 

(1) 不包括該些未有就現使用藥物提供資料的人士。 
(2) 同一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可被呈報多於一種毒品種類。 
(3)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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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吸食毒品年齡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大部分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首次吸食毒品的年齡為 16‐20 歲。
值得留意的是，在 16 歲以前首次吸食毒品的人士佔所有曾被呈報人士的百分比自 2005 年
起的 34.9%較快地上升至 2009 年的 39.5%。(見表 6.4) 
 

表  6.4 :  按首次吸食毒品年齡劃分的所有曾被呈報人士數目及百分比, 1997–2009 

年份 
Year 

年齡 Age 

<16 
 

人數 Number 
百分比(％) 

16 – 20 
 

人數 Number 
百分比(％) 

21 – 25 
 

人數 Number 
百分比(％) 

>25 
 

人數 Number 
百分比(％) 

總計 
Total 
 

人數 Number 
百分比(％) 

1997  5,142    7,411    2,231    1,604    16,388   
   (31.4)  (45.2) (13.6) (9.8) (100.0)

1998  5,037    6,941    2,132    1,553    15,663   
   (32.2)  (44.3) (13.6) (9.9) (100.0)

1999  4,908    6,689    1,926    1,488    15,011   
   (32.7)  (44.6) (12.8) (9.9) (100.0)

2000  5,493    6,936    2,034    1,567    16,030   
   (34.3)  (43.3) (12.7) (9.8) (100.0)

2001  5,267    6,910    2,105    1,525    15,807   
   (33.3)  (43.7) (13.3) (9.6) (100.0)

2002  5,254    6,659    2,014    1,605    15,532   
   (33.8)  (42.9) (13.0) (10.3) (100.0)

2003  4,546    5,711    1,858    1,540    13,655   
   (33.3)  (41.8) (13.6) (11.3) (100.0)

2004  4,625    5,881    1,822    1,442    13,770   
   (33.6)  (42.7) (13.2) (10.5) (100.0)

2005  4,497    5,453    1,676    1,261    12,887   
   (34.9)  (42.3) (13.0) (9.8) (100.0)

2006  4,480    5,112    1,473    1,144    12,209   
   (36.7)  (41.9) (12.1) (9.4) (100.0)

2007  4,612    5,277    1,469    1,137    12,495   
   (36.9)  (42.2) (11.8) (9.1) (100.0)

2008  4,992    5,506    1,462    1,088    13,048   
   (38.3)  (42.2) (11.2) (8.3) (100.0)

2009  5,019    5,262    1,387    1,048    12,716   
   (39.5)  (41.4) (10.9) (8.2) (100.0)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網站，http://cs‐crda.nd.gov.hk，2010 年 11 月 6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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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毒品青年的背景 
 
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大部分被呈報吸食毒品的 15‐24 歲人士的教育程度為初中程度。
此比例自 1997 年的 75.23%  持續下降至 2009 年的 61.95%。另一方面，已完成高中教育
的青年吸食毒品人士的百分比則由 1997 年起持續上升至 2009 年的 35.21%。而在所有
15‐24 歲的吸毒青年中，教育程度達高中或以上程度的青年吸食毒品人士比例相對地較少。
(見表 6.5) 
 
表  6.5：按教育水平劃分的所有曾被呈報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吸毒人士百分比, 19972009 

   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年份 
Year 

未曾入讀學校/ 
幼稚園 

No schooling / 
Kindergarten 

% 

小學 
Primary 

% 

初中 
Lower 

secondary 
% 

高中 
Upper 

secondary 
% 

大專 
Tertiary 

% 

 
 

總計 
Total 
% 

1997  0.47    6.26    75.23    17.42    0.61    100.0 

1998  0.38    5.46    74.47    19.04    0.65    100.0 

1999  0.11    5.09    72.80    21.30    0.69    100.0 

2000  0.10    4.12    68.83    26.36    0.60    100.0 

2001  0.05    3.05    65.05    31.18    0.67    100.0 

2002  0.20    3.51    63.58    31.65    1.06    100.0 

2003  0.10    4.13    62.52    32.15    1.10    100.0 

2004  0.39    5.98    61.11    31.14    1.38    100.0 

2005  0.13    6.92    60.61    31.50    0.85    100.0 

2006  0.14    4.87    60.97    33.02    0.99    100.0 

2007  0.13    3.40    64.33    31.20    0.94    100.0 

2008  0.22    2.33    62.71    33.52    1.22    100.0 

2009  0.14    1.67    61.95    35.21    1.03    100.0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數字不包括不知道自己教育程度的人士。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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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15‐24 歲吸食毒品人士最普遍的活動狀況為全職工作人士或失業
人士。於 2009 年，15‐24 歲吸食毒品人士最普遍的活動狀況為全職工作人士   (37.7%)，其
次為失業人士   (32.8%)  及學生   (16.0%)。青年吸食毒品人士為失業人士的比例自 2004 年
起持續下降，而散工/兼職工作人士及學生的比例則有所上升。(見表 6.6) 
 
表  6.6 :  按活動狀況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所有曾被呈報吸毒人士百分比, 19972009 

   活動狀況 Activity status 

年份 
Year 

全職工作 

人士 
Full‐time 
worker 
% 

散工∕兼職工

作人士
Causal/ 
Part‐time 
worker 
% 

失業人士 
Unemployed

% 

學生 
Student 
% 

其他 
Others 
% 

 
 
 

總計 
% 

1997  51.7  6.7  36.6  3.7  1.3  100.0 

1998  44.0  7.3  42.8  3.8  2.0  100.0 

1999  39.5  7.2  45.2  5.6  2.5  100.0 

2000  40.3  7.0  40.6  9.6  2.4  100.0 

2001  45.1  6.5  36.0  10.5  1.8  100.0 

2002  42.2  6.9  40.0  9.4  1.6  100.0 

2003  39.0  6.6  41.8  11.0  1.5  100.0 

2004  38.4  7.3  42.5  10.4  1.3  100.0 

2005  35.2  10.3  37.8  14.7  2.0  100.0 

2006  39.2  9.6  35.8  12.7  2.8  100.0 

2007  41.4  9.8  31.8  14.2  2.9  100.0 

2008  40.9  10.8  30.8  14.4  3.1  100.0 

2009  37.7  11.5  32.8  16.0  2.1  100.0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不包括該些未有就活動狀況提供資料的人士。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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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曾有犯罪紀錄的所有曾被呈報吸食毒品的 15‐24 歲人士的比例介
乎於 48.8%  及 51.2%  之間。然而，這比例自 1997 年起便逐漸下降。(見表 6.7) 
 

表  6.7：按曾否有犯罪紀錄劃分的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所有曾被呈報吸毒人士百分比, 19972009 

年份 
Year 

曾否有犯罪紀錄 
Whether previously convicted 

曾有犯罪紀錄 
Convicted 

% 

未曾有犯罪紀錄 
Not previously convicted 

% 

1997  65.3    34.7   

1998  64.9    35.1   

1999  64.0    36.0   

2000  51.0    49.0   

2001  48.3    51.7   

2002  49.4    50.6   

2003  50.3    49.7   

2004  54.7    45.3   

2005  50.8    49.2   

2006  48.8    51.2   

2007  50.4    49.6   

2008  48.8    51.2   

2009  51.2    48.8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不包括該些未有就曾否有犯罪紀錄提供資料的人士。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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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毒品的原因   

 
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被呈報吸毒青年中，最普遍吸食毒品原因是「受到同輩朋友影響  
/  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而因為「解悶   /  情緒低落   /  焦慮」而吸食毒品的比例有明顯
的上升，由 2005 年的 38.2%  上升至 2009 年的 49.2%，成為第二主要吸食毒品的原因。（見
表 6.8）  
 
表  6.8：按現時吸食毒品原因劃分的年齡介乎 15至 24歲所有曾被呈報吸毒人士的百分比, 19972009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避免因沒有吸食毒品而感到不適 
To avoid discomfort for its absence 

35.8  36.5  37.8  27.0  23.1  22.6  22.3 

受到同輩朋友影響∕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 
Peer influence/To indentify with peers 

52.2  50.2  53.7  58.4  55.1  51.8  53.3 

出於好奇 
Curiosity 

39.0  35.2  34.6  38.1  38.0  35.1  36.2 

解悶∕情緒低落∕焦慮 
Relief of boredom/ Depression/Anxiety 

21.3  25.1  27.2  26.9  25.5  28.3  28.1 

尋求快感或官能上的滿足 
To seek euphoria or sensory satisfaction 

17.0  24.4  22.1  34.7  32.3  31.6  24.0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避免因沒有吸食毒品而感到不適 
To avoid discomfort for its absence 

16.7  12.9  12.0  14.8  18.5  18.1   

受到同輩朋友影響  ∕  想和同輩朋友打成一片 
Peer influence/To indentify with peers 

53.7  63.0  58.2  52.1  59.8  62.7   

出於好奇 
Curiosity 

38.9  35.8  44.7  45.7  44.4  42.9   

解悶∕情緒低落∕焦慮 
Relief of boredom/ Depression/Anxiety 

30.3  38.2  40.3  40.2  42.8  49.2   

尋求快感或官能上的滿足 
To seek euphoria or sensory satisfaction 

24.8  34.1  35.1  34.3  31.6  32.5   

                

註： 
(1) 只包括曾被呈報的個案。 
(2) 不包括該些未有就曾否有犯罪紀錄提供資料的人士。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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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學生吸毒問題 
 

學生的毒品的來源 
 
於   2008/09  年度，就讀於中學或更高教育程度課程而有吸食毒品的學生之中，最普遍之
毒品來源為「朋友」。而在有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中，第二及第三普遍毒品來源為「兄弟姐妹」  
(24.8%)  及「同學」   (19.4%)。至於就讀學士學位課程及其他專上課程的吸食毒品學生的
第二及第三普遍之毒品來源分別為「同學」   (28.5%  及   20.9%)  及「毒販」   (25.6%  及  
17.3%)。(見表 6.9) 
 
表  6.9:  按吸食毒品學生的教育程度劃分的提供毒品的人, 2008/09 

2008/09 

  

高小 
Upper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院校學士學

位課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UGC‐funded 
Institutions 

其他專上課程 
Other 

post‐secondary 
programmes 

總計 
Total 

   %  %  %  %  % 

朋友  Friends  19.1    39.5    71.4    55.3    42.5 

同學 Schoolmates  18.9    19.4    28.5    20.9    20.3 

兄弟姊妹 Brothers/ sisters  7.3    24.8    3.9    14.3    19.0 

毒販 Drug dealers  19.2    13.0    25.6    17.3    15.6 

男朋友  /  女朋友 Boyfriend / girlfriend  12.5    10.7    11.2    8.5    10.5 

陌生人 Strangers  20.7    8.9    15.7    6.9    10.5 

網友 Web pals  17.0    8.8    6.0    3.8    8.7   

藥房 Pharmacies  13.3    7.5    8.5    5.4    7.9   

父母 Parents  15.0    7.9    4.9    4.1    7.8   

鄰居 Neighbours  13.2    4.8    8.1    4.0    5.9   

親戚 Relatives  11.6    4.2    6.3    3.5    5.1   

其他 Others  33.6    17.9    14.0    14.2    18.0 
 
註： 
(1) 學生可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2) 百分比是以提供有關資料的各組別吸食毒品中學生計算。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198 

學生通常吸食毒品地方 

 
於   2008/09  年度，學生最通常吸食毒品的地點為「朋友   /  同學   /  鄰居的家中」  (34.4%)，
其次為「卡拉   OK    /  的士高」  (28.5%)  及「自己家中」  (24.8%)。除以上原因，較多吸
食毒品的中學生亦會在「公眾遊樂場   /  球場   /  公園   /  公廁」吸食毒品   (22.0%)，而就
讀學士學位課程及其他專上課程的學生則較多亦會在「酒吧」吸食毒品(25.5%  及 26.6%)。
(見表 6.10)   

 
表  6.10：按就讀教育課程劃分的通常吸食毒品的地方, 2008/09 

2008/09 

  

高小 
Upper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院校學士學

位課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UGC‐funded 
Institutions 

其他專上課程 
Other 

post‐secondary 
programmes 

總計 
Total 

   %  %  %  %  % 
朋友  /  同學  /  鄰居的家中 
Friend's / schoolmate's / neighbour's home

11.4    36.2    54.9    34.6    34.4 

卡拉  OK    /  的士高 
Karaoke/ disco 

16.4    25.1    26.4    47.4    28.5 

自己家中 
My home 

28.1    25.0    28.8    20.3    24.8 

公眾遊樂場  /  球場  /  公園  /  公廁 
Public playground/ park/ public toilet 

15.0    22.0    16.1    15.4    19.2 

酒吧 
Bar/ pub 

12.2    17.0    25.5    26.6    19.1 

大廈梯間或大廈的公眾地方 
Staircase or public area in building 

5.7    16.3    9.6    11.4    13.3 

網吧 
Internet café 

20.8    13.6    1.8    5.9    11.9 

學校(包括宿舍) 
School (including dormitory) 

8.7    10.9    14.9    10.2    10.9 

其他樓上娛樂場所 
Other upstairs entertainment venues 

9.1    10.3    4.0    12.6    10.0 

沙灘 
Beach 

8.4    8.3    14.0    6.8    8.5   

出租屋  /  渡假屋  /  出租地方 
Holiday rental resort/ rental place 

11.7    6.9    9.4    10.0    8.4   

電子遊戲機中心 
Video game centre 

8.6    7.6    1.8    5.8    6.9   

商場 
Shopping malls 

7.6    5.8    3.9    4.3    5.6   

戲院 
Cinema 

8.3    4.4    4.1    3.4    4.7   

商店 
Shops 

6.1    3.4    2.9    2.6    3.5   

其他地方 
Other places 

37.9    23.9    24.5    16.4    24.3 
 
註：  (1)  學生可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2)  百分比是以提供有關資料的各組別吸食毒品中學生計算。 

資料來源︰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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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吸食毒品的原因   

 
於 2008/09 年度，在有吸食毒品的學生中，最主要吸食毒品原因為「好奇」  (42.4%)、「受
朋輩影響」  (29.9%)  及「消愁解悶   /  逃避不開心或不安的感覺」  (29.2%)。除以上原因，
在 那 些 有 吸 食 毒 品 的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及 其 他 專 上 課 程 的 學 生 中 ， 亦 較 多 為 了 「 尋 求 刺 激 」
(39.0%  及   31.5%)而吸食毒品。(見表 6.11)   

 
表  6.11：按就讀教育課程劃分的學生吸食毒物原因, 2008/09 

2008/09 

  

高小 
Upper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院校學士學

位課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UGC‐funded 
Institutions 

其他專上課程 
Other 

post‐secondary 
programmes 

總計 
Total 

   %  %  %  %  % 

好奇 
Curiosity 

35.8  39.4  65.1  47.2  42.4 

受朋輩影響 
Peer influence 

24.3  29.5  29.7  35.0  29.9 

消愁解悶  /  逃避不開心或不安的感覺 
Relief of boredom/ depression/ anxiety 

25.6  29.7  29.7  29.3  29.2 

尋求刺激 
To seek euphoria/ sensory satisfaction 

17.9  24.7  39.0  31.5  26.2 

減輕壓力 
To relieve stress 

19.8  24.5  20.5  27.4  24.2 

提神 
To freshen up myself 

9.9  16.0  11.3  12.3  14.2 

跟潮流 
To be trendy 

10.1  16.0  9.9  12.1  14.1 

炫耀 
To show off 

7.7  13.4  9.8  9.1  11.6 

其他原因 
Other reasons 

35.2  25.5  22.2  18.5  25.1 
 
註： 
(1) 學生可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2) 百分比是以有提供相關資料的各組別吸食毒品的中學生計算。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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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校方及同輩的關係 

 
在 2008/09 年度，同意「我的父母關注我的感受」的不曾吸食毒品中學生的百分比   (76.8%)，
較曾吸食毒品的中學生   (65.6%)  多。此外，有較大比例的曾吸食毒品的中學生   (40.1%)  同
意「我常會不遵守校規」的說法，而不曾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中只有 22.4%同意。(見表 6.12)   

 
表  6.12:  與家人、校方及同輩的關係(中學學生), 2008/09 

   2008/09 

  

曾吸食毒品的
中學生 

Drug‐taking 
secondary 
students 

不曾吸食毒品的
中學生 

Non‐drug‐taking 
secondary 
students 

所有中學生 
All secondary 
students 

   %  %  % 

「我的父母關注我的感受。」 
“My parents care about my feelings.”     

  

                            同意 Agreed  65.6    76.8    76.4   

                            不同意 Disagreed  34.4    23.2    23.6   

「我覺得自己在學校裡佔有重要的位置。」 
“I feel I am well‐liked in school.”     

  

                            同意 Agreed  48.1    48.1    48.1   

                            不同意 Disagreed  51.9    51.9    51.9   

「在好朋友之間我常有自己的主意。」 
“I always have my own idea among my group of friends.”     

  

                            同意 Agreed  69.9    75.2    75.0   

                            不同意 Disagreed  30.1    24.8    25.0   

「我的好朋友不可以做違法或違規的事情。」 
“My close friends do not do anything that breaks the law.”     

  

                            同意 Agreed  51.6    66.2    65.5   

                            不同意 Disagreed  48.4    33.8    34.5   

「我非常容易受好朋友影響。」 
“I am influenced by my close friends easily.”     

  

                            同意 Agreed  49.0    50.1    50.0   

                            不同意 Disagreed  51.0    49.9    50.0   

「我常會不遵守校規。」 
“I often break school rules”.     

  

                            同意 Agreed  40.1    22.4    23.1   

                            不同意 Disagreed  59.9    77.6    76.9   
 
註： 
(1) 百分比是以有提供相關資料的各組別學生為基礎計算。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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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接收的反吸毒資訊 

 
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的禁毒信息的主要資訊來源為「電視、收音機及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  
(2004/05︰74.5%  ；2008/09︰79.1%)。在 2008/09 年度，第二及第三個主要的禁毒資訊
來源分別為「禁毒宣傳海報」   (66.3%)  及「禁毒講座」   (63.3%)。(見表 6.13)   
 
表  6.13：不曾吸食毒品的學生的禁毒信息的主要資訊來源, 2004/05 – 2008/09 

   2004/05  2008/09 

   %  % 

電視、收音機及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 
Mass media such as TV, radio, newspaper, etc. 

74.5    79.1   

禁毒宣傳海報 
Anti‐drug posters 

n.a.  66.3   

禁毒講座 
Anti‐drug talks 

n.a.  63.3   

學校課程(3) 

School curriculum 
20.3    58.5   

書本 
Books 

n.a.  30.3   

互聯網  (包括電郵/網誌/即時傳信) 
The internet (including email/ blog/ MSN) 

1.0    23.9   

志願青少年機構 
Voluntary youth agencies 

2.4    14.2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Drug InfoCentre 

n.a.  8.6   

其他來源 
Other sources 

1.8    11.4   

 
註： 
(1) 學生可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2) 百分比是以有提供有相關資料的各組別吸食毒品的中學生計算。 
(3) 在 2004/05 的調查中，選項的名稱是「學校」。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四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05)，《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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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那 些 不 曾 吸 食 毒 品 的 學 生 中 ， 最 多 學 生 偏 好 由 「 曾 經 濫 用 藥 物 人 士 」 傳 遞 禁 毒 資 訊  
(2008/09︰44.2%；2004/05︰32.2%)，其次為「電視   /  電影明星或流行歌手」  (2008/09︰
17.4%；2004/05︰24.3%)。(見表 6.14) 
 
表  6.14:  最喜歡由誰傳遞禁毒資訊, 2004/05 – 2008/09 

   2004/05  2008/09 

   %  % 

曾經濫用藥物人士 Ex‐drug abusers  32.2    44.2   

電視  /  電影明星或流行歌手 TV / movie stars or pop singers 24.3    17.4   

醫療界專業人士 Medical professionals  14.5    8.3   

老師 Teachers  5.5    4.6   

父母 Parents  5.2    6.2   

社工 Social workers  4.5    4.0   

有名的運動員 Famous athletes  3.5    2.7   

政府官員 Government officials  0.8    1.0   

其他 Others  9.6    11.4   
 
註： 
(1) 百分比是以有提供相關資料的不曾濫用藥物的學生為基礎而計算的。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四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05)，《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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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8/09 年度，於那些曾吸食毒品的學士學位課程及其他專上課程的學生中，最普遍認
為「朋友」能給予他們最大幫助   (32.5%  及 20.0%)。而於那些曾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中，最
普遍認為「戒毒機構」   (26.8%)  能給予他們最大的幫助。(見表 6.15) 
 
表  6.15:  曾吸食毒品的學生認為給予他們最大幫助的人, 2008/09 

2008/09 

  

中學 
Secondary 

大學教育資助委
員會院校學士學

位課程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in 
UGC‐funded 
Institutions 

其他專上課程 
Other 

post‐secondary 
programmes 

總計 
Total 

   %  %  %  % 

戒毒機構 
Drug treatment organisations 

26.8  0.0  16.0  23.8 

朋友 
Friends 

13.9  32.5  20.0  15.7 

社工 
Social workers 

14.3  10.0  12.4  13.8 

男朋友/女朋友 
Boyfriend/ girlfriend 

12.5  9.0  12.9  12.4 

同學 
Schoolmates 

8.5  9.6  10.0  8.8 

父母 
Parents 

4.7  8.7  4.2  4.7 

網友 
Webpals 

2.8  5.7  1.3  2.7 

兄弟姊妹 
Brothers / sisters 

2.2  3.8  3.1  2.4 

醫生及醫護人員 
Doctors and medical staff 

1.9  9.3  1.5  2.1 

警方的學校聯絡主任 
Police School Liaison Officer 

1.8  0.0  1.3  1.6 

親戚 
Relatives 

0.7  0.0  1.4  0.8 

鄰居 
Neighbours 

0.7  0.0  1.1  0.7 

老師 
Teachers 

0.4  0.0  1.6  0.6 

其他 
Others 

8.8  11.4  13.3  9.7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學生可選擇多過一個答案。 
(2) 百分比是以有提供相關資料的各組別吸食毒品學生為基礎而計算的。 
(3) 高小學生沒有被問及此題。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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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吸食毒品問題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約 4%的中一至中七學生頗同意或非常同意在節日氣氛
下，吸食少量毒品無傷大雅。反映小部分青年可能在節日的氣氛影響下，無視毒品的禍害
而接受吸毒行為。該調查更發現，3.7%的中學生分別曾在節日裡吸食毒品和近 20%中學生
觀察到他們的同學或朋友在節日裡曾吸食毒品。(見表 6.16‐6.18) 
 

表  6.16：對「在節日氣氛下，吸食少少毒品是無傷大雅的」的同意程度  (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吸食少少毒品是無傷大雅的 
Consuming a small amount of 
drugs is not a big deal 

21  23  108  888 
41  1,081 

1.9%  2.1%  10.0%  82.1% 

44  996 
3.8%  100.0%

4.0%  92.1%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表  6.17：節日裡「吸食毒品  (包括少量毒品)」的習慣  (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頻密程度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經常  Frequently  10  0.9% 

間中  Sometimes  6  0.6% 

甚少  Rarely  14  1.3% 

試過一次  Tried once only  10  0.9% 

從來沒有  Never  1,022  94.5%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19  1.8% 

合計  Total  1,081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05 

表  6.18：按受訪者觀察，他們認識的同學  /  朋友中，有在節日中吸食毒品習慣的比例  (中一至中七
學生), 2009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大部分有  The majority have consumed  18  1.7% 

一半一半  Half‐half  28  2.6% 

少部分有  Few of them have consumed  57  5.3% 

極少數有  A very few have consumed  111  10.3% 

全部不吸食  No one has consumed  515  47.6%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352  32.6% 

合計  Total  1,081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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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吸煙 
 

6.2.1    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青年數目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主 題 性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顯 示 ，15‐24 歲 的 習 慣 每 日 吸 食 香 煙 人 士 數 目 由
2000 年的 70,900 人下降至 2007/08 年間的 49,400 人。與此同時，此年齡組別中的習慣每
日吸食香煙人士比例也由 2000 年的 8.0%下降至 2007/08 年間的 5.7%。不過，雖然男性
青年及 15‐19 歲女性青年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比例有明顯下降，但 20‐24 歲習慣每日吸食
香煙的女性青年比例則只由 2000 年的 4.9%下降至 2007/08 年間的 4.5%。數據亦顯示，
與其他相關組別比較，男性和 20‐24 歲的青年較多為習慣每日吸食香煙人士。(見表 6.19)   
 
表  6.19：按年齡及性別劃分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1524 歲)數目, 2000 – 2007/08 

性別/年齡組別 
Sex/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數目 
No.   

比率*
數目
No.   

比率*
數目
No.   

比率* 
數目 
No.   

比率*

('000)  %  Rate ('000) %  Rate ('000) %  Rate  ('000)  %  Rate*

男性 
Male 

15 ‐ 19  14.9    27.2  6.4  11.8  22.5  5.3  11.3  23.1  4.9    7.9    21.2  3.5 

20 ‐ 24  39.9    72.8  17.9  40.9  77.5  18.6  37.6  76.9  16.6  29.4    78.8  13.7 

合計  Overall@  54.8    100.0  12.0  52.7  100.0  11.9  48.8  100.0  10.8  37.3    100.0  8.4 

   (77.3)    (77.3)   (77.7)     (75.6)    

女性 
Female 

15 ‐ 19  5.7    35.2  2.6  4.9  31.4  2.3  4.4  31.6  2.0    2.5    21.1  1.2 

20 ‐ 24  10.5    64.8  4.9  10.6  68.6  4.8  9.6  68.4  4.7    9.5    78.9  4.5 

合計  Overall@  16.1    100.0  3.7  15.5  100.0  3.6  14.0  100.0  3.3    12.1    100.0  2.8 

   (22.7)    (22.7)   (22.3)     (24.4)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5 ‐ 19  20.6    29.0  4.5  16.7  24.5  3.8  15.7  24.9  3.5    10.5    21.2  2.4 

20 ‐ 24  50.3    71.0  11.5  51.5  75.5  11.7  47.2  75.1  11.0  38.9    78.8  9.1 

合計  Overall@  70.9    100.0  8.0  68.2  100.0  7.8  62.8  100.0  7.2    49.4    100.0  5.7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    在個別年齡及性別分組中佔所有人士的百分比。 
(2)  @  括號內的數字顯示在所有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中所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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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開始每周吸食香煙的年齡 
 
在 2002 至 2008 年間的調查發現，大部分 15‐24 歲習慣每日吸食香煙人士於他們 15 至 19
歲時開始有每周吸食香煙的習慣。而在 2007/08 年間，與同一年齡組別的男性(13.6%)相
比，較多 20‐24 歲每日吸食香煙習慣的女性(20.5%)，於 10 至 14 歲時便開始有每周吸煙的
習慣。(見表 6.20)   
 
表  6.20：按開始每周吸食香煙的年齡,  現在年齡及性別劃分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數目, 
2002/03 – 2007/08 

開始每周吸食香煙的年齡 
Age started smoking cigarette weekly 

年份  Year 

2002/03  2005  2007/08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  ('000)  %  ('000)  % 

年齡介乎 15 至 19 歲的男性    Male aged 15 – 19 
< 10  § § § §  §  §

10 – 14  4.5  38.2  2.6  23.2  2.0  24.7 

15 – 19  7.3  61.8  8.6  76.8  5.7  72.2 

20 – 24  § § § §  §  §

Total  11.8  100.0  11.3  100.0  7.9  100.0 

年齡介乎 15 至 19 歲的女性    Female aged 15 – 19  
< 10  § § § §  §  §

10 – 14  1.9  38.7  1.8  40.4  §  §

15 – 19  3.0  61.3  2.6  59.6  1.7  68.3 

20 – 24  § § § §  §  §

Total  4.9  100.0  4.4  100.0  2.5  100.0 

年齡介乎 20 至 24 歲的男性 Male aged 20 ‐ 24  
< 10  § § § §  §  §

10 ‐ 14  6.5  15.9  4.5  11.9  4.0  13.6 

15 ‐ 19  28.8  70.5  26.9  71.5  21.7  73.7 

20 ‐ 24  5.4  13.2  6.0  16.1  3.7  12.7 

Total  40.9  100.0  37.6  100.0  29.4  100.0 

年齡介乎 20 至 24 歲的女性  Female aged 20 – 24 
< 10  § § § §  §  §

10 ‐ 14  1.5  14.5  1.0  10.8  1.9  20.5 

15 ‐ 19  7.9  73.9  8.0  84.0  6.1  63.8 

20 ‐ 24  1.1  10.1  § §  1.5  15.7 

Total  10.6  100.0  9.6  100.0  9.5  100.0 

男女合計(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 Both Sexes aged 15‐24  
< 10  § § § §  §  §

10 – 14  14.4  21.2  9.9  15.8  8.5  17.2 

15 – 19  47.0  68.9  46.2  73.5  35.2  71.3 

20 – 24  6.5  9.5  6.5  10.4  5.2  10.6 

Total  68.2  100.0  62.8  100.0  49.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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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  由於抽樣誤差甚大，數目少於 1 000  的估計(包括數值為零的數字)或基於這些估計而編製的相關統計數字

(如百分比、比率和中位數)，在本統計表內不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6.2.3  每日平均吸食香煙數目 
 
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 15‐24 歲青年的平均每日吸食香煙支數由 2000 年的 13 支下降至 2005
年的 11 支，但於 2007/08 年間回升至 12 支。於 2007/08 年間，39.3%  的 20‐24 歲和 33.7%
的 15‐19 歲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青年，每日平均吸食 11‐20 支香煙。另外在同一年度，15‐24
歲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男性   (43.3%)  相比同年齡組別的女性   (22.1%)  有較高比例每日
平均吸食 11‐20 支香煙。(見表 6.21‐6.22) 
 
表  6.21：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每日平均吸食香煙支數, 2000  2007/08 

性別/年齡組別 
Sex / Age group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年齡  Age    

        15 – 19  13  12  9  11 

        20 – 24  12  14  11  12 

性別  Sex    

        男  Male  13  14  11  13 

        女  Female  11  12  9  11 

總計  Total  13  13  11  12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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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按年齡/性別及每日吸食香煙支數劃分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1524)數目, 2000 – 
2007/08 

每日吸食香煙支數 
Daily consumption of cigarettes 

年份  Year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數目  No.    

('000) %  ('000) %  ('000) %  ('000)  % 

年齡介乎 15 至 19 歲   
Aged 15 ‐ 19 

  
   

1 – 10  11.9  57.7  10.3  61.7  11.6  73.7  6.9  66.3 

11 – 20  6.7  32.7  6.1  36.4  4.1  26.3  3.5  33.7 

≧21  2.0  9.6  § § § §  §  §

Total  20.6  100.0  16.7  100.0  15.7  100.0  10.5  100.0 

年齡介乎 20 至 24 歲   
Aged 20 ‐ 24 

                       

1 ‐ 10  30.7  60.9  26.3  51.0  33.4  70.9  23.1  59.4 

11 ‐ 20  18.0  35.7  23.3  45.3  13.2  28.0  15.3  39.3 

≧21  1.7  3.4  1.9  3.7  § §  §  §

Total  50.3  100.0  51.5  100.0  47.2  100.0  38.9  100.0 

男性     
Male 

                       

1 ‐ 10  30.7  56.0  26.5  50.3  33.3  68.1  20.9  56.0 

11 ‐ 20  20.8  38.0  24.0  45.5  15.0  30.7  16.2  43.3 

≧21  3.3  6.0  2.2  4.2  § §  §  §

Total  54.8  100.0  52.7  100.0  48.8  100.0  37.3  100.0 

女性     
Female 

                       

1 – 10  11.8  73.3  10.1  65.0  11.7  83.6  9.1  75.8 

11 – 20  3.9  24.1  5.4  35.0  2.3  16.4  2.7  22.1 

≧21  § § § § § §  §  §

Total  16.1  100.0  15.5  100.0  14.0  100.0  12.1  100.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 – 10  42.5  60.0  36.6  53.6  45.0  71.6  30.1  60.9 

11 – 20  24.7  34.9  29.4  43.1  17.3  27.5  18.8  38.1 

≧21  3.7  5.2  2.2  3.2  § §  §  §

Total  70.9  100.0  68.2  100.0  62.8  100.0  49.4  100.0 
 
 

註： 
(1) §    由於抽樣誤差甚大，數目少於 1 000  的估計(包括數值為零的數字)或基於這些估計而編製的相關統計數

字(如百分比、比率和中位數)，在本統計表內不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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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開始吸食香煙的原因 
 
於 2000 至 2007/08 年間，在 15‐24 歲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當中，開始吸食香煙的最
主要原因為「受朋友影響」，其次為「好奇」。數據顯示，報稱因「受朋友影響」而開始吸
食香煙的 15‐24 歲習慣每日吸食香煙人士比例由 2000 年的 72.4%下降至 2007/08 年度的
63.2%。而因「好奇」而開始吸食香煙的則由 2000 年的 27.0%  上升至 2007/08 年度的 39.5%。
(見表 6.23) 

 
表  6.23：按開始吸食香煙的原因及性別劃分的習慣每日吸食香煙的人士(1524)數目, 2000  2007/08 

男性  Male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開始吸食香煙的原因# 
Reason for starting to smoke 
cigarette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  ('000) %  ('000) %  ('000)  % 

受朋友影響 
Influence of friends 

40.6  74.1  39.3  74.5  36.9  75.5    23.8    63.7 

好奇 
Out of curiosity 

14.1  25.8  14.2  26.9  18.3  37.4    14.6    39.0 

社交應酬需要 
Necessity in social functions 

5.9  10.8  7.8  14.7  2.9  6.0    2.0    5.2 

消磨時間 
Killing time 

5.4  9.8  5.4  10.2  §  §  §  § 

減輕精神壓力 
Easing tension 

4.2  7.6  4.4  8.4  3.0  6.1    §  § 

提神 
Refreshing one's mind 

6.7  12.2  4.4  8.4  1.8  3.6    §  § 

受家人影響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8.7  15.8  6.5  12.3  4.2  8.6    3.6    9.6 

看來更成熟/有氣派 
To look more mature / stylish 

2.9  5.2  §  §  1.7  3.5    §  § 

受公眾人物/藝人影響 
Influence of public figures / artistes 

1.7  3.0  §  §  §  §  §  § 

受電視節目/電影影響 
Influence of TV programs / movies 

§  §  §  §  §  §  §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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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Female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開始吸食香煙的原因# 
Reason for starting to smoke 
cigarette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  ('000) %  ('000) %  ('000)  % 

受朋友影響 
Influence of friends 

10.7  66.4  11.5  74.0  10.8  77.3    7.4    61.6 

好奇 
Out of curiosity 

5.0  30.9  3.4  22.0  3.0  21.5    5.0    41.1 

社交應酬需要 
Necessity in social functions 

1.9  12.0  1.7  10.9  1.4  9.9    §  § 

消磨時間 
Killing time 

1.2  7.1  1.5  10.0  §  §  §  § 

減輕精神壓力 
Easing tension 

3.5  21.4  1.9  12.0  1.7  12.2    §  § 

提神 
Refreshing one's mind 

2.7  16.8  §  §  1.1  7.7    §  § 

受家人影響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3.9  23.9  1.9  12.0  §  §  §  § 

看來更成熟/有氣派 
To look more mature / stylish 

1.2  7.3  §  §  §  §  §  § 

受公眾人物/藝人影響 
Influence of public figures / artistes 

§  §  §  §  §  §  §  § 

受電視節目/電影影響 
Influence of TV programs / movies 

§  §  §  §  §  §  §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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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合計  Both Sexes                         

   2000  2002/03  2005  2007/08 

開始吸食香煙的原因# 
Reason for starting to smoke 
cigarette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人數 
No. of persons 

('000) %  ('000) %  ('000) %  ('000)  % 

受朋友影響 
Influence of friends 

51.3  72.4  50.8  74.4  47.7  75.9    31.2    63.2 

好奇 
Out of curiosity 

19.1  27.0  17.6  25.8  21.3  33.9    19.5    39.5 

社交應酬需要 
Necessity in social functions 

7.8  11.1  9.5  13.9  4.3  6.8    2.7    5.4 

消磨時間 
Killing time 

6.5  9.2  6.9  10.2  1.8  2.8    §  § 

減輕精神壓力 
Easing tension 

7.6  10.8  6.3  9.2  4.7  7.4    §  § 

提神 
Refreshing one's mind 

9.4  13.3  5.2  7.6  2.8  4.5    §  § 

受家人影響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12.5  17.6  8.3  12.2  4.4  7.0    3.8    7.7 

看來更成熟/有氣派 
To look more mature / stylish 

4.1  5.7  1.4  2.1  1.7  2.7    §  § 

受公眾人物/藝人影響 
Influence of public figures / artistes 

2.4  3.4  §  §  §  §  §  § 

受電視節目/電影影響 
Influence of TV programs / movies 

§  §  1.1  1.6  §  §  §  § 
 

註：   
(1) #    可選擇多項答案。 
(2) §    由於抽樣誤差甚大，數目少於 1,000  的估計(包括數值為零的數字)或基於這些估計而編製的相關統計

數字(如百分比、比率和中位數)，在本統計表內不予公布。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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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節日吸煙問題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一成的中一至中七學生頗同意或非常同意在節日氣
氛下，吸煙是沒有問題的。調查更發現 16.3%  的中學生曾於節日中吸煙。反映節日慶祝活
動可能是青年人嘗試吸煙的其中一個場合。(見表 6.24‐6.25) 
 

表  6.24：對「在節日氣氛下，食煙是沒有問題的」的同意程度  (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在節日氣氛下， 
食煙是沒有問題的。」 
“Smoking is not a 
problem under the festive 
atmosphere” 

42  67  187  736 
49  1,081 

3.9%  6.2%  17.3%  68.1% 

109  923 
4.5%  100.0%

10.1%  85.4%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9)。 
 
 

表  6.25：節日裡吸煙的習慣  (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頻密程度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經常  Frequently  28  2.6% 

間中  Sometimes  33  3.1% 

甚少  Rarely  53  4.9% 

試過一次  Tried once only  62  5.7% 

從來沒有  Never  875  80.9%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30  2.8% 

合計  Total  1,081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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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酗酒 
 

6.3.1  飲酒的頻密程度和數量 
 
衞生署在 2005 至 2009 年進行的行為風險因素調查顯示，18‐24 歲青年在調查前一個月曾
飲最少一杯酒精飲品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27.1%  上升至 2009 年的 37.1%。於這些飲酒
的青年當中，較多每星期少於一日飲酒最少一杯，而曾一次過飲下最少五杯   /  罐酒精飲品
的青年的百分比則徘徊在 25.7%和 30.9%之間。(見表 6.26‐6.28)   
 
表  6.26：1824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曾否飲最少一杯酒精飲品, 2005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是 
Yes 

    2005(2)  277  27.1% 

2006  259  25.4% 

2007  274  33.8% 

2008  272  36.2% 

2009  277  37.1%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使用二零零五年四月調查的數字。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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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1824 歲青年在過去一個月飲最少一杯酒精飲品的頻密程度, 2005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每星期 6 日 
或以上 

6 days or more per 
week 

每星期 4‐5 日 
4‐5 days 
per week 

每星期 2‐3 日 
2‐3 days per week 

每星期少於 1 日
1 day or 

less per week 

    2005(2)  75  5.3%  3.0%  13.3%  78.4% 

2006  64  4.6%  0.0%  26.2%  69.2% 

2007  93  4.0%  1.6%  9.8%  84.6% 

2008  99  1.6%  1.6%  14.5%  82.3% 

2009  101  1.6%  1.6%  11.7%  85.1%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使用二零零五年四月調查的數字。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5, 2007‐2009)，2006 年數字由衞生署提供。 
 
 

表  6.28：曾否一次過飲下最少  5  杯/罐酒精飲品(18 至 24 歲的飲酒人士), 20052009 

年份 
Year 

基數 
Base 

是 
Yes 

否 
No 

    2005(2)  75  30.9%  69.1% 

2006  64  29.7%  70.3% 

2007  93  26.7%  73.3% 

2008  99  25.7%  74.3% 

2009  103  27.7%  72.3%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使用二零零五年四月調查的數字。 
 
資料來源: 
衞生署，相關年份的《行為風險因素調查主要報告》(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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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節日飲酒問題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一項調查，約超過三分之一   (35.8%)  的中一至中七學生頗同意或非常
同意在節日氣氛下，飲酒是應該的。調查更發現約兩成   (19.5%)  的中學生經常或間中於節
日中飲酒，反映在節日慶祝活動裡飲酒在部分青年人當中，可能已經是慣常的活動。(見表
6.29‐6.30) 
 
表  6.29：對「在節日氣氛下，飲酒是應該的  (包括有酒精成份的汽水/啤酒等)」的同意程度  (中一
至中七學生), 2009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在節日氣氛下，飲酒
是應該的  (包括有酒精
成份的汽水  /  啤酒
等)」 
Drinking alcohol is 
acceptable under the 
festive atmosphere 

101  287  351  279 
63  1,081 

9.3%  26.5%  32.5%  25.8% 

388  630 

5.8%  100.0%
35.8%  58.3%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表  6.30：節日裡飲酒的習慣  (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頻密程度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經常  Frequently  47  4.3% 

間中  Sometimes  164  15.2% 

甚少  Rarely  221  20.4% 

試過一次  Tried once only  126  11.7% 

從來沒有  Never  501  46.3%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2  2.0% 

合計  Total  1,081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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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吸食毒品與吸煙和飲酒的關係 
 
根據保安局禁毒處的《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顯示，中學生報稱曾飲酒的比例由2004/05
年間的66.5%  下降至2008/09年間的64.9%，曾吸煙的比例由2004/05年間的15.6%下降至
2008/09的12.2%，而學生吸食毒品的百分比則由2004/05年間的3.3%上升至2008/09年間
的4.3%。(見表6.31) 
 
表  6.31：曾飲酒、吸煙或吸毒學生的比例(中學學生), 2004/05  2008/09 

   酒精 
Alcohol 

煙草 
Tobacco 

毒品 
Drug 

   %  %  % 

2004/05  66.5  15.6  3.3 
2008/09  64.9  12.2  4.3 

 
註： 
(1) 百分比是以調查範圍內所有中學生為基礎而計算。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在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中，39.6%同時亦有吸煙，而不曾吸食毒品的中學生則只有 11.0%  同
時亦有吸煙。另一方面，在吸食毒品的中學生中，   37.1%同時有吸煙和飲酒，而不曾吸食
毒品的中學生中則只有 10.5%  有此情況。(見表 6.32) 
 
表  6.32：吸食毒品與吸煙和飲酒的關係(中學學生), 2008/09 

   2008/09 

  

吸食毒品的 
中學生 

Drug‐taking 
secondary 
students 

不曾吸食 
毒品的中學生 
Non‐drug‐taking 

secondary 
students 

所有中學生 
All secondary 
students 

%  %  % 

吸煙者 Tobacco user  39.6  11.0  12.2 

飲酒人士 Alcohol user  66.8  64.9  64.9 

同時吸煙及飲酒人士 Both tobacco and alcohol user  37.1  10.5  11.6 
 
註： 
(1) 百分比是以調查範圍內相關組別的中學生為基礎而計算的。 
 
資料來源︰ 
保安局禁毒處，《二零零八／零九年學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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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違法及偏差行為 
在過去八年，每十萬人口中 16‐20 歲的青年被捕的數字普遍下降。被捕的青年當中，以因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而被捕的男性較多。這一章會分析和探討有關青少年犯罪、非法
賭博和非法網上行為。  
 

7.1  青年罪行 
 

7.1.1  青年被捕人數 
 
每十萬人口當中，16‐20 歲男性青年被捕的數目由 2005 年的 1,747.6 人上升至 2007 年的
1,856.6 人，但在 2009 年時下降至 1,654.6 人，至於女性青年的每十萬人口計被捕數目則
由 2005 年的 425.7 人下降至 2008 年的 391.6 人，但於 2009 年又上升至 413.0 人。年齡
介乎 16‐20  歲的青年人的被捕比率，較所有已達需負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人口的被捕比率
為高。16 至 20 歲男性青年的被捕比率，相比所有 10 歲或以上男性的被捕比率明顯較高，
顯示男性較傾向在年青時犯案。總體來說，2005 至 2009 年的青年被捕比率相較 2002 至
2004 年為低。（見表 7.1）  
 
表  7.1：以每 10 萬名人口計算的犯罪被捕人數(4), 20022009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2,213.4  2,275.6  2,189.3  1,747.6  1,829.7  1,856.6  1,742.8  1,654.6 

女性  Female    450.8  451.9  453.4  425.7  421.4  394.7    391.6    413.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355.3  1,382.2  1,331.5  1,092.6  1,133.5  1,138.7  1,083.0  1,050.9 
  

 
  

   
  

10 歲或以上(1) 
Aged 10 or 
above 

男性  Male  1,003.9  n.a.(2) 1,114.1  1,022.4  1,055.8  1,059.6  1,005.1  976.2 

女性  Female    269.4  n.a.(2) 307.7  315.5  317.5  321.5    311.5    318.7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625.1  674.4 693.4  651.9  667.1  669.3    636.7    625.7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2) 基於註[1]的原因，數字未能根據已公布的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男女合計的犯罪被捕人數比率來自香港警務處刊登於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2008
至 2010 年版的資料，其他數字根據政府統計處年中人口統計由編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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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以每 10 萬名人口計算的犯罪被捕 16 至 20 歲青年人數(4), 20022009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2) 基於註 1 的原因，數字未能根據已公布的數字計算。 
(3) 從香港統計年刊取得的數字。 
(4) 使用年中人口統計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部分數字根據政府統計處人口資料由編者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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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16‐20 歲的青年較多因為「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
「爆竊、盜竊及接贓」、「嚴重毒品罪行」和「雜項罪案」而被捕。當中男性青年較多因
為「傷人或嚴重毆打」、「爆竊及盜竊」、「販運及藏有毒品」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打鬥   」而被捕。而女性則較多因為「盜竊」和「藏有毒品」而被捕。值得留意的是，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青年因為「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百分比迅速上升。男性青年因
「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百分比由 2005 年的 5.2%上升至 2009 年的 20.3%，而女性的
百分比則由 2005 年的 4.9%上升至 2009 年的 19.7%。此外，數據顯示在 2009 年，所有因
「嚴重毒品罪行」而被捕的 10 歲以上人士中，16‐20 歲的青年共佔 25.6%，反映青年是本
港毒品濫用問題的其中一個主要受害者。(見表 7.2‐7.4) 
 
 

表  7.2：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男性青年數目(1), 20022009 

男性  Mal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erson    

           
  

 強姦  Rape  23  20  14  20  18  22  30  32 

 非禮  Indecent Assault  61  46  73  75  79  76  70  86 

 謀殺及誤殺  Murder & Manslaughter  10  13  3  9  12  9  9  1 

 意圖謀殺  Attempted Murder  0  0  0  0  0  0  0  0 

 傷人  Wounding  280  260  248  218  244  253  230  224 

 嚴重毆打  Serious Assault  541  670  600  536  512  537  426  432 

 襲警  Assault on Police  33  41  33  18  13  29  22  19 

 綁架及拐帶兒童  Kidnapping & Child Stealing  0  0  0  0  0  0  2  0 

 虐待兒童  Cruelty to Child  1  1  1  2  3  2  1  3 

 刑事恐嚇  Criminal Intimidation  47  60  88  79  63  42  55  64 

 小計  Sub‐total 996  1,111  1,060  957  944  970  845  861 

 比率 Rate (17.1) (17.8) (16.4) (14.3) (12.7)  (12.7)  (11.8) (11.9)

 百分比 Percent 19.7% 22.0% 21.9% 24.8% 23.3%  23.3%  21.2% 22.7%
                

 侵犯財物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使用槍械行劫（包括電槍）   
Robbery with Firearms/Arms 

0  0  0  0  1  0  0  0 

 
 
使用類似手槍物體行劫   
Robbery with Pistol Like Object 

1  1  3  1  5  0  1  0 

 其他行劫  Other Robberies  357  347  275  195  236  137  138  69 

 嚴重爆竊  Aggravated Burglary  2  0  2  0  0  0  0  0 

 勒索  Blackmail  110  109  123  67  78  45  35  46 

 縱火  Arson  14  11  14  23  19  22  27  14 

 小計  Sub‐total 484  468  417  286  339  204  201  129 

 比率 Rate (26.2) (27.4) (26.8) (24.1) (26.6)  (17.5)  (20.3) (15.5)

 百分比 Percent 9.6% 9.3% 8.6% 7.4% 8.3%  4.9%  5.1% 3.4%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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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Mal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爆竊、盜竊及接贓  Burglary, Theft & Handling 
Stolen 

  
           

  

 爆竊（有毀壞者）  Burglary with Breaking  78  64  63  40  42  42  46  30 

 爆竊（無毀壞者）  Burglary without Breaking  29  55  42  18  29  14  12  39 

 盜竊（搶掠）  Theft (Snatching)  38  50  41  32  39  36  15  8 

 盜竊（扒竊）  Theft (Pickpocketing)  7  3  7  5  6  7  2  2 

 盜竊（店舖盜竊）  Theft (Shop Theft)  294  325  305  208  211  187  224  201 

 車輛內盜竊  Theft from Vehicle  46  68  34  25  16  12  15  9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Taking Conveyance w/o 
Authority 

44  59  37  23  22  23  24  30 

 偷電  Abstracting of Electricity  1  0  0  0  0  0  0  0 

 地盤盜竊  Theft from Construction Site  8  16  5  2  3  7  2  3 

 其他雜項盜竊  Other Miscellaneous Thefts  648  670  747  651  645  610  474  463 

 接贓  Handling Stolen Goods  23  21  33  25  23  25  19  9 

 小計  Sub‐total 1,216  1,331  1,314  1,029  1,036  963  833  794 

 比率 Rate (11.9) (11.8) (11.6) (10.1) (10.4)  (10.3)  (9.3) (9.2)

 百分比 Percent 24.1% 26.3% 27.2% 26.7% 25.5%  23.1%  20.9% 21.0%
    
 詐騙及偽造文件  Fraud & Forgery    

           
  

 詐騙  Deception  113  86  102  61  99  123  126  134 

 商業騙案  Business Fraud  6  1  0  3  0  0  0  0 

 偽造文件及假錢  Forgery and Coinage  35  62  32  20  41  32  60  22 

 小計  Sub‐total 154  149  134  84  140  155  186  156 

 比率 Rate (8.5) (7.9) (7.6) (5.7) (8.9)  (8.4)  (10.4) (8.3)

 百分比 Percent 3.0% 2.9% 2.8% 2.2% 3.4%  3.7%  4.7% 4.1%
                
 色情罪行  Sexual Offences       

非法性行為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89  118  127  100  103  143  167  138 

經營色情場所  Keeping Vice Establishments  9  19  25  23  15  7  13  10 

淫媒╱操控賣淫  Procuration, Abduction of Female  2  4  2  0  0  2  0  5 

粗獷性行為罪行  Unnatural Offences  1  1  3  2  2  3  4  4 

   
其他違背社會道德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Public Morality 

3  4  4  1  8  11  17  12 

 小計  Sub‐total 104  146  161  126  128  166  201  169 

 比率 Rate (16.1) (20.4) (19.0) (12.6) (15.3)  (20.6)  (25.3) (23.3)

 百分比 Percent 2.1% 2.9% 3.3% 3.3% 3.2%  4.0%  5.1% 4.5%
                
 嚴重毒品罪行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製煉毒品  Manufacturing of Dangerous Drugs  0  0  2  1  0  3  1  3 

 販運毒品  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138  120  99  84  132  210  337  339 

 藏有毒品  Possession of Dangerous Drugs    243  211  261  113  197  450  493  428 

 其他嚴重毒品罪行  Other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0  0  1  1  0  4  1  0 

 小計  Sub‐total 381  331  363  199  329  667  832  770 

 比率 Rate (15.9) (14.6) (16.5) (10.9) (15.2)  (22.9)  (27.0) (25.3)

 百分比 Percent 7.5% 6.5% 7.5% 5.2% 8.1%  16.0%  20.9% 20.3%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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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Mal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ffences Against Lawful 
Authority 

  
           

  

 
 
誤導╱提供虛假消息予警方   
Mislead/Give False Info. to Police 

22  23  13  15  20  23  13  13 

 發假誓  Perjury  0  0  1  0  0  0  0  1 

 拒捕  Resisting Arrest  22  24  18  21  16  20  16  22 

 逃走及非法劫回  Escape and Rescue  5  1  3  1  1  1  0  0 

 
 
其他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Lawful Authority 

6  12  6  9  7  8  4  1 

 小計  Sub‐total 55  60  41  46  44  52  33  37 

 比率 Rate (13.0) (12.8) (7.1) (8.7) (9.2)  (11.6)  (8.2) (10.2)

 百分比 Percent 1.1% 1.2% 0.8% 1.2% 1.1%  1.2%  0.8% 1.0%

                        

 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  Aiding and Abetting of I.I.  1  1  0  0  0  6  0  6 

 
 
使用屬於他人的身份證  Using I.D. Cards Relating to 
Others 

39  20  29  19  18  11  12  12 

 
 
其他嚴重入境罪行  Other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8  13  9  18  12  15  17  16 

 小計  Sub‐total 48  34  38  37  30  32  29  34 

 比率 Rate (8.0) (7.4) (10.0) (9.6) (5.9)  (6.4)  (6.3) (9.5)

 百分比 Percent 1.0% 0.7% 0.8% 1.0% 0.7%  0.8%  0.7% 0.9%

                        

 雜項罪案  Miscellaneous Crimes       

 刑事毀壞  Criminal Damage  267  242  199  159  132  150  138  132 

 其他侵犯人身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against Person 15  19  1  6  4  4  13  11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打鬥   
Disorder/Fighting in Public Place 

337  423  348  244  280  233  193  221 

 妨礙公安罪行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rder  372  275  278  234  126  134  107  125 

 非法會社罪行  Unlawful Society Offences  285  175  167  217  267  231  220  166 

 借貸  Money Lending  11  8  2  3  4  3  3  10 

 嚴重賭博罪行  Serious Gambling Offences  7  9  10  5  13  7  1  1 

 串謀  Conspiracy  30  17  28  21  25  20  7  9 

 高空墮物  Object Dropped from Height  6  3  8  5  8  9  5  12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57  42  48  47  51  61  49  59 

 小計  Sub‐total 1,387  1,213  1,089  941  910  852  736  746 

 比率 Rate (22.9) (19.1) (16.5) (15.7) (14.5)  (13.4)  (12.2) (12.6)

 百分比 Percent 27.5% 24.0% 22.5% 24.4% 22.4%  20.4%  18.5% 19.7%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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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Mal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防範性罪案合計  Preventive crimes                         

 
 
藏有槍械及彈藥  Possession of Arms and 
Ammunition 

5  14  11  12  8  13  4  6 

 藏有攻擊性武器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 157  107  145  69  107  43  51  61 

 身懷盜竊工具  Going Equipped for Stealing  19  43  18  38  13  13  7  12 

 藏有非法工具  Possession of Unlawful Instrument 14  19  14  3  2  5  4  0 

 干擾車輛  Tampering with Vehicle  6  5  9  2  1  4  0  4 

 非法典當罪行  Unlawful Pawning Offences  0  0  2  1  1  2  0  0 

 遊蕩  Loitering  25  23  18  27  28  27  15  10 

 小計  Sub‐total 226  211  217  152  160  107  81  93 

 比率 Rate (22.5) (16.9) (17.1) (13.2) (13.2) (11.2)  (9.3)  (13.0)

 百分比 Percent 4.5% 4.2% 4.5% 3.9% 3.9% 2.6%  2.0%  2.5%

                            

 總計  Grand Total 5,051  5,054  4,834  3,857  4,060  4,168  3,977  3,789 

 比率 Rate (16.4) (15.5) (14.6) (12.7) (12.8) (13.0)  (13.0)  (12.8)

  百分比 Percen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單位計算。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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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男性青年百分比分佈, 20022009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單位計算。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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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女性青年數目(1), 20022009 

女性  Female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erson    
           

  

 強姦  Rape  0  0  0  0  2  2  0  0 

 非禮  Indecent Assault  0  0  0  1  2  1  1  3 

 謀殺及誤殺  Murder & Manslaughter  0  3  5  0  0  0  1  0 

 意圖謀殺  Attempted Murder  0  0  0  0  0  0  0  0 

 傷人  Wounding  15  9  14  15  10  12  23  10 

 嚴重毆打  Serious Assault  44  60  59  57  78  61  44  58 

 襲警  Assault on Police  4  5  3  0  3  1  0  0 

 綁架及拐帶兒童  Kidnapping & Child Stealing  0  0  0  0  0  0  0  0 

 虐待兒童  Cruelty to Child  1  1  2  0  2  5  0  2 

 刑事恐嚇  Criminal Intimidation  6  6  4  14  14  17  10  25 

 小計  Sub‐total 70  84  87  87  111  99  79  98 

 比率 Rate (6.6) (7.0) (7.6) (8.3) (10.5)  (9.3)  (8.5) (10.2)

 百分比 Percent 7.2% 8.7% 8.9% 9.4% 12.1%  11.6%  9.3% 10.9%

   
           

  

 侵犯財物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使用槍械行劫（包括電槍）  Robbery with 
Firearms/Arms 

0  0  0  0  0  0  0  0 

 
 
使用類似手槍物體行劫  Robbery with Pistol Like 
Object 

0  0  0  0  1  0  0  0 

 其他行劫  Other Robberies  17  20  21  19  6  7  10  7 

 嚴重爆竊  Aggravated Burglary  0  0  0  0  0  0  0  0 

 勒索  Blackmail  14  12  10  13  5  7  5  8 

 縱火  Arson  1  0  6  1  2  1  1  2 

 小計  Sub‐total 32  32  37  33  14  15  16  17 

 比率 Rate (6.2) (6.4) (8.1) (10.3) (4.0)  (6.8)  (7.4) (11.6)

 百分比 Percent 3.3% 3.3% 3.8% 3.6% 1.5%  1.8%  1.9% 1.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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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Female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爆竊、盜竊及接贓  Burglary, Theft & Handling 
Stolen 

  
           

  

 爆竊（有毀壞者）  Burglary with Breaking  5  4  6  8  9  1  3  6 

 爆竊（無毀壞者）  Burglary without Breaking  3  4  7  5  3  1  2  0 

 盜竊（搶掠）  Theft (Snatching)  2  1  1  3  2  5  0  1 

 盜竊（扒竊）  Theft (Pickpocketing)  3  5  5  8  4  5  0  2 

 盜竊（店舖盜竊）  Theft (Shop Theft)  339  372  335  283  257  206  223  258 

 車輛內盜竊  Theft from Vehicle  3  2  2  3  0  0  3  0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Taking Conveyance w/o 
Authority 

6  3  2  4  3  2  1  3 

 偷電  Abstracting of Electricity  1  0  2  1  1  0  0  0 

 地盤盜竊  Theft from Construction Site  0  0  0  0  0  0  0  0 

 其他雜項盜竊  Other Miscellaneous Thefts  123  155  159  184  195  160  135  128 

 接贓  Handling Stolen Goods  7  4  6  5  8  8  3  3 

 小計  Sub‐total 492  550  525  504  482  388  370  401 

 比率 Rate (28.8) (29.2) (28.5) (32.9) (31.8)  (28.7)  (30.8) (33.6)

 百分比 Percent 50.4% 57.1% 53.7% 54.6% 52.7%  45.4%  43.4% 44.8%
    
 詐騙及偽造文件  Fraud & Forgery    

           
  

 詐騙  Deception  37  39  34  44  37  50  44  43 

 商業騙案  Business Fraud  1  0  0  2  0  0  1  0 

 偽造文件及假錢  Forgery and Coinage  12  8  16  16  16  14  25  11 

 小計  Sub‐total 50  47  50  62  53  64  70  54 

 比率 Rate (24.5) (24.0) (27.2) (42.5) (27.5)  (29.2)  (27.3) (25.7)

 百分比 Percent 5.1% 4.9% 5.1% 6.7% 5.8%  7.5%  8.2% 6.0%
                
 色情罪行  Sexual Offences       

 非法性行為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0  0  0  0  0  1  0  0 

 經營色情場所  Keeping Vice Establishments  4  3  6  24  23  2  4  1 

 淫媒╱操控賣淫  Procuration, Abduction of Female  2  1  0  1  1  0  2  1 

 粗獷性行為罪行  Unnatural Offences  0  0  0  0  0  0  0  0 

 
 
其他違背社會道德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Public 
Morality 

0  0  0  0  0  3  0  2 

 小計  Sub‐total 6  4  6  25  24  6  6  4 

 比率 Rate (5.5) (2.7) (3.6) (16.6) (15.8)  (3.5)  (2.9) (2.3)

 百分比 Percent 0.6% 0.4% 0.6% 2.7% 2.6%  0.7%  0.7% 0.4%
                
 嚴重毒品罪行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製煉毒品  Manufacturing of Dangerous Drugs  0  0  1  0  0  5  2  3 

 販運毒品  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48  30  32  19  27  39  58  66 

 藏有毒品  Possession of Dangerous Drugs  63  49  64  26  46  99  116  107 

 其他嚴重毒品罪行  Other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0  0  0  0  0  1  1  0 

 小計  Sub‐total 111  79  97  45  73  144  177  176 

 比率 Rate (22.6) (19.3) (21.1) (18.4) (18.2)  (17.8)  (17.5) (18.6)

 百分比 Percent 11.4% 8.2% 9.9% 4.9% 8.0%  16.8%  20.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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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Female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ffences Against Lawful 
Authority 

  
           

  

 
 
誤導╱提供虛假消息予警方  Mislead/Give False Info. 
to Police 

8  13  11  14  14  16  18  18 

 發假誓  Perjury  0  0  0  1  1  1  2  0 

 拒捕  Resisting Arrest  1  1  4  2  2  2  0  3 

 逃走及非法劫回  Escape and Rescue  0  0  1  0  0  1  0  1 

 
 
其他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Lawful 
Authority 

2  0  0  0  0  1  0  0 

 小計  Sub‐total 11  14  16  17  17  21  20  22 

 比率 Rate (16.7) (18.9) (28.1) (27.0) (27.9)  (28.8)  (37.7) (37.3)

 百分比 Percent 1.1% 1.5% 1.6% 1.8% 1.9%  2.5%  2.3% 2.5%

          

 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  Aiding and Abetting of I.I.  2  0  0  0  0  1  0  4 

 
 
使用屬於他人的身份證  Using I.D. Cards Relating to 
Others 

55  34  28  11  5  9  11  15 

 
 
其他嚴重入境罪行  Other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57  10  16  53  29  9  13  11 

 小計  Sub‐total 114  44  44  64  34  19  24  30 

 比率 Rate (70.4) (56.4) (53.7) (63.4) (53.1)  (37.3)  (45.3) (46.9)

 百分比 Percent 11.7% 4.6% 4.5% 6.9% 3.7%  2.2%  2.8% 3.4%

          

 雜項罪案  Miscellaneous Crimes       

 刑事毀壞  Criminal Damage  16  13  13  12  8  18  15  15 

 其他侵犯人身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against Person 1  1  2  2  3  1  2  2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打鬥  Disorder/Fighting in 
Public Place 

33  43  58  23  53  34  27  24 

 妨礙公安罪行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rder  8  2  8  7  1  2  6  10 

 非法會社罪行  Unlawful Society Offences  6  10  5  5  5  6  3  9 

 借貸  Money Lending  1  0  0  0  3  0  0  0 

 嚴重賭博罪行  Serious Gambling Offences  0  3  1  0  3  1  1  0 

 串謀  Conspiracy  8  8  6  18  5  7  7  2 

 高空墮物  Object Dropped from Height  0  3  4  1  2  0  0  4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6  11  5  7  6  18  13  14 

 小計  Sub‐total 79  94  102  75  89  87  74  80 

 比率 Rate (5.4) (7.2) (8.6) (7.4) (8.9)  (9.3)  (9.1) (9.7)

 百分比 Percent 8.1% 9.8% 10.4% 8.1% 9.7%  10.2%  8.7% 8.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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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Female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防範性罪案合計  Preventive crimes                         

 
 
藏有槍械及彈藥  Possession of Arms and 
Ammunition 

2  4  4  6  9  5  5  7 

 藏有攻擊性武器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  9  10  9  4  6  6  12  6 

 身懷盜竊工具  Going Equipped for Stealing  0  2  0  1  0  1  0  0 

 藏有非法工具  Possession of Unlawful Instrument  0  0  0  0  0  0  0  0 

 干擾車輛  Tampering with Vehicle  0  0  0  0  2  0  0  0 

 非法典當罪行  Unlawful Pawning Offences  0  0  1  0  0  0  0  0 

 遊蕩  Loitering  0  0  0  0  0  0  0  0 

 小計  Sub‐total 11  16  14  11  17  12  17  13 

 比率 Rate (4.6) (7.0) (6.1) (6.7) (9.6)  (10.1)  (17.3) (12.3)

 百分比 Percent 1.1% 1.7% 1.4% 1.2% 1.9%  1.4%  2.0% 1.5%

                            

 總計  Grand Total  976  964  978  923  914  855  853  895 

 比率 Rate (16.2) (16.0) (16.8) (19.3) (18.4)  (17.0)  (17.7) (19.1)

  百分比 Percen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計算單位。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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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女性青年百分比分佈, 20022009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單位計算。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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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男女合計青年數目(1), 20022009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erson 

  
           

  

 強姦  Rape  23  20  14  20  20  24  30  32 

 非禮  Indecent Assault  61  46  73  76  81  77  71  89 

 謀殺及誤殺  Murder & Manslaughter  10  16  8  9  12  9  10  1 

 意圖謀殺  Attempted Murder  0  0  0  0  0  0  0  0 

 傷人  Wounding  295  269  262  233  254  265  253  234 

 嚴重毆打  Serious Assault  585  730  659  593  590  598  470  490 

 襲警  Assault on Police  37  46  36  18  16  30  22  19 

 綁架及拐帶兒童  Kidnapping & Child Stealing  0  0  0  0  0  0  2  0 

 虐待兒童  Cruelty to Child  2  2  3  2  5  7  1  5 

 刑事恐嚇  Criminal Intimidation  53  66  92  93  77  59  65  89 

 小計  Sub‐total 1,066  1,195  1,147  1,044  1,055  1,069  924  959 

 比率 Rate (15.8) (16.6) (15.2) (13.0) (11.8)  (11.4)  (10.5) (10.8)

 百分比 Percent 17.7% 19.9% 19.7% 21.8% 21.2%  21.3%  19.1% 20.5%
 

 侵犯財物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使用槍械行劫（包括電槍）  Robbery with 
Firearms/Arms 

0  0  0  0  1  0  0  0 

 
 
使用類似手槍物體行劫  Robbery with Pistol Like 
Object 

1  1  3  1  6  0  1  0 

 其他行劫  Other Robberies  374  367  296  214  242  144  148  76 

 嚴重爆竊  Aggravated Burglary  2  0  2  0  0  0  0  0 

 勒索  Blackmail  124  121  133  80  83  52  40  54 

 縱火  Arson  15  11  20  24  21  23  28  16 

 小計  Sub‐total 516  500  454  319  353  219  217  146 

 比率 Rate (25.2) (26.5) (25.7) (24.1) (25.0)  (16.7)  (19.7) (15.5)

 百分比 Percent 8.6% 8.3% 7.8% 6.7% 7.1%  4.4%  4.5% 3.1%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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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合計  Both Sex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爆竊、盜竊及接贓  Burglary, Theft & Handling 
Stolen 

  
           

  

 爆竊（有毀壞者）  Burglary with Breaking  83  68  69  48  51  43  49  36 

 爆竊（無毀壞者）  Burglary without Breaking  32  59  49  23  32  15  14  39 

 盜竊（搶掠）  Theft (Snatching)  40  51  42  35  41  41  15  9 

 盜竊（扒竊）  Theft (Pickpocketing)  10  8  12  13  10  12  2  4 

 盜竊（店舖盜竊）  Theft (Shop Theft)  633  697  640  491  468  393  447  459 

 車輛內盜竊  Theft from Vehicle  49  70  36  28  16  12  18  9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Taking Conveyance w/o 
Authority 

50  62  39  27  25  25  25  33 

 偷電  Abstracting of Electricity  2  0  2  1  1  0  0  0 

 地盤盜竊  Theft from Construction Site  8  16  5  2  3  7  2  3 

 其他雜項盜竊  Other Miscellaneous Thefts  771  825  906  835  840  770  609  591 

 接贓  Handling Stolen Goods  30  25  39  30  31  33  22  12 

 小計  Sub‐total 1,708  1,881  1,839  1,533  1,518  1,351  1,203  1,195 

 比率 Rate (11.3) (11.2) (10.9) (9.7) (9.8)  (9.2)  (8.4) (8.3)

 百分比 Percent 28.3% 31.3% 31.6% 32.1% 30.5%  26.9%  24.9% 25.5%
    
 詐騙及偽造文件  Fraud & Forgery       

 詐騙  Deception  150  125  136  105  136  173  170  177 

 商業騙案  Business Fraud  7  1  0  5  0  0  1  0 

 偽造文件及假錢  Forgery and Coinage  47  70  48  36  57  46  85  33 

 小計  Sub‐total 204  196  184  146  193  219  256  210 

 比率 Rate (8.3) (7.8) (7.5) (6.7) (8.3)  (7.8)  (9.5) (7.8)

 百分比 Percent 3.4% 3.3% 3.2% 3.1% 3.9%  4.4%  5.3% 4.5%
                
 色情罪行  Sexual Offences       

 非法性行為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89  118  127  100  103  144  167  138 

 經營色情場所  Keeping Vice Establishments  13  22  31  47  38  9  17  11 

 淫媒╱操控賣淫  Procuration, Abduction of Female  4  5  2  1  1  2  2  6 

 粗獷性行為罪行  Unnatural Offences  1  1  3  2  2  3  4  4 

 
 
其他違背社會道德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Public 
Morality 

3  4  4  1  8  14  17  14 

 小計  Sub‐total 110  150  167  151  152  172  207  173 

 比率 Rate (14.6) (17.2) (16.0) (10.8) (13.3)  (18.4)  (22.0) (20.5)

 百分比 Percent 1.8% 2.5% 2.9% 3.2% 3.1%  3.4%  4.3% 3.7%
 
 嚴重毒品罪行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製煉毒品  Manufacturing of Dangerous Drugs  0  0  3  1  0  8  3  6 

 販運毒品  Trafficking in Dangerous Drugs  186  150  131  103  159  249  395  405 

 藏有毒品  Possession of Dangerous Drugs    306  260  325  139  243  549  609  535 

 其他嚴重毒品罪行  Other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0  0  1  1  0  5  2  0 

 小計  Sub‐total 492  410  460  244  402  811  1,009  946 

 比率 Rate (16.9) (14.9) (17.0) (11.0) (15.3)  (23.0)  (27.1) (25.6)

 百分比 Percent 8.2% 6.8% 7.9% 5.1% 8.1%  16.1%  20.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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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合計  Both Sex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ffences Against Lawful 
Authority 

  
           

  

 
 
誤導╱提供虛假消息予警方  Mislead/Give False Info. 
to Police 

30  36  24  29  34  39  31  31 

 發假誓  Perjury  0  0  1  1  1  1  2  1 

 拒捕  Resisting Arrest  23  25  22  23  18  22  16  25 

 逃走及非法劫回  Escape and Rescue  5  1  4  1  1  2  0  1 

 
 
其他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vs. Lawful 
Authority 

8  12  6  9  7  9  4  1 

 小計  Sub‐total 66  74  57  63  61  73  53  59 

 比率 Rate (11.9) (12.5) (7.9) (9.0) (9.5)  (12.1)  (9.6) (12.3)

 百分比 Percent 1.1% 1.2% 1.0% 1.3% 1.2%  1.5%  1.1% 1.3%

          

 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  Aiding and Abetting of I.I.  3  1  0  0  0  7  0  10 

 
 
使用屬於他人的身份證  Using I.D. Cards Relating to 
Others 

94  54  57  30  23  20  23  27 

 
 
其他嚴重入境罪行  Other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65  23  25  71  41  24  30  27 

 小計  Sub‐total 162  78  82  101  64  51  53  64 

 比率 Rate (15.9) (11.2) (13.7) (14.9) (8.2)  (6.7)  (7.2) (11.1)

 百分比 Percent 2.7% 1.3% 1.4% 2.1% 1.3%  1.0%  1.1% 1.4%

          

 雜項罪案  Miscellaneous Crimes       

 刑事毀壞  Criminal Damage  283  255  212  171  140  168  153  147 

 其他侵犯人身的罪行  Other Offences against Person 16  20  3  8  7  5  15  13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打鬥  Disorder/Fighting in 
Public Place 

370  466  406  267  333  267  220  245 

 妨礙公安罪行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rder  380  277  286  241  127  136  113  135 

 非法會社罪行  Unlawful Society Offences  291  185  172  222  272  237  223  175 

 借貸  Money Lending  12  8  2  3  7  3  3  10 

 嚴重賭博罪行  Serious Gambling Offences  7  12  11  5  16  8  2  1 

 串謀  Conspiracy  38  25  34  39  30  27  14  11 

 高空墮物  Object Dropped from Height  6  6  12  6  10  9  5  16 

 其他罪案  Other Crimes  63  53  53  54  57  79  62  73 

 小計  Sub‐total 1,466  1,307  1,191  1,016  999  939  810  826 

 比率 Rate (20.9) (17.6) (15.0) (14.1) (13.2)  (12.0)  (11.1) (11.3)

 百分比 Percent 24.3% 21.7% 20.5% 21.3% 20.1%  18.7%  16.8% 17.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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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合計  Both Sex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防範性罪案合計  Preventive crimes                         

 
 
藏有槍械及彈藥  Possession of Arms and 
Ammunition 

7  18  15  18  17  18  9  13 

 藏有攻擊性武器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  166  117  154  73  113  49  63  67 

 身懷盜竊工具  Going Equipped for Stealing  19  45  18  39  13  14  7  12 

 藏有非法工具  Possession of Unlawful Instrument  14  19  14  3  2  5  4  0 

 干擾車輛  Tampering with Vehicle  6  5  14  2  3  4  0  4 

 非法典當罪行  Unlawful Pawning Offences  0  0  3  1  1  2  0  0 

 遊蕩  Loitering  25  23  18  27  28  27  15  10 

 小計  Sub‐total 237  227  236  163  177  119  98  106 

 比率 Rate (21.9) (16.9) (17.0) (12.5) (13.2)  (10.8)  (9.8) (12.2)

 百分比 Percent 3.9% 3.8% 4.1% 3.4% 3.6%  2.4%  2.0% 2.3%

                         

 總計  Grand Total  6,027  6,018  5,812  4,780  4,974  5,023  4,830  4,684 

 比率 Rate (15.2) (14.3) (13.5) (11.7) (11.8)  (11.7)  (11.7) (11.5)

  百分比 Percent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單位計算。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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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按罪行種類劃分的 16 至 20 歲被捕男女合計青年百分比分佈, 20022009 

 

註： 
(1) 統計數字以事件而非個人作單位計算。 
(2)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3) 括號中的數字是指在所有因相關罪行而被捕人士中，年齡介乎 16 至 20 歲的被捕青年佔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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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有被捕原因計算，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男性佔所有被捕的 16‐20 歲青年八成以上，
是女性青年被捕人數的四倍或以上。而男性青年因「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侵犯財物
的暴力罪案」、「色情罪行」、「雜項罪案」及「防範性罪案合計」而被捕的比例在 2005
至 2009 年期間更接近九成或以上。(見表 7.5) 
 

表  7.5：按罪行類別和年齡統計的被捕人士性別比例, 20022009 
  (a)  侵犯人身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erson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93.4% 93.0% 92.4% 91.7% 89.5%  90.7%  91.5%  89.8%

女性  Female    6.6% 7.0% 7.6% 8.3% 10.5%  9.3%  8.5%  10.2%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86.7% 86.8% 85.9% 83.8% 82.8%  81.5%  81.0%  81.0%

女性  Female    13.3% 13.2% 14.1% 16.2% 17.2%  18.5%  19.0%  19.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b)  侵犯財物的暴力罪案  Violent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93.8% 93.6% 91.9% 89.7% 96.0%  93.2%  92.6%  88.4%

女性  Female    6.2% 6.4% 8.1% 10.3% 4.0%  6.8%  7.4%  11.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90.2% 90.7% 88.0% 89.6% 90.3%  89.3%  90.0%  88.5%

女性  Female    9.8% 9.3% 12.0% 10.4% 9.7%  10.7%  10.0%  11.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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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爆竊、盜竊及接贓  Burglary, Theft & Handling Stolen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71.2% 70.8% 71.5% 67.1% 68.2%  71.3%  69.2%  66.4%

女性  Female    28.8% 29.2% 28.5% 32.9% 31.8%  28.7%  30.8%  33.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67.7% 67.0% 67.5% 64.7% 64.4%  63.8%  62.3%  59.8%

女性  Female    32.3% 33.0% 32.5% 35.3% 35.6%  36.2%  37.7%  40.2%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d)  詐騙及偽造文件  Fraud & Forgery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75.5% 76.0% 72.8% 57.5% 72.5%  70.8%  72.7%  74.3%

女性  Female    24.5% 24.0% 27.2% 42.5% 27.5%  29.2%  27.3%  25.7%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74.3% 74.6% 72.0% 67.3% 67.6%  65.7%  66.2%  69.9%

女性  Female    25.7% 25.4% 28.0% 32.7% 32.4%  34.3%  33.8%  30.1%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  色情罪行  Sexual Offenc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94.5% 97.3% 96.4% 83.4% 84.2%  96.5%  97.1%  97.7%

女性  Female    5.5% 2.7% 3.6% 16.6% 15.8%  3.5%  2.9%  2.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85.9% 81.9% 81.2% 71.3% 73.0%  85.9%  84.4%  86.1%

女性  Female    14.1% 18.1% 18.8% 28.7% 27.0%  14.1%  15.6%  13.9%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f)  嚴重毒品罪行  Serious Narcotics Offenc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77.4% 80.7% 78.9% 81.6% 81.8%  82.2%  82.5%  81.4%

女性  Female    22.6% 19.3% 21.1% 18.4% 18.2%  17.8%  17.5%  18.6%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82.5% 82.3% 81.3% 82.4% 82.7%  82.4%  82.8%  82.2%

女性  Female    17.5% 17.7% 18.7% 17.6% 17.3%  17.6%  17.2%  17.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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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違背合法權力的罪行  Offences Against Lawful Authority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83.3% 81.1% 71.9% 73.0% 72.1%  71.2%  62.3%  62.7%

女性  Female    16.7% 18.9% 28.1% 27.0% 27.9%  28.8%  37.7%  37.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76.1% 79.2% 79.7% 75.5% 74.4%  74.0%  72.9%  75.2%

女性  Female    23.9% 20.8% 20.3% 24.5% 25.6%  26.0%  27.1%  24.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h)  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29.6% 43.6% 46.3% 36.6% 46.9%  62.7%  54.7%  53.1%

女性  Female    70.4% 56.4% 53.7% 63.4% 53.1%  37.3%  45.3%  46.9%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59.0% 66.0% 63.3% 56.7% 65.1%  65.7%  62.9%  62.2%

女性  Female    41.0% 34.0% 36.7% 43.3% 34.9%  34.3%  37.1%  37.8%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  雜項罪案  Miscellaneous Crim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94.6% 92.8% 91.4% 92.6% 91.1%  90.7%  90.9%  90.3%

女性  Female    5.4% 7.2% 8.6% 7.4% 8.9%  9.3%  9.1%  9.7%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86.2% 85.8% 83.3% 82.8% 82.5%  81.7%  82.5%  81.0%

女性  Female    13.8% 14.2% 16.7% 17.2% 17.5%  18.3%  17.5%  19.0%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j)  防範性罪案合計  Preventive crim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95.4% 93.0% 91.9% 93.3% 90.4%  89.9%  82.7%  87.7%

女性  Female    4.6% 7.0% 5.9% 6.7% 9.6%  10.1%  17.3%  12.3%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97.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93.1% 92.6% 91.4% 88.8% 90.3%  86.6%  87.1%  82.5%

女性  Female    6.9% 7.4% 8.6% 11.2% 9.7%  13.4%  12.9%  17.5%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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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所有罪案合計  All crimes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 Sex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 至 20 歲 
Aged 16‐20 

男性  Male  83.8% 84.0% 83.2% 80.7% 81.6%  83.0%  82.3%  80.9%

女性  Female    16.2% 16.0% 16.8% 19.3% 18.4%  17.0%  17.7%  19.1%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所有被捕人士 
All persons arrested 

男性  Male  77.8% 77.5% 76.9% 74.6% 74.9%  74.6%  74.0%  72.8%

女性  Female    22.2% 22.5% 23.1% 25.4% 25.1%  25.4%  26.0%  27.2%

男女合計  Both Sexe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   
 
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警察年報》2002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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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警司警誡計劃 
 
因 警 司 警 誡 計 劃 而 獲 釋 的 被 捕 青 少 年 百 分 比 由 2005 年 的 44.4%持 續 下 降 至 2009 年
的 36.7%。而 接 受 警 司 警 誡 的 青 年 的 年 齡 中 位 數 在 2005 至 2009 年 期 間 均 為 14 歲 。
在 2005 至 2009 年 期 間 ， 在 某 幾 類 青 少 年 經 常 干 犯 的 罪 案 種 類 中 ， 因 「 店 舖 盜 竊 」
或 「 雜 項 盜 竊 」 而 被 捕 的 青 年 通 常 較 多 接 受 警 司 警 誡 ， 而 因 「 傷 人 及 嚴 重 毆 打 」 、
「 行 刧 」 及 「 妨 礙 公 安 罪 行 」 而 被 捕 的 ， 則 通 常 較 少 接 受 警 誡 。 2005 至 2007 年 曾
接 受 警 司 警 誡 但 再 次 犯 案 的 青 年 比 率 則 徘 徊 在 16.2%至 18.8%之 間 。 (見 表 7.6‐7.9)  
 

表  7.6：根據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20022009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接受警誡的青少年人數  (10 ‐ 17 歲)(1) 

No. of Juveniles Cautioned (aged 10 ‐ 17) 
3,345  3,012  2,929  3,026  2,774  2,736  2,358  2,220 

被捕青少年人數  (10 ‐ 17 歲)(1) 

No. of Juveniles Arrested (Aged 10‐17) 
8,156  7,918  7,566  6,821  6,891  6,875  6,303  6,049 

被捕青少年接受警誡的百分率 
Caution Rate of Juveniles Arrested 

41.0% 38.0% 38.7% 44.4% 40.3% 39.8%  37.4%  36.7%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升至十歲。在此日前，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

數及被捕青少年人數是指七至十七歲。   
 
資料來源: 
撲滅罪行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書》2003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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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根據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20022009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升至十歲。在此日前，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及被捕青少年人數是指七至十七歲。   
 
資料來源: 
撲滅罪行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書》2003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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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以年齡劃分的青少年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20032009   

年齡  Age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7  13 n.a.  n.a.  n.a.  n.a.  n.a.  n.a. 
   (0.4)  .. .. .. .. ..  ..

8  22 n.a.  n.a.  n.a.  n.a.  n.a.  n.a. 
   (0.7)  .. .. .. .. ..  ..

9  40 n.a.  n.a.  n.a.  n.a.  n.a.  n.a. 
   (1.3)  .. .. .. .. ..  ..

10  153  183  147  108  99  95  80 
   (5.1)  (6.2) (4.9) (3.9) (3.6) (4.0)  (3.6)

11  203  215  218  185  168  146  128 
   (6.7)  (7.3) (7.2) (6.7) (6.1) (6.2)  (5.8)

12  312  339  351  319  374  290  251 
   (10.4)  (11.6) (11.6) (11.5) (13.7) (12.3)  (11.3)

13  511  515  574  532  538  486  492 
   (17.0)  (17.6) (19.0) (19.2) (19.7) (20.6)  (22.2)

14  634  550  619  562  565  485  466 
   (21.0)  (18.8) (20.5) (20.3) (20.7) (20.6)  (21.0)

15  557  526  511  491  462  370  380 
   (18.5)  (18.0) (16.9) (17.7) (16.9) (15.7)  (17.1)

16  366  409  394  343  336  304  266 
   (12.2)  (14.0) (13.0) (12.4) (12.3) (12.9)  (12.0)

17  201  192  212  234  194  182  157 
   (6.7)  (6.6) (7.0) (8.4) (7.1) (7.7)  (7.1)

總數  Total  3,012  2,929 3,026 2,774 2,736 2,358  2,22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中位數   
Median 

14  14 14 14 14 14  14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升至十歲。在此日前，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指七至十七歲。 
(2) 括號內數字是指該年齡經警司警誡計劃獲釋人士佔所有的經警司警誡計劃獲釋人士百分比。 
 
資料來源: 
撲滅罪行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書》2003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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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按幾類罪案劃分十八歲以下青少年犯罪被捕人數, 20032009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店舖盜竊 
Shop Theft 
  

沒有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Not Cautioned under PSDS 

522  425  432  726  674  364  383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Cautioned under PSDS 

1,480  1,377  1,227  709  708  960  987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百分比 
Caution Rate 

73.9% 76.4% 74.0% 49.4% 51.2%  72.5%  72.0%

雜項盜竊 
Miscellaneous Thefts 
  

沒有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Not Cautioned under PSDS 

659  764  649  384  314  588  757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Cautioned under PSDS 

625  695  764  994  923  520  234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百分比 
Caution Rate 

48.7% 47.6% 54.1% 72.1% 74.6%  46.9%  23.6%

傷人及嚴重毆打 
Wounding & Serious 
Assault 
  

沒有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Not Cautioned under PSDS 

909  899  715  796  830  729  503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Cautioned under PSDS 

309  257  367  326  345  273  477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百分比 
Caution Rate 

25.4% 22.2% 33.9% 29.1% 29.4%  27.2%  48.7%

行刧 
Robbery 
  

沒有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Not Cautioned under PSDS 

561  467  291  344  359  482  462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Cautioned under PSDS 

58  77  38  46  9  6  19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百分比 
Caution Rate 

9.4% 14.2% 11.6% 11.8% 2.4%  1.2%  4.0%

妨礙公安罪行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rder 
  

沒有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Not Cautioned under PSDS 

285  251  233  300  286  256  277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 
Cautioned under PSDS 

0  0  23  37  41  20  10 

   接受警司警誡人數百分比 
Caution Rate 

0.0% 0.0% 9.0% 11.0% 12.5%  7.2%  3.5%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升至十歲。在此日前，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及被捕青少年人數是指七至十七歲。   
 
資料來源: 
撲滅罪行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書》2003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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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接受警誡青少年再次犯案比率, 20002007 

   接受警誡年份 
Year when being cautioned under PSDS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接受警誡青少年 
再次犯案比率 
Recidivist rate 

18.0%  18.9% 17.7% 19.6% 14.9% 18.8%  16.2%  16.9%

 
註： 
(1) 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由七歲提升至十歲。在此日前，警司警誡計劃獲釋的人數

指七至十七歲。 
(2) 由於計算期為兩年，因此暫時未有二零零八年及其後的數字。 
 
資料來源: 
撲滅罪行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書》2003 至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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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供青少年的懲教、感化及更生服務   
 

7.2.1    感化令 
 
青年接受感化的個案總數在經過連續兩年的遞減後，由 2005/06 年度的 1,268 個個案上升
至   2008/09 年度的 1,709 個個案。感化個案的上升數字最主要來自輕微罪行及其他嚴重罪
行   (見表 7.10)。  
 
表  7.10:  按罪行種類和犯罪年齡劃分的獲判感化令青年數目, 2003/04  2008/09 

罪行類別／性別 
Type of offence / Age Group

年份 Year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違反合法權力(1)Against lawful authority                   
   15‐19    70   83   72   57    101    52
   20‐24    20   16   20   26    27    25
   小計 Sub‐total    90   99   92   83    128    77

違反公眾道德 Against public morality    
   15‐19    67   63   59   63    86    111
   20‐24    34   23   21   26    26    34
   小計 Sub‐total    101   86   80   89    112    145

侵害人身 Against the person    
   15‐19    176   190   163   164    163    164
   20‐24    24   39   19   28    37    45
   小計 Sub‐total    200   229   182   192    200    209

侵害財產 Against property    
   15‐19    536   500   410   380    335    289
   20‐24    156   129   119   94    91    79
   小計 Sub‐total    692   629   529   474    426    368

其他嚴重罪行 Other serious offences    
   15‐19    190   161   98   126    207    228
   20‐24    73   80   45   78    87    132
   小計 Sub‐total    263   241   143   204    294    360

輕微罪行 Minor offences    
   15‐19    240   227   157   199    293    334
   20‐24    163   148   85   143    191    216
   小計 Sub‐total    403   375   242   342    484    550

合計 Overall      
   15‐19  1,279 1,224   959   989  1,185  1,178
   20‐24    470   435   309   395    459    531
   總計 Total  1,749 1,659 1,268 1,384  1,644  1,709

註： 
(1) 「違反合法權力」的罪行包括「誤導╱提供虛假消息予警方」、「發假誓」、「拒捕」、「逃走及非法劫

回」等。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刊於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年刊》2005 至 2009 年版的資枓。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45 

7.2.2    入住兒童院、男童院與女童院 
 
入住男童院與女童院的青年人數由 2004/05 年度的 2,996 上升至 2009/10 年度的 3,371。
此升幅主要是由於使用羈留服務的人數由 2004/05 年度的 2,679 人增加至 2009/10 年度的
3,006 人。(見表 7.11)   
 
表  7.11：按監護類別劃分的兒童院、男童院與女童院的入院人數, 1999/00  2009/10 

監護類別 
Type of custody 

1999/00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羈留服務(1)  3,284  2,679  2,767  3,343  3,572    3,915    3,006 

Remand  (5.4)  (4.5)  (4.7)  (5.7)  (6.2)  (7.0)  (5.6) 

感化院令(1)  37    25    33    39    30    29    24   

School Order  (0.1)  (0.0)  (0.1)  (0.1)  (0.1)  (0.1)  (0.0) 

感化令(1)  188    137    156    152    166    176    149 

Probation Order  (0.3)  (0.2)  (0.3)  (0.3)  (0.3)  (0.3)  (0.3) 

照顧或保護令(2)  308    155    220    254    185    292    132 

Care or Protection Order  (0.3)  (0.2)  (0.2)  (0.3)  (0.2)  (0.3)  (0.2) 

總計  3,817  2,996  3,176  3,788  3,953    4,412    3,371 

Total                      
 
註： 

(1) 對象為年齡介乎 10 至 16 歲人士。 
(2) 對象為年齡介乎 8 至 18 歲人士。 
(3)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每一千人口的數字，以年終統計數字計算。 
 
資料來源︰ 
社會福利署，資料刊於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刊》2010 年版；人口統計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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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還押人數 
 
於裁判法院接受聆訊的 21 歲以下男性青少年還押人數由 2005 年的 446 人上升至 2009 年
的 621 人。21 歲以下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所的男性青少年由 2005 年的   175 人
顯著上升至   2009 年的 505 人。至於 21‐24 歲男性方面，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
所的人數明顯增加，由 2005 年的 188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310 人。(見表 7.12) 

 
表  7.12：按種類劃分的男性青年還押犯收納數目,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男性 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聆訊的法院  For hearing in : 

   (a)   區域法院  District Cour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5   22   35   69   50   24    19    21   2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48   37   37   74   69   34    11    25   34

   (b)  裁判法院  Magistrates’ Courts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565   587   618   637   446   493    588    613   62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839   797   886   806   638   673    688    716   646

2.  於高等法院受審  For trial at the High Cour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8   3   12   3   4   2    2    8   2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0   13   9   4   12   4    0    3   8

3.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所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471   399   243   303   175   212    423    536   505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454   292   277   296   188   160    321    265   310

4.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教導所(1)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training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43   39   40   46   20   41    34    36   29

5.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勞教中心(2)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detention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 163 1 183 1 034   945   829   865    811    735   638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260   246   261   239   198   176    190    216   205

6.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更生中心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N.A.   19   25   52   72   41    64    57   46
 
註： 
(1) 包括等候報告判入教導所  /  更生中心犯人。 
(2) 包括等候報告判入勞教中心  /  教導所  /  更生中心犯人。 
 
資料來源︰ 
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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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裁判法院接受聆訊的 21 歲以下女性青年還押人數由 2005 年的 194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123 人。21 歲以下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所的女性青年由 2005 年的   25 人顯著
上升至   2009 年的 96 人。至於 21‐24 歲女性方面，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所的人
數明顯增加，由 2005 年的 50 人上升至   2009 年的   82 人。(見表 7.13) 
 
表  7.13：按種類劃分的女性青年還押犯收納數目,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女性 Fe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聆訊的法院  For hearing in : 

   (a)   區域法院  District Cour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7   7   7   14   12   6    6    9    8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0   9   10   6   9   4    8    7    5

   (b)   裁判法院  Magistrates’ Courts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280   217   152   198   194   166    153    129    123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303   276   282   345   295   224    199    214    198

2.  於高等法院受審  For trial at the High Cour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   2   0   0   2   0    0    0    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   1   3   0   1   0    0    0    0

3.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戒毒所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65   40   23   59   25   23    50    56    96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73   96   58   64   50   44    62    57    82

4.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教導所(1)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training centre #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28   160   117   104   95   80    96    98    112

5.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勞教中心(2)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detention centre ##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6. 
 

等候報告確定是否適合判入更生中心 
Pending suitability report for sentence to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n.a..   20   57   58   59   76    65    66    46
  
註： 
(1) 包括等候報告判入教導所  /  更生中心犯人。 
(2) 包括等候報告判入勞教中心  /  教導所  /  更生中心犯人。 
 
資料來源︰ 
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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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收納監獄囚犯/所員人數 
 
被定罪的青年犯會視乎情況被判處監禁、進入戒毒所、更生中心、教導所或勞教中心。  
 
更生中心為 14 歲至 21 歲以下的青少年犯提供短期的更生計劃。計劃內容包括紀律訓練，
基本工作技巧訓練和教育／輔導課程，並會安排適合的青少年犯入住中途宿舍，期間讓他
們外出工作、上學或參與其他核准活動。  
 
被判入教導所的年輕犯人通常觸犯的罪行較為複雜或嚴重，教導所會提供六個月至最長三
年的懲教訓練，以提升所員的教育水平和使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所員須在獲釋後接受三年
輔導監管，以確保他們在獲釋後能奉公守法。  
 
勞教中心則為 14 至 24 歲的男罪犯而設，學員需嚴守紀律、並接受刻苦訓練。羈留者獲釋
後須接受為期一年的法定監管。  
 
於   2009 年，分別共有 388 名 21 歲以下及 955 名 21‐24 歲的男性青年被判處監禁。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被判處羈押在戒毒所的男性青年人數有明顯的上升，16‐20 歲組別由 54
人上升至 241 人，21‐24 歲組別則由 120 人上升至 243 人。(見表 7.14)   
 
21 歲以下被判處監禁的女性青年人數由 2005 年的 1,097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225 人，而
21‐24 歲被判處監禁的女性青年人數則由 2005 年的 1,566 人下降至 2009 年的   602 人。於
2005 至 2009 年期間，被判處羈押在戒毒所的女性青年人數有明顯的上升，16‐20 歲組別
由 12 人上升至 81 人，21‐24 歲組別則由 19 人上升至 43 人。(見表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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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按懲教計劃及定罪時年齡組別劃分的收納男性監獄囚犯/所員人數,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男性 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判處監禁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434  445  473  648  496  384  332  370  388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404  1,324  1,498  1,460  1,287  1,153  999  1,001  955 

2. 
 

判處羈押在戒毒所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不足 16 歲  Under 16 years  2  3  3  3  0  0  0  3  7 

     16 ‐ 20  歲  16 ‐ 20 years  189  178  131  127  54  42  89  146  24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334  225  189  144  120  106  148  168  243 

3. 
 

判處羈押在教導所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training centre                     

     不足 16 歲  Under 16 years  20  17  9  16  11  17  12  6  12 

     16 ‐ 20  歲  16 ‐ 20 years  186  159  119  147  117  147  137  135  98 

4. 
 

判處羈押在勞教中心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detention centre       

     不足 16 歲  Under 16 years  27  55  51  62  27  32  35  45  40 

     16 ‐ 20  歲  16 ‐ 20 years  303  322  235  234  177  154  194  181  147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57  57  72  54  54  39  37  50  33 

5. 
 

判處羈押在更生中心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不足 16 歲  Under 16 years  n.a. 13  27  35  44  56  53  58  56 

     16 ‐ 20  歲  16 ‐ 20 years  n.a. 60  158  183  133  194  211  286  177 

 
資料來源︰ 
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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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5：按懲教計劃及定罪時年齡組別劃分的收納女性監獄囚犯/所員人數,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女性 Fe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判處監禁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350 2,143 1,573 1,497 1,097 828  375  314  225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346 2,552 2,511 2,517 1,566 1,094  676  658  602

2. 
 

判處羈押在戒毒所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42  24  15  29  12  15  29  57  8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58  58  45  40  19  21  17  22  43

3. 
 

判處羈押在教導所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training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6  19  9  24  7  10  9  6  12

4. 
 

判處羈押在勞教中心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detention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5. 
 

判處羈押在更生中心 
Sentenced to undergo detention in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不足 16 歲  Under 16 years  n.a. 6  17  16  22  15  21  36  22

     16 ‐ 20  歲  16 ‐ 20 years  n.a. 20  33  45  34  40  42  38  46

 
資料來源︰ 
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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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召回令 
 
對於未能遵守監管令條件的已假釋囚犯，懲教署署長可向該人發出召回令。表 7.16 及表 7.17
顯示召回令的執行情況。  
 

表  7.16：按種類劃分的被召回監獄男性青年犯,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男性 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召回監獄  Recalled to a prison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7  4  4  2  6  4  11  10  8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  1  0  0  0  1  0  1  0            
2. 

 
召回戒毒所 
Recalled to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41  38  27  15  8  8  5  20  34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76  98  80  54  51  40  22  44  58            
3.  召回教導所  102  97  83  95  77  66  83  84  86 
   Recalled to a training centre                                
4. 

 
召回勞教中心 
Recalled to a detention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68  67  77  66  67  78  75  152  84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3  8  3  8  9  9  5  7  19            
5. 

 
召回更生中心 
Recalled to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N.A. 0  14  27  36  70  86  147  164 

資料來源︰懲教署 
 

表  7.17:  按種類劃分的被召回監獄女性青年犯, 20012009 

   種類  Category 
女性 Female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  召回監獄 Recalled to a prison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0  2  0  0  0  0  0  0  1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0  0  0  0  0  1  0  0  0     

2. 
 

召回戒毒所 
Recalled to a 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re                    
   不足 21 歲  Under 21 years  15  11  4  3  2  2  3  7  17 

   21 至 24 歲  21 ‐ 24 years  12  16  19  9  18  12  9  8  14     

3.  召回教導所  13  10  12  11  8  4  5  7  7 
   Recalled to a training centre   
     

4. 
 

召回更生中心 
Recalled to a rehabilitation centre  N.A. 0  7  17  26  38  34  57  61 

 
資料來源︰懲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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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賭博問題   
 

7.3.1  第一次參與賭博活動的年齡 
 
根據民政事務局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曾參與賭博的人士在 20 歲前首次參與賭博活動。
(見表 7.18)   
 
表  7.18：第一次參與賭博活動的年齡, 20052008 

年齡 
Age 
 

2005 
% 

2008 
% 

樣本數目(n) = 1,679  樣本數目(n) = 1,206 

二十歲以下  Below 20  61.5  57.5   

二十至二十九歲  20‐ 29  30.8  30.1   

三十或以上  30 or above  7.8  12.4   

 
資料來源︰ 
民政事務局，《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2005 ‐  主要統計數字》(2005)，《鄰近地區博彩業迅速擴張下，
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最新形貌與防治問題賭博服務發展」評估研究報告》(2008)。 
 

7.3.2  參與賭博原因   
 
曾參與賭博的中學生首次賭博的三個主要原因為「消磨時間」、「好奇心」和「碰運氣」，而
繼續參與賭博的三個主要原因為「消磨時間」、「解悶消愁」以及「希望贏錢」。最普遍提議
或影響中學生參與首次賭博活動的人為「朋友或同學」  (20.5%)  以及「其他親戚」  (18.6%)。
(見表 7.19‐7.20) 
 
表  7.19：曾參與賭博的中學生首次和繼續參與賭博的原因, 2005 

原因 Reason 
參與第一次賭博 

Participating in first gambling 
繼續賭博 

Continuing to gamble
   樣本數目(n) = 659  樣本數目(n) = 565 

消磨時間 Killing time  45.3%  53.2% 
解悶消愁  Escaping from sadness / boredom  n.a.  35.0% 
好奇心 Curiosity  28.2%  n.a. 
碰運氣 Trying my luck  28.1%  24.5% 
希望贏錢 Hoping to win  21.0%  31.3% 
很開心/興奮  Happiness  n.a.  20.7% 
逢場作興 Just for fun  18.3%  n.a. 
找刺激 Excitement seeking  13.0%  n.a. 
很緊張刺激  Excitement  n.a.  17.3% 
應酬別人 Entertaining other people  12.7%  16.9% 
想提高技術  Hoping to enhance gambling skills  n.a.  14.2% 
其他原因 Others  5.4%  6.2% 
忘記 Do not remember  11.3%  0.0%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2005 ‐  主要統計數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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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誰提議或影響參與首次賭博活動, 2005 

   受訪者比例 
% of respondents 

   樣本數目(n) = 661 

朋友或同學  Friends or schoolmates  20.5% 

其他親戚  Other relatives  18.6% 

自己  Self  13.5% 

父母或祖父母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12.1% 

兄弟姐妹  Siblings  8.7% 

香港賽馬會的宣傳 HKJC’s promotions  0.4% 

忘記 Do not remember  16.7% 

其他原因 Others  9.6% 

 
資料來源︰ 
民政事務局，《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  2005 ‐  主要統計數字》(2005)。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54 

7.3.3  供青年賭徒的賭博輔導及治療服務   
 
根據民政事務局於 2008 年的一個調查顯示，83.1%  的 15‐19 歲青年表示如有需要，會向
專為賭徒及其家人而設的賭博輔導及治療中心尋求協助。調查亦顯示，於那些受「平和基
金」資助的賭博輔導及治療中心的使用者當中，只有小部分的使用者年齡為 25 歲或以下。
(見表 7.21‐7.22)   
 
表  7.21：如有需要，會否向那些專為賭徒及其家人而設的賭博輔導及治療中心尋求協助, 2008 

年齡 
Age Group 

受訪者數目 
No. of respondents 

會 
Yes 

不會 
No 

15‐19  178  83.1%  16.9% 

 
資料來源︰ 
民政事務局，《鄰近地區博彩業迅速擴張下，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最新形貌與防治問題賭博服務發展評估研究報
告》(2009)。 
 

表  7.22：「平和基金」資助的賭博輔導及治療中心服務青年使用者比例, 2008 

  

東華三院平和坊 
TWGHs 
Even Ctr. 

明愛展晴中心 
Caritas 
AGC Ctr. 

錫安社會服務處 
勗勵軒 
Zion   

Yuk Lai Hin 

香港青年協會 
賭博輔導中心 

HKFYG 
G. C. Ctr. 

  
%

樣本數目(n) = 462

%

樣本數目(n) = 423

%

樣本數目(n) = 283 

% 

樣本數目(n) = 130

18  或以下 
18 or below 

3.2    0.2    0.4    0.0   

19  至  25 
19 to 25 

10.2    7.8    5.7    6.9   

26  或以上 
26 or above 

86.6    91.9    67.5    93.1   

無年齡資料 
No age information 

‐‐  ‐‐  26.5    ‐‐ 

 
資料來源︰ 
民政事務局，《鄰近地區博彩業迅速擴張下，香港人參與賭博活動最新形貌與防治問題賭博服務發展」評估研究
報告》(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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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賭博問題嚴重程度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於 2009 年的一個調查顯示，1%  的中學生有病態賭博問題。於調查前十
二個月曾經賭博的中學生當中，70%  每月賭博少於一次。(見表 7.23‐7.24) 
 
表  7.23：中學生及邊緣青年的賭博問題嚴重程度  (根據 DSMIVJ  甄別尺度), 2009 

  
邊緣青年 

Marginal Youths 
中學生 

Secondary Students 

   樣本數目(n) = 703  樣本數目(n) = 4,721 

過去十二個月沒有賭博 
No gambling in the last 12 months 

5%  72% 

一般賭博  (0‐1  分) 
Social gambling (scoring 0‐1) 

43%  25% 

高危賭博  (2‐3  分) 
At‐risk gambling (scoring 2‐3) 

30%  2% 

病態賭博  (4‐12  分) 
Pathological gambling (scoring 4‐12) 

22%  1%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邊緣青少年及中學生病態賭博行為研究」附表》(2010)。 
 
 
表 7.24：青年賭博者的賭博頻密程度, 2009 

   邊緣青年 
Marginal Youths 

中學生 
Secondary Students 

   樣本數目(n) = 665  樣本數目(n) = 1,312 

少於一個月一次 
Less than once a month 

22%  70% 

每月一至三次 
Once to three times a month 

32%  21% 

每周一至五次 
Once to five times a week 

36%  7% 

每日一次或以上 
Once a day or more 

10%  2%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邊緣青少年及中學生病態賭博行為研究」附表》(2010)。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56 

7.3.5  賭博活動種類   
 
青年賭徒主要的賭博活動包括「打麻雀」  (64%)、「賭撲克牌」  (59%)、「賭大小」  (33%) 
以及「投注六合彩」   (28%)。此調查同時顯示邊緣青年相比其他中學生有更大機會出現病
態賭博問題。(見表 7.25)   
 
表  7.25：青年賭博者的賭博活動種類, 2009 

   邊緣青年 
Marginal Youths 

中學生 
Secondary Students 

   樣本數目(n) = 665  樣本數目(n) = 1,311 

投注六合彩 
Mark Six 

47%  28% 

向香港賽馬會投注賽馬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via Hong Kong Jockey Club 

30%  6% 

投注外圍賽馬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via local/offshore bookmarker

3%  2% 

向香港賽馬會投注足球賽果 
Betting on soccer games via Hong Kong Jockey Cub 

36%  8% 

投注外圍足球賽果 
Betting on soccer games via local/offshore bookmarker

12%  4% 

投注其他外圍運動項目賽果  (足球除外) 
Betting on other sports events (except soccer games) 

3%  2% 

在互聯網賭錢 
Online gambling 

15%  10% 

到澳門賭場賭錢 
Gambling at casino in Macau 

8%  4% 

到賭船賭錢 
Gambling on casino cruise 

4%  3% 

賭撲克牌 
Card games 

93%  59% 

打麻將 
Mahjong 

77%  64% 

賭牌九 
Pai Kau 

9%  7% 

賭大小 
Dice games 

54%  33% 

賭擲硬幣 
Tossing coins 

22%  23% 

註： 
(1) 由於可選多項，總計百分比多於 100%。 
 
資料來源︰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邊緣青少年及中學生病態賭博行為研究」附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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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對違法網上行為的認知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9 年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分別有   9.9%  及 9.2%  的 10‐24 歲
的青年，認為「將流行歌曲或影片上載到 BT/Foxy 網站」及「在網上遊戲偷取別人的虛擬
武器或財產等」不是非法行為。(見表 7.26)   
 
表  7.26：青年(1024)對違法網上行為的認知, 2009 

  

是 
觸犯法例 

Yes, it is illegal

不是 
觸犯法例 
No, it is not 
illegal 

「唔知/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將人地嘅私人色情相片/ 
短片轉載給別人看」 
Forwarding other people's 
pornographic photos / videos for 
sharing 

91.9%  4.3%  3.8%  100% 

「於網上自稱黑社會或報稱會襲擊其
他人」 
Claiming to be a triad society member 
or claiming to make an attack on 
people 

91.3%  4.8%  3.8%  100% 

「將流行歌曲或影片上載到 BT/Foxy
網站」 
Uploading music or films to BT / Foxy 
websites for sharing 

82.9%  9.9%  7.2%  100% 

「響網上遊戲度偷取人哋嘅虛擬武器
或財產等」 
Stealing cyber weapons or assets of 
other people in cyber games 

82.8%  9.2%  8.0%  100% 

 
註: 
(1) 受訪者人數目為 558 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上網出了甚麼問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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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青年價值觀 
 
從 2003 至 2006 年間學友社每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愈來愈多的青少年人認為他們愛中國和
香港。在 2007 年一項由香港青年協會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半數年齡介乎 18‐39 歲的受訪
者非常同意或頗同意香港是一個人們可以很容易賺快錢的地方。這一章是有關青年人的文
化認同、人際關係、政治和社會、愛情、性、金錢、環境保護、家庭觀念及青年願景的分
析和討論。  
 

8.1  國民身份認同   
 
根據學友社於 2003 至 2006 年期間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以 1－6 分作評價，6 分代表
最認同，1 分代表最不認同，中學生對於「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同意程度，由 4.34 分
上升至 4.78 分，而「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同意程度則介乎於 5.09 分至 5.17 分之間。
另一方面，對於「我認為我愛中國」的同意程度由 3.68 分上升至 4.01 分，而對於「我認為
我愛香港」的同意程度則由 4.56 分上升至 4.81 分。(見表 8.1) 
 
表  8.1：中學生對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1), 20032006 

   2003  2004  2005  2006 

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I agree that I am Hong Kong People 

5.09  5.11  5.17  5.04 

我認為我愛香港 
I agree that I love Hong Kong 

4.56  4.63  4.70  4.81 

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I agree that I am Chinese 

4.34  4.47  4.59  4.78 

我認為我愛中國 
I agree that I love China 

3.68  3.91  3.90  4.01 

註： 
(1) 以 1－6 分作評價。6 分代表最認同，1 分代表最不認同。 
 
資料來源  ： 
學友社，《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報告》2003 至 2006 年版  (2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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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10 年的一項青年調查顯示，約佔八成的 15‐29 歲青年認同/非常認
同自己是香港人，與 30‐40 歲人士相近。然而，認同/非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百份比隨年
齡下降，認同/非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15‐19歲及 20‐29歲青年分別有   62.9%  及   68.4%，
比 30‐40 歲人士的 79.2%低。(見表 8.2) 
 

表  8.2：不同年代人士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認同/非常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Indigenous identity: agree/strongly 
identified as Hong Konger 

81.9  82.6  81.0  81.8 

認同/非常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National identity: agree/strongly 
identified as Chinese * 

62.9  68.4  79.2  71.1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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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人際關係   
 

8.2.1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2‐29歲青年頗為看重親情、友情和愛情。以
0‐10分來評價，0分代表「一點也沒有」；5分代表「一般」；10分代表「非常深厚」，青年人
對家人的親情、對朋友的友情及對戀人的愛情的評分分別為   8.90分、8.10分及7.62分，比
自評對香港及對國家的感情更高，反映人際關係在青年的心目中有重要地位，重要的程度
甚至比對國家和香港的感情更高。(見表8.3) 
 
表  8.3：青年(1229)自評心目中對家人、朋友、戀人、香港及國家的「情」的深厚程度, 2009 

 
平均分(3) 
Mean 

評分人數 
No. of respondents 

「對家人嘅親情」 
Your passion towards your family 

8.90  277 

「對朋友嘅友情」 
Your passion towards your friendship 

8.10  277 

「對戀人嘅愛情」 
The passion between lovers 

7.62  268 

「對香港嘅感情」 
Your passion to Hong Kong 

6.91  277 

「對國家嘅感情」 
Your passion to your motherland 

5.68  277 

註： 
(1) 受訪者以  010 分計分，0 分代表「一點也沒有」；5 分代表「一般」；10 分代表「非常深厚」。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數字不包括回答「唔知  /  難講」者。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心中「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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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朋友的定義   
 
據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顯示，就讀小五至大專的學生心目中的朋友定義多數為能夠與自己
「講到秘密」  (30.7%)，其次為「有事會幫你」  (27.9%)  以及「啱傾啱講」  (26.3%)。而
朋友對於他們生活的影響多數在於「言行舉止」   (33.5%)、「參加哪些活動」   (31.0%)，
以及「娛樂消費」  (25.2%)  方面。約六成的學生(60.1%)  認為朋友在生活方面最能夠幫助
自己的為「遇到問題   /  疑難時給予意見」。而當他們遇到問題/疑難而第一時間會找朋友
傾談的原因多是因為讀書問題(37.6%)。(見表 8.4 至 8.7) 
 

表  8.4：青年人心目中「死黨、老友、好朋友、真正朋友」的定義  (小五至大專學生), 2006 

N=554 
人次 

Frequency 
百分比(2) 

Percent (2) 

「講到秘密」 
Those who can exchange secrets with each other 

170  30.7% 

「有事會幫你」 
Those who will help you when you have problems 

155  27.9% 

「啱傾啱講」 
Those who share common interests / talking points with you 

146  26.3% 

「同你分擔  /  分享」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share your sadness / happiness 

106  19.1% 

「明白你  /  體諒你  /  了解你」 
Those who understand you 

66  12.0% 

「夠真  /  坦白」 
Those who are honest with you 

56  10.0% 

「相識很久」 
Those you have known for many years 

45  8.2% 

「時時見面」 
Those who you frequently meet 

41  7.5% 

「乜都會預埋你」 
Those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share good things with you 

32  5.8% 

「攬頭攬頸」 
Those who you can play freely with 

27  4.9% 

「遷就你」 
Those who defer to you 

16  2.9% 

「會指出你嘅不是之處」 
Those who will point out your weaknesses 

9  1.7% 

「其他」 
Others 

9  1.6% 

「冇乜野叫死黨、老友、好朋友、真正朋友」 
There are no good friends / true friends 

22  3.9%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4  4.3%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回答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不被讀出。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朋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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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朋友對生活的哪些方面有影響  (小五至大專學生), 2006 

  N=554 
人次 

Frequency 
百分比(2) 

Percent (2) 

「言行舉止」 
In the way I behaved and spoke 

186  33.5% 

「參加邊啲活動」 
In the activities I selected 

172  31.0% 

「娛樂消費」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140  25.2% 

「學業表現」 
Academic performance 

119  21.5% 

「衣著打扮」 
My fashion sense 

118  21.3% 

「選擇朋友」 
Selecting whom I made friends with 

83  14.9% 

「處事作風」 
In the way I handled things and dealt with people 

82  14.7% 

「升學取向」 
Academic promotion preferences 

46  8.3% 

「與家人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members 

39  7.1% 

「鍾意邊個明星」 
Support of particular idols 

30  5.5% 

「選科取向」 
Curriculum selections 

25  4.6% 

「結識異性」 
How I made friends with the "opposite sex 

14  2.5% 

「其他」 
Others 

10  1.8% 

「冇乜」 
None in particular 

51  9.1%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1  0.2%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朋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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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朋友最能夠幫助生活的哪方面  (小五至大專學生), 2006 

 
人次 

Frequency 
百分比(2) 

Percent (2) 

「遇到問題  /  疑難俾意見你」 
They gave me suggestions when I had problems 

333  60.1% 

「有人陪你一齊玩」 
Had some guys to play with me 

189  34.1% 

「情感上嘅支持」 
They gave me emotional support 

155  28.0% 

「教你做功課  /  讀書」 
They taught me how to do an assignment 

136  24.5% 

「無聊時有人陪你」 
Had some guys to stay with me to kill time 

94  16.9% 

「幫你結識更多朋友」 
They referred friends to me 

68  12.3% 

「有野唔識有人教  (電腦  /  普通話等)  」 
They shared skills with me 

63  11.3% 

「同你守秘密」 
They kept secrets with me 

25  4.5% 

「做你擋箭牌」 
Had some guys to be my scapegoat 

8  1.4% 

「幫你結識異性」 
They referred members of the "opposite sex" to me 

7  1.3% 

「其他」 
Others 

4  0.8% 

「冇」 
None in particular 

8  1.4%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3  0.6%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朋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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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遇到哪些問題/疑難會第一時間找朋友傾談  (小五至大專學生), 2006 

  N=554 
人次 

Frequency 
百分比(2) 

Percent (2) 

「讀書」 
Studies 

208  37.6% 

「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problems 

75  13.5% 

「感情」 
Love issues 

67  12.0% 

「家庭問題」 
Family problems 

54  9.8% 

「升學」 
Academic prospects 

32  5.8% 

「男  /  女交往問題」 
Getting along with the "opposite sex" 

18  3.3% 

「金錢問題」 
Monetary problems 

13  2.3% 

「就業」 
Employment 

7  1.3% 

「信仰」 
Religion 

6  1.1% 

「性方面」 
Sexual problems 

5  0.8% 

「健康問題」 
Health problems 

4  0.7% 

「其他」 
Others 

6  1.1% 

「冇乜」 
None in particular 

52  9.4%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7  1.3% 

合計 
Total 

554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答案選項被讀出，只限選擇一項。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朋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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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對孤獨的觀感   
 
不佳的人際關係可能會令青年產生孤獨的感覺。根據香港小童群益會於2009年的一項調查
顯示，23.1%  的15‐29歲青年於訪問前的三個月經常有「孤獨」的感覺。而青年最常出現
「孤獨」感覺的原因為「和同學   /  朋友的關係不佳」   (33.0%)  ，其次為「我沒有支持和
鼓勵的愛侶」  (27.9%)。而青年人因感到「孤獨」而不愉快時，逾半數的受訪青年會   「聽
音樂」   (69.3%)  以及「睡覺/休息」   (64.1%)  來令自己感覺開心些。(見表8.8) 
 

表  8.8：青少年(1529)感覺「孤獨」的原因及舒緩方法, 2009 

在最近三個月，你有沒有出現過「孤獨」的感覺？ 

Have you ever felt lonely in the past 3 months ?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1.  從沒有  Never  118  17.8% 

2.  很少有  Occasionally  391  59.1% 

3.  經常有  Often  153  23.1% 

    回答總數    Number of response  662  100.0% 

你最常出現「孤獨」感覺的原因是什麼？ 

What are the most usual reasons for feeling lonely ?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1.  和同學  /  朋友的關係不佳  Bad relationship with classmates/ friends  208  33.0% 

2.  我沒有支持和鼓勵的愛侶  Not having a supportive lover  176  27.9% 

3.  家人不理會我  My family members ignore me.  58  9.2% 

4.  沒有原因  /  不知道  No reason / Don’t Know  16  2.5% 

5.  其他  Others    173  27.4% 

    回答總數    Number of response  631  100.0% 

當你因感到「孤獨」而不愉快時，你會做什麼令自己開心些？(可選多項)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yourself happier when you feel lonely ? (Multiple answers allowed)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age 

1.  聽音樂  Listen to music  454  69.3% 

2.  睡覺  /  休息  Sleep / rest  420  64.1% 

3.  找朋友陪  Hang out with friends  333  50.8% 

4.  上網  Go online  306  46.7% 

5.  看書  /  雜誌  Reading books / magazines  249  38.0% 

6.  發白日夢  Day dreaming  228  34.8% 

7.  打機  Playing electronic games  204  31.1% 

8.  自己逛街  /  購物  Shopping with myself  199  30.4% 

9.  自己做運動  Doing physical exercise with myself  190  29.0% 

10.  自己到戶外  /  郊外散心  Go outdoors / countryside with myself  119  18.2% 

11.  溫習  /  做功課  Doing revision / homework  117  17.9% 

12.  找家人陪  Stay with family members  85  13.0% 

13.  到社區  /  青少年中心  Go to community center / youth centers  32  4.9% 

14.  其他  Others  73  11.1% 

 
 
資料來源︰ 
香港小童群益會，《青少年「孤獨」感覺與團隊活動關係的調查結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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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政治及社會 
 

8.3.1  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根據中央政策組於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信任或非常信任香港政府的15‐19歲青年達65.2
％，而20‐29歲青年的百分比則有54.8％。而信任或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15‐19歲及20‐29歲
青年的百分比則較低，分別只有   42.2%  及   39.4%。這反映部分青年對政府的管治水平並
不十分滿意。   (見表8.9) 
 
表  8.9：不同年代人士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信任/非常信任香港政府 
Trust/strongly trust HK SAR 
Government * 

65.2  54.8  55.1  57.7 

信任/非常信任中央政府 
Trust/strongly trust Central 
Government * 

42.2  39.4  50.5  44.6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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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對民主發展的看法   
 
根據中央政策組的調查，接近四分之三(73.4%)的15‐19歲青年同意或非常同意民主發展比
政府管治效率更加重要，而20‐29歲青年方面的百分比則有68.5%。這反映在大部分青年人
心目中民主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去影響他們怎樣去評價社會環境。(見表8.10) 
 

表  8.10：是否同意民主發展比政府管治效率更加重要,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同意/非常同意 
Agree / Strongly Agree 

73.4  68.5  60.8  66.8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3.2  23.7  27.6  25.1 

不知道 
Don't know 

3.4  7.8  11.6  8.1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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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對政治人才的看法   
 
是否有足夠的政治人才可能會影響青年關心和參與政治的投入程度，調查顯示青年普遍認
為本港政治人才不足。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在2006年有52.8%的15‐34歲青年認為香
港的政治人才頗不足夠，在2008年認為香港的政治人才不足夠的18‐34歲青年更達70.0%。
(見表8.11) 
 

表  8.11︰香港政治人才是否足夠, 20062008 

   2006  2008 

15‐34 歲  (Aged 15‐34)  18‐34 歲  (Aged 18‐34)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非常足夠」 
Very sufficient 

22  4.4%  4  1.5% 

「幾足夠」 
Quite sufficient 

189  37.3%  63  22.4% 

「唔係咁足夠」 
Not sufficient as such 

229  45.2%  122  43.3% 

「非常不足夠」 
Not sufficient at all 

39  7.6%  76  26.7%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8  5.5%  17  6.1% 

合計 
Total 

506  100.0%  283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眼中的政治人才》(2006)，《青年希望選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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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治人才應該具哪些個人能力，較多青年人認為他們應首先具備「領導能力」  (36.5%)、
「準確判斷力」  (20.9%)  以及「具社會時事觸覺」  (18.1%)。而當他們在立法會選舉中投
票時，青年多以候選人的「實幹能力」   (25.1%)  以及「政綱」   (25.0%)  作為主要的投票
準則，而認為「政黨」和「政治信念」是主要投票準則的分別只有   8.6%  和   6.0%  。這反
映青年在評價政治人物時，多首先重視他們的辦事能力，而非政治信念。(見表8.12‐8.13) 
 
表  8.12：青年(1534)心目中政治人才最需要具備的三項個人能力, 2006 

N=506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領導能力 
Having leadership skills 

185  36.5% 

準確判斷力   
Ability to make judgments 

106  20.9% 

具社會時事觸覺   
Having the sense to catch social issues 

92  18.1% 

溝通  /  表達能力   
Ability to communicate / present 

88  17.5% 

掌握民意能力   
Ability to grasp public opinion 

81  16.1% 

行政  /  管理能力   
Ability in executive management 

77  15.2% 

獨立思考能力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61  12.0% 

懂得協調各方利益   
Ability to make compromis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41  8.1% 

視野思維夠廣闊   
Having a wide perspective 

38  7.5% 

掌握議題能力   
Ability to grasp the core issues of the agenda 

31  6.1% 

議政議事能力   
Ability to discuss issues 

27  5.4% 

其他   
Others 

7  1.3%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64  12.7% 

拒絕回答   
Refused to answer 

3  0.6%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回答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不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眼中的政治人才》(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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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青年人(1834)在第四屆立法會選舉的主要投票準則, 2008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實幹能力   
Practicality of the individual 

70  25.1% 

政綱   
Manifesto 

70  25.0% 

政黨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 

24  8.6% 

政治信念   
Political beliefs 

17  6.0% 

敢言作風   
Outspokenness of the individual 

15  5.4% 

個人操守   
Personal integrity 

10  3.7% 

有議會經驗   
Prior experience in Council matters 

9  3.3% 

選舉期間嘅表現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ampaign 

7  2.7% 

民意調查結果   
Public opinions results 

5  1.8% 

職業  /  教育背景   
Occupation / Education background 

2  0.8% 

社會知名度   
Popularity 

2  0.9% 

其他   
Others 

14  5.1%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32  11.5% 

合計 
Total 

278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選項不被讀出，只限回答一項答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希望選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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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青年人對行政長官才能的要求亦以實際的辦事能力為主，如「有領導能力」、「有
管治能力」，其次才為「有遠見」。(見表8.14) 
 

表  8.14︰最能夠得到青年支持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應有的才能, 20052007   

   2005  2007 

 

(15‐34 歲) 
(aged 15‐34) 

N=500 

(18‐34 歲) 
(aged 18‐34) 

N=313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有領導能力」 
Leadership ability 

292  58.4%  181  57.9% 

「有管治能力」 
Government ability 

227  45.4%  168  53.8% 

「有遠見」 
The ability to be a visionary 

205  41.0%  114  36.3% 

「識得用人唯才」 
Ability to choose the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position 

189  37.7%  89  28.3% 

「識得掌握民意」 
Ability to grasp public opinions 

194  38.8%  88  28.2% 

「識得協調各方利益」 
A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ections 

144  28.9%  64  20.6% 

「識得掌握政策問題所在」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ore issues of a policy 

113  22.6%  62  19.7% 

「有辯論能力」 
Debating skills 

‐  ‐  43  13.6% 

「識得包裝自己」 
Ability to create an outstanding image for himself / herself 

16  3.2%  13  4.2% 

「其他」 
Others 

2  0.5%  1  0.5% 

「冇所謂」 
It does not matter 

6  1.3%  2  0.6%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1  0.2%  4  1.2%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心目中的行政長官》(2005)、《青年眼中的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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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對社會的觀感   
 
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的看法，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2004年及2007年的調查，青年人對香港
的「廉潔」程度最有信心，其次通常為「法治」、「勤奮」、「尊重別人」和「自由」，
而對「民主」和「團結」的信心則相對較低。這反映青年人對本港的管治水平、公民素質
及對自由的保障信心較高，但對社會的凝聚力和民主發展則較為失望。(見表8.15) 
 

表  8.15︰青年人對維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信心, 20042007 

  
2004.6 

(15‐34 歲) 
(aged 15‐34) 

2004.12 
(15‐39 歲) 
(aged 15‐39) 

2007.3 

(18‐34 歲) 
(aged 18‐34) 

廉潔 
Incorruptibility 

67.53  72.10  71.65 

法治 
Rule of Law 

61.72  66.45  69.32 

勤奮 
Diligence 

65.95  70.19  69.10 

尊重別人 
Respect 

60.65  64.75  66.58 

自由 
Freedom 

58.79  66.16  66.12 

信任 
Trust 

58.47  63.47  64.87 

平等 
Equality 

61.51  63.74  64.81 

公平 
Fairness 

60.06  62.90  64.46 

誠信 
Integrity 

55.69  61.57  63.87 

公義 
Justice 

59.85  64.02  63.87 

團結 
Unity 

57.25  62.49  62.40 

民主 
Democracy 

55.14  62.34  61.30 

註： 
(1) 受訪者以  0100 分評價，0 =  完全冇信心；100 =  非常有信心。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數字不包括回答「唔知  /  難講」者。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回歸週年：青年看當前香港社會的狀況》(2004)、《回顧與前瞻：青年
對社會狀況的觀感》(2004)、《青年眼中的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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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1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青年人對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香港人在香港的發
展機會的看法稍為偏向負面。  
 
報告顯示，認為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香港人現時在香港各方面發展機會為「無／有限」的 15‐19
歲青年有   35.5%，而認為「很多」的只有 15.0%。而 20‐29 歲的青年中認為現在發展機會
為「無／有限」的百分比達 33.6％，而認為「很多」的只有 18.5%。但對於與自己年齡相
近的香港人在未來各方面的發展，分別有 41.1%和 40.5%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認為
會比現時差，而認為會比現時好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分別只有 19.2％和 14.9％。  
 
然而，整體上對在香港所得到的發展機會感到滿意的青年比不滿意的稍多。對在香港的整
體發展機會感到「滿意/非常滿意」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人分別有 36.7％和 30.6％，
而感到「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人則分別有 24.8％和 28.2％。
(見表 8.16  至   8.18) 
 

表 8.16：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香港人在香港各方面發展的機會,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無／有限  None / Limited  35.5  33.6  27.6  31.8 

一般  Moderate  49.5  47.9  51.7  49.8 

很多  Many  15.0  18.5  20.7  18.4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表  8.17：與自己年齡相近的香港人在未來香港各方面發展的機會與現時的比較,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比現時差 Worse than now  41.1  40.5  50.2  44.4 

和現時差不多 About the same  39.8  44.6  40.1  41.5 

比現時好 Better than now  19.2  14.9  9.7  14.1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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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8：整體上對在香港所得到的發展機會的滿意程度,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Dissatisfied / Very dissatisfied 

24.8  28.2  22.1  24.9 

一般 
Average 

38.5  41.2  39.1  39.6 

滿意/非常滿意 
Satisfied / very satisfied 

36.7  30.6  38.8  35.5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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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戀愛   
 

8.4.1  戀愛次數及對愛情的重視程度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在曾經談戀愛的 12‐29 歲青年當中，普遍談戀愛的次數為 1‐3
次。以 0‐10 分來評價愛情的重要性，10 分代表最重要，分別有 92.5%  和 77.1%在職和在
學的青年給予 6‐10 分以上，反映愛情對青年人來說有頗大重要性。(見表 8.19‐8.20) 
 

表  8.19：青年人(1229)的「拍拖」次數, 20072008 

「拍拖」次數 
Number of times of involving in a relationship 

2007  2008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0  130  27.1%  101  30.2% 

1  82  17.0%  50  14.8% 

2  96  19.9%  66  19.8% 

3  89  18.4%  52  15.6% 

4  44  9.1%  17  4.9% 

5  14  3.0%  16  4.8% 

6  4  0.9%  12  3.5% 

7  3  0.6%  1  0.2% 

8  4  0.8%  3  0.8% 

9    ‐      ‐      ‐      ‐   

10  次或以上   
10 or above 

15  3.2%  3  1.0%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      ‐    15  4.4% 

合計 
Total 

481  100.0%  335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  ‐‐‐  談談情、送送禮》(2007)，《聖誕鐘  ‐‐‐  青少年戀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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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青年人(1229)自評愛情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  (按就業狀況劃分), 2009 

0 ‐ 10 分 
On a scale of 0‐10 

就業狀況 Working Status   

在職  At work  在學  At school  合計 Total 

0 ‐ 4 
1 

0.9% 
22 

15.3% 
23 
9.2% 

5 
7 

6.5% 
11 
7.6% 

18 
7.2% 

6 – 10 
99 

92.5% 
111 
77.1% 

210 
83.7% 

合計 
Total 

107 
100.0% 

144 
100.0% 

251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p<0.01。 
(2) 被訪者以 010 分評分，10 分為最重要。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心中「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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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處理感情挫折的方法   
 
超過四分之三的青年   (76.2%)  表示假如遇到感情挫折，有信心自己能夠理性地處理。當遇
到感情挫折時，多於一半的受訪青年表示通常會找別人傾訴，包括「搵朋友傾」  (46.7%)、
「搵父母傾」  (11.2%)及「搵社工傾」  (1.4%)。然而，部分青年表示他們選擇以「自己開
解自己」   (15.5%)，「乜都唔做，讓時間沖淡」   (12.5%)和「發洩   (做運動   /  唱歌等)」
(10.9%)  等 方 法 來 處 理 。 這 反 映 部 分 青 年 可 能 欠 缺 適 當 途 徑 去 處 理 感 情 挫 折 。 (見 表
8.21‐8.22) 
 

表  8.21：青年人(1229)對假如遇到感情挫折自己能夠理性地處理的信心, 2009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非常有信心」  Very confident  51  18.2% 
}76.2% 

「幾有信心」  Fairly confident  161  58.0% 

「信心不大」  Fairly not confident  57  20.5% 
}21.0% 

「完全冇信心」  Entirely not confident  1  0.5%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8  2.8% 

合計  Total  277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心中「情」》(2009)。 
 

表  8.22：青年人(1229)對假如遇到感情挫折通常的處理方法, 2009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搵朋友傾」  Talk to friends  129  46.7% 

「自己開解自己」  Self‐therapy    43  15.5% 

「乜都唔做，讓時間沖淡」  Do nothing and let time wash away anything  35  12.5% 

「搵父母傾」  Talk to parents  31  11.2% 

「發洩  (做運動  /  唱歌等)」  Do something to vent anger (exercise / singing etc.)  30  10.9% 

「搵社工傾」  Talk to social workers  4  1.4% 

「做啲傷害自己嘅野」  Do something to harm myself  1  0.2% 

「其他」  Others  3  1.0%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  0.6% 

合計  Total    277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少年的心中「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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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網上戀愛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9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約三分之一(37.2%)的青年喜歡在網上
結 識 朋 友 ， 少 於 一 半 (45.5%)的 青 年 對 自 己 能 夠 判 斷 網 友 的 為 人 有 信 心 ， 超 過 三 分 之 二
(67.3%)表示會拒絕網友透過社交網站邀請參加派對。另外，接近四分之三(73.2%)的青年
表示不同意「即使大家從未真正見過面，你不抗拒與網友談戀愛」這個說法。這反映大部
分青年人對在網上結識朋友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不會隨便發展網上戀愛。(見表 8.23‐8.24) 
 

表  8.23︰青年人對在網上結識朋友的看法(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你喜歡在網上識朋友 
You like making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86  316  372  251 
56  1,081

8.0%  29.2%  34.4%  23.2% 

402  623 
5.2%  100.0%

37.2%  57.6% 
你有信心自己能夠判斷網友
的為人 
You have confidence that 
you could tell what kind of 
people you made friends 
with online 

122  370  352  137 
100  1,081

11.3%  34.2%  32.6%  12.7% 

492  489 
9.3%  100.0%

45.5%  45.3% 

假如有網友透過社交網站邀
請你參加派對，你會拒絕 
You would refuse an 
invitation to a party from 
friends mad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450  278  167  94 
92  1,081

41.6%  25.7%  15.4%  8.7% 

728  261 
8.5%  100.0%

67.3%  24.1%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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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4︰青年人對在網上發展戀愛的看法(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9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你對網上發展的戀情不會認真對
待 
You would not treat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ed on the 
Internet seriously 

228  271  219  122 
241  1,081

21.1%  25.1%  20.3%  11.3% 

499  341 
22.3%  100.0%

46.2%  31.6% 

網上戀愛，是不需要講求忠誠的 
There is no loyalty regarding 
relationships developed on the 
Internet 

101  146  309  312 
213  1,081

9.3%  13.5%  28.6%  28.9% 

247  621 
19.7%  100.0%

22.8%  57.5% 

即使大家從未真正見過面，你不抗
拒與網友談戀愛 
You would not refuse a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met 
online even though you had never 
met him / her in person 

57  143  261  531 
89  1,081

5.3%  13.2%  24.1%  49.1% 

200  792 
8.2%  100.0%

18.5%  73.2%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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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節日約會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以所有回答 0‐10 分的答案計算，12‐29 歲
的青年人認為節日裡與戀人約會的重要程度平均的分數約為 5.1 分。而於 2007 年的同類調
查亦發現，少於兩成(19.2%)的 12‐29 歲的青年人會因為節日裡沒有約會而感到「好瘀」。
認為節日裡要和戀人約會的主要原因為「有人同你分享節目」  (59.5%)，其次為「有人錫   / 
關心自己」  (27.3%)。這反映雖然大部分青年認為在節日裡與戀人約會的重要性只屬一般，
但不少青年仍希望在節日裡能夠與別人分享喜悅，和感覺被愛及被重視。(見表 8.25‐8.27) 
 

表 8.25：青年人(1229)認為節日裡「有拖拍」的重要程度, 2008 

分數 
Scores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0  38  11.2% 

1  7  2.2% 

2  9  2.7% 

3  21  6.1% 

4  19  5.6% 

5  88  26.0% 

6  38  11.1% 

7  69  20.3% 

8  30  8.9% 

9  6  1.9% 

10  11  3.4%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  0.6% 

合計 Total  338  100.0% 

註： 
(1) 受訪者以  010 分評價，愈高分代表愈重要。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3) 數字不包括回答「唔知  /  難講」者。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  ‐‐‐  青少年戀愛》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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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6：青年人(1229)是否同意在節日裡無約會「好瘀」, 2007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響節日裡面冇人約 
係好「瘀」嘅」 
If no one arranges for a date 
with you during the holidays, 
you would feel embarrassed 

9  89  313  92 
7  510 

1.8%  17.4%  61.4%  18.1% 

98  405 
1.3%  100.0%

19.2%  79.5%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  ‐‐‐  談談情、送送禮》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7)。 
 
 

表 8.27：青年人(1229)認為在節日「有拖拍」是重要的原因, 2008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有人同你分享節目」  To enjoy the days with someone  144  59.5% 

「有人錫  /  關心自己」  It means someone loves and cares for me  66  27.3% 

「打發時間」  It helps to kill time  7  2.7% 

「無就好瘀」  It is very embarrassing if you don't have a date  3  1.1% 

「代表自己有吸引力」  It means I am attractive  3  1.3% 

「其他」  Others  9  3.8%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10  4.3% 

合計  Total  242  100.0%

註： 
(1) 被訪者只包括在表 8.25 答 510 分的受訪者。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  ‐‐‐  青少年戀愛》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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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性   
 

8.5.1  婚前性行為   
 
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0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29 歲或以下的青年對於「有婚前性行為並有
計劃結婚」及「有婚前性行為和穩定關係但沒有計劃結婚」的接受程度介乎「視乎情況」
至「同意」之間，接受程度比 50 歲或以上人士明顯為高。(見表 8.28) 
 

表 8.28：不同年齡人士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 2008 

 

29 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有婚前性行為並有計劃結婚 
Premarital sex with a plan to marry 

3.6 
 

3.7 
 

3.6 
 

3.4** 
 

3.2*** 
 

有婚前性行為和穩定關係但沒有計劃結婚 
Premarital sex with a stable relationship but 
no plan to marry 

3.2 
 
 

3.5 
 
 

3.2 
 
 

3.0* 
 
 

2.5*** 
 
 

有婚前性行為但關係不穩定 
Premarital sex without a stable relationship

2.3 
 

2.3 
 

2.2 
 

2.0** 
 

2.1*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視乎

情況、4 代表同意，及 5 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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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節日親密行為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   (37.1%)  的受訪青年同意在
節 日 裡 與 普 通 朋 友 有 親 密 的 身 體 接 觸 可 以 接 受 ， 而 認 為 到 別 人 家 中 過 夜 是 可 以 接 受 更 有
45.4%。然而，於 2007 年及 2009 年的調查亦顯示，近八成的受訪青年   (2007︰78.9%；
2009︰83.5%)  不同意在節日裡面發生一夜情可以接受，而在 2008 年的調查當中，不同意
的百分比更高達接近九成(88.5%)。這反映雖然不少青年對在節日裡對與朋友之間的較親密
接觸持較開放的態度，但大部分青年認為不應隨便和陌生人發生一夜情。(見表 8.29‐8.30) 
 

表  8.29︰對節日親密行為的看法(中一至中七學生), 2008 

   同意  Agree  不同意  Not 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Ver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去別人家中過夜是 
可以接受的 
Sleeping or staying 
overnight at a friend's 
home is acceptable 

135  356  247  266 
77  1,081

12.5%  32.9%  22.8%  24.6% 

491  513 
7.1%  100.0%

45.4%  47.4% 

與普通朋友有親密的身體
接觸是可以接受的 
Making close body contact 
with general friends is 
acceptable 

104  297  332  254 
94  1,081

9.6%  27.5%  30.7%  23.5% 

401  586 
8.7%  100.0%

37.1%  54.2%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危情在線》青少年意見調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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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0：青年人對「響節日裡面發生一夜情係可以接受」的同意程度, 20072008 

   同意  Agree  不同意  Not Agree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年份  /  訪問對象 

Year / Target group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2007 
(十二至二十九歲) 
(Aged 12‐29) 

2  83  216  184 
22  507 

0.5%  16.3%  42.6%  36.3% 

85  400 
4.3%  100.0%

16.8%  78.9% 

2008 
(十二至二十九歲) 
(Aged 12‐29) 

4  29  102  194 
6  335 

1.2%  8.6%  30.5%  58.0% 

33  296 
1.7%  100.0%

9.8%  88.5% 

2009 
(中一至十七) 
(F.1 – F.7) 

56  42  193  709 
81  1,081

5.2%  3.9%  17.9%  65.6% 

98  902 
7.5%  100.0%

9.1%  83.5%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聖誕鐘  ‐‐‐  談談情、送送禮》(2007)、《聖誕鐘  ‐‐‐  青少年戀愛》(2008)、
《聖誕鐘──危情在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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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同性戀 
 
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5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約七成(70.6%)的 16‐20 歲青年同意「同性
戀是關於性取向，與道德無關係」，不同意「同性戀者關係並不長久」的亦接近八成   (78.9%)。
然而，不足六成(57.9%)  的青年同意「同性戀是個人事情，社會不需要管」。這反映雖然青
年普遍對同性戀的態度較持平，但同時亦有不少青年可能擔心同性戀會影響社會風氣。(見
表 8.31) 
 

表  8.31︰青年人對同性戀者的印象和性取向的看法, 2005   

16‐20 歲青年  Youth aged 16‐20 

  
「同性戀係性取向嘅事， 

同道德無關係」 
「同性戀係個人嘅事， 

社會唔需要管」 
「同性戀者關係並不長久」

  
Homosexuality is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without relation 

to morals 

Homosexuality is a personal 
issue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society to interf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osexuality is not long 

lasting 

同意 
Agree 

48  44  15 

70.6%  57.9%  21.1% 

不同意 
Disagree 

20  32  56 

29.4%  42.1%  78.9% 

合計 
Total 

68  76  71 

100.0%  100.0%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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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超過六成(64.5%)的 16‐20 歲青年接受同性戀者合法結婚，約四分之三(74.7%)的青
年接受同性戀者收養小朋友，超過六成(62.2%)接受單身女同性戀者透過人工輔助方法懷孕  
，表示不抗拒與同性戀者相處的青年更超過九成(92.1%)。這反映較多青年同意同性戀者應
和其他人一樣擁有組織家庭的權利，及不應在社會裡受到孤立。(見表 8.32‐8.33) 
 

表  8.32︰青年人對同性戀者結婚和生育的看法, 2005   

16‐20 歲青年  Youth aged 16‐20 

  
同性戀者合法結婚  同性戀者收養小朋友  單身女同性戀者透過 

人工輔助方法懷孕 

  
Homosexuals having a legal 

marriage 
Homosexuals adopting children Single lesbians receiving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接受 
Accept 

49  56  46 

64.5%  74.7%  62.2% 

不接受 
Not Accept 

27  19  28 

35.5%  25.3%  37.8% 

合計 
Total 

76  75  74 

100.0%  100.0%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2005)。 
 
 

表  8.33︰對與同性戀者相處的看法, 2005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6‐20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抗拒  Resist  6  7.9% 

不抗拒  Not Resist  70  92.1% 

合計  Total  76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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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問及他們是否接受同性戀時，青年人給自己的評分只屬於一般。以 0‐10 分作評價，
0 代表完全不接受，10 代表非常接受，青年人對自己接受同性戀的程度的評價只有 5.61 分。
而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08 年的一項調查亦顯示，  29 歲或以下的青年對同性成年人性行為
的同意程度雖然較 40 歲或以上人士為高，但評分偏低。以 1‐5 分評價，1 分代表非常不同
意，5 分代表非常同意，29 歲或以下的青年對同性成年人性行為的同意程度只有 2.4 分，
反映青年人雖然較多認為不應歧視同性戀者，但他們個人對同性戀行為的接受程度不高。
(見 8.34‐8.35) 
 

表  8.34︰青年(1620)對不同分類的同性戀的接受程度, 2005   

   平均分 

   Mean Score 

「對於女同女之間嘅同性戀，你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6.07 
To what extent do you accept female homosexuality? (N = 77) 

「咁男同男之間嘅同性戀，你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4.78 
To what extent do you accept male homosexuality? (N = 77) 

「綜合嚟講，你接唔接受同性戀？」  5.61 
To what extent do you accept homosexuality? (N = 76) 

註： 
(1) 受訪者以  010 分評價，0 代表完全不接受；10 代表非常接受 
(2)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2005)。 
 
 

表 8.35：不同年齡人士對成年人同性性行為的看法, 2008 

 

29 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同性成年人性行為 
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ame sex 
adults. 

2.4  2.2  2.1**  1.9***  1.8***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視

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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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性教育   
 
性教育方面，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200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16‐20歲受訪青年  
(63.6%)  表 示 香 港 社 會 在 推 行 性 教 育 方 面 做 得 不 足 夠 。 根 據 基 督 教 協 基 會 社 會 服 務 部 於
200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對於參與學校性教育活動的喜歡程度只屬一般。以1‐10分計
算，大部分(60.3%)受訪者對於參與學校性教育活動的喜歡程度只為中等的4‐7分，而不喜
歡的(29.1%)較喜歡的(10.6%)為多。在性教育內容方面，受訪青年認為學校提供的性教育
較少觸及如何處理「性衝動   /  性幻想」及傳授有關「性與法律   /  性罪行」的知識。至於
獲 得 性 知 識 途 徑 方 面 ， 學 生 認 為 獲 得 性 知 識 的 最 適 合 途 徑 為 老 師   (44%)， 其 次 為 社 工  
(26.8%)  以及家長   (15.4%)。(見表8.36‐8.39) 
 

表  8.36︰香港社會在推行性教育方面是否夠, 2005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6‐20 

足夠 
Adequate 

28 

36.4% 

不足夠 
Inadequate   

49 

63.6% 

合計 
Total 

77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  (2005)。 
 
 

表  8.37︰學生喜歡參與學校性教育活動的程度  (1 分最低，10 分最高), 2008 

分數 
Score 

比例  (%) 
Percentage 

人數  (人) 
Frequency 

1 ‐ 3    29.1  1032 

4 ‐ 7    60.3  2134 

8 ‐ 10    10.6  373 

 
資料來源︰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活化性教育  ‐‐‐  中學生眼中的性教育》調查報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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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8︰學校現時提供及學生期望學校提供的性教育活動內容比較, 2008 

 
資料來源︰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活化性教育  ‐‐  中學生眼中的性教育》調查報告(2008)。 
 
   

學校提供的性教育活動內容 
比重 
Contents of Sex Education offered 
by School 
(N=3,539)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Frequency

 

學生期望學校提供的性教育活
動內容 
Contents of Sex Education 
preferred by Students 
(N=3,539)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Frequency

 

戀愛  /  拍拖 
Love / Dating 

50.9  1,801  戀愛  /  拍拖 
Love / Dating 

33.8  1,196 

兩性相處 
How to get along with lover 

42.6  1,508  兩性相處 
How to get along with lover 

31.8  1,125 

青春期的轉變 
Changes in puberty 

33.5  1,186  性衝動  /  性幻想 
Sexual Urge / Sexual Fantasy 

23.5  832 

婚前性行為 
Pre‐martial Sex 

27.6  977  性與法律  /  性罪行 
Sex and the Law / Sex Crimes 

23.4  828 

性騷擾  /  性侵犯 
Sexual harassment / Sexual Abuse 

26.7  945 
性騷擾  /  性侵犯 
Sexual harassment / Sexual 
Abuse 

19.7  697 

性病  /  愛滋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 
AIDS 

24.5  867  青春期的轉變 
Changes in puberty 

19.4  687 

性衝動  /  性幻想 
Sexual Urge / Sexual Fantasy 
 

23.5  832 
性病  /  愛滋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 
AIDS 

17.3  612 

色情資訊 
Pornography 

23.5  832  婚前性行為 
Pre‐martial Sex 

16.7  591 

生育  /  懷孕 
Fertility / Pregnancy 

21.5  761  色情資訊 
Pornography 

16.3  577 

避孕 
Contraception 

20.5  725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15.4  545 

性與法律  /  性罪行 
Sex and the Law / Sex Crimes 

16.7  591  生育  /  懷孕 
Fertility / Pregnancy 

14.4  510 

墮胎 
Abortion 

15.6  552  避孕 
Contraception 

12.8  453 

婚姻  /  同居 
Marriage / Cohabitation 

12.2  432  婚姻  /  同居 
Marriage / Cohabitation 

12.1  428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10.4  368  墮胎 
Abortion 

11.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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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9︰學生獲得性知識的主要途徑及認為最適合途徑比較, 2008 

現時學生獲得性知識的 
主要途徑 
Current means of receiving 
sex education 
(N=3,539)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人)
Frequency

 

學生認為獲得性知識的 
最適合途徑 
The most suitable means of 
receiving sex education 
(N=3,539) 

百分比   
Percent 
(%) 

人數  (人)
Frequency

 

老師 
Teachers 

38.2  1,352 
老師 
Teachers 

44.0  1,558 

朋友/同學 
Friends/Classmates 

21.6  765 
社工 
Social Workers 

26.8  949 

網上 
The Internet 

19.6  694 
家長 
Parents/Guardians 

15.4  545 

傳媒  (如報章/雜誌/電台) 
Mass Media (e.g. 
Newspaper/ 
Magazine/Radio) 

16.1  570 

網上 
The Internet 

10.5  372 

社工 
Social Workers 

13.8  489 
朋友/同學 
Friends/Classmates 

9.2  326 

家長 
Parents/Guardians  8.7  308 

傳媒  (如報章/雜誌/電台) 
Mass Media (e.g. Newspaper/
Magazine/Radio) 

4.9  174 

 
資料來源︰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活化性教育  ‐‐‐  中學生眼中的性教育》調查報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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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金錢 
 

8.6.1  窮與富 
 
關於青年心目中貧窮與富裕的定義，根據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7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接近六
成 (58.4%)的 15‐34 歲 受 訪 青 年 認 為 不 能 負 擔 三 餐 的 最 能 稱 為 貧 窮 ， 其 次 月 入 少 於 五 千
(41.8%)  以及欠債(35.3%)亦是貧窮的特徵。至於富有方面，約四成   (42.0%)  的受訪青年
認為最少擁有一百萬流動資金是能稱為富有的最基本條件，其次為有樓宇物業(30.8%)  以
及月入三萬以上(30.6%)，反映能否維持基本生活和個人資產的多寡最能令青年人感受到窮
與富的分別。(見表 8.40) 
 

表  8.40︰青年人(1534)心目中「窮」和「富」的定義, 2007   

「響你心目中，乜野叫做「窮」？」 
In your view, what do you mean by being "poor"? 

N=519 

「響你心目中，「富有」最基本啲條件係乜？」 
In your view, what do you mean by being "rich"? 

N=519 

項目 
Item 

百分比(2) 
Percent 

項目 
Item 

百分比(2) 
Percent 

「三餐都成問題」 
No money for food 

58.4% 
最少有一百萬流動資金 
Having at least one million in cash 

42.0% 

「月入少於五千」 
Monthly income less than $5,000 

41.8% 
有樓 
Owning a property 

30.8% 

「欠債」 
In debt  35.3% 

月入三萬以上 
Having a monthly income of more than 
$30,000 

30.6% 

「冇儲蓄」 
No savings 

23.9% 
最少有一百萬資產 
Having assets worth at least one million 

25.2% 

「冇娛樂」 
No money for entertainment 

12.4% 

不需要返工都有錢用 
Not having to go for work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enough  money  to 
spend 

22.2% 

「冇樓」 
No property 

11.5% 
有車 
Having a private car 

16.1% 

「冇零用錢」 
No pocket money 

11.1% 
每年最少去一次長線旅行 
Being able to travel at least once a year 

13.9% 

「冇車」 
No private car  4.9% 

著名牌衫 
Being  able  to  wear  well‐known 
branded clothes 

4.7% 

「冇錢去旅行」 
No money for travelling 

4.6% 
其他 
Others 

1.7% 

「冇乜特別」 
None in particular 

2.4% 
冇乜條件 
None in particular 

11.8%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0.0%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0.7%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受訪者最多可選三項，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窮青年、富青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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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貧窮和富有的觀感，約八成(79.8%)  的 15‐34 歲青年同意貧窮會令自己更加發奮以
及只有兩成(20.5%)同意財富會令自己失去人生目標，反映青年普遍視賺取財富為推動自己
進步的動力。另一方面，多於一半的青年認為貧窮會令自己不開心(57.6%)和財富會帶給自
己幸福(56.2%)。然而青年對於「窮會被人看扁」和「羨慕富有的人」的說法並無明顯的偏
向，反映雖然窮富差距令部分青年感受到壓力，但青年對貧窮會否令自己感到自卑沒有一
致看法。(見表 8.41) 
 

表  8.41︰青年人(1534)對貧窮和富有的印象和觀感, 2007 

   同意  Agree  不同意  Not Agree  「唔知/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Great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窮會令你唔開心」 
Being poor makes you 

unhappy 

42  257  197  18 
5  519 

8.1%  49.5%  37.9%  3.5% 

299  215 
1.0%  100.0%

57.6%  41.1% 

「窮會被人睇小」 
If you are poor you will 
be looked down upon 

by others 

36  216  243  15 
9  519 

6.9%  41.7%  46.8%  2.9% 

252  258 
1.6%  100.0%

48.6%  49.7% 

「窮會令你更加發奮」 
Being poor will make 
you more determined 

and spirited 

36  378  93  7 
5  519 

7.0%  72.8%  17.9%  1.3% 

414  100 
0.9%  100.0%

79.8%  19.2% 

「財富會帶俾你幸福」 
Wealth will bring you 

bliss 

25  267  203  18 
6  519 

4.8%  51.4%  39.2%  3.5% 

292  221 
1.1%  100.0%

56.2%  42.7% 

「你羨慕富有嘅人」 
You admire wealthy 

people 

14  237  235  29 
4  519 

2.6%  45.7%  45.2%  5.6% 

251  264 
0.9%  100.0%

48.3%  50.8% 

「財富會令你失去人生
目標」 

Wealth will make you 
lose your life goal 

1  105  349  54 
10  519 

0.2%  20.3%  67.3%  10.4% 

106  403 
1.8%  100.0%

20.5%  77.7%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窮青年、富青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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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貧窮的成因，約三成(31.8%)  受訪青年認為一個人貧窮的最主要原因是懶惰，認為是
因 為 家 境 貧 窮 的 只 佔 少 數 (4.3%)。 他 們 認 為 富 有 的 最 基 本 條 件 則 為 懂 得 投 資   /  理 財
(21.6%)，其次為家境富裕(15.5%)和勤力(14.6%)。約四成(42.9%)  受訪青年認為可以透過
提升技能來脫離窮困的生活。至於如何累積財富方面，青年人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分別為參
加金融市場買賣活動，例如買賣股票、基金等(26.5%)  以及儲蓄(26.1%)。這反映較多青年
不認為家境貧窮會對脫貧構成障礙，但如要致富，單靠勤力並不足夠，還需要透過適當的
投資和理財。(見表 8.42‐8.44) 
 

表  8.42︰青年人(1534)認為一個人貧窮的最主要原因和富有的最基本條件, 2007   
「你認為一個人窮最主要嘅原因係乜？」
In  your  view,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causes a person to be poor? 
N=519 

百分比
Percent

「響你心目中，「富有」最基本啲條件係乜？」
In your view, what do you mean by being "rich"? 

 
N=519 

百分比
Percent

「懶惰」 
Laziness 
 

31.8% 
「識得投資  /  理財」 
Good knowledge in investments / financial 
management 

21.6% 

「冇技能」 
No skills 
 

17.7% 
「家境富裕」 
Has a rich family background / ancestral 
money 

15.5% 

「缺乏目標  /  計劃」 
Lack of a goal / plan 
 

12.5% 
「勤力」 
Is hard working 
 

14.6% 

「讀書少」 
Lack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11.7% 
「有目標  /  計劃」 
Has a goal / plan 
 

13.4% 

「社會經濟唔好」 
Poor economy of the society 
 

8.7% 
「有學識」 
High educational levels 
 

12.3% 

「唔識投資  /  理財」 
Poor knowledge in investment / financial 
management 

8.5% 
「有技能」 
Has skills 
 

10.0% 

「家境窮」 
Have a poor family background / no 
ancestral wealth 

4.3% 
「社會經濟好」 
Good economy of the society 
 

5.0% 

「唔夠醒目」 
Not smart enough 
 

2.0% 
「夠醒目」 
Is smart enough 
 

3.1% 

「運氣唔好」 
Poor fortune 
 

2.1% 
「好運」 
Good fortune 
 

3.1% 

其他 
Others 
 

0.4% 
其他 
Others 
 

0.4%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0.2%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1.0% 

合計 
Total 

100.0%
合計 
Total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窮青年、富青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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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青年人(1534)對如何脫離窮人生活的看法, 2007 

「假如你係窮的話，你會優先做啲乜嚟脫離窮人生活？」 
If you were poor, what would you do first to get rid of a life of poverty?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提升技能 
Upgrade my skills 

222  42.9% 

做兼職 
Take up part time jobs 

136  26.3% 

提高學歷 
Upgrade my educational level 

123  23.6% 

借錢做生意  /  投資 
Borrow money to run business / invest 

16  3.1% 

結識有錢人 
Make friends with wealthy people 

9  1.7% 

借錢去賭 
Borrow money for gambling 

1  0.2% 

其他 
Others 

2  0.4%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10  1.9% 

合計 
Total 

519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窮青年、富青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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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4︰青年人(1534)對累積財富最有效方法的看法, 2007 

「你覺得累積財富最有效嘅方法係乜？」 
In your view, which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accumulate wealth?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參加金融市場買賣活動，例如買賣股票、基金等 
Join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xchange activities, such as buying and 
selling stocks / funds 

138  26.5% 

儲蓄 
By saving a part of what I earn 

135  26.1% 

做生意 
Running a business 

80  15.4% 

提高學歷 
Improving one's educational level 

52  10.0% 

進修 
Taking up continuing learning courses 

48  9.2% 

買賣樓宇 
Buying and selling property 

30  5.8% 

參與其他資產買賣活動，例如買賣車位、商鋪等 
Joining asset reselling activities, such as buying and selling car berths

16  3.1% 

做兼職 
Taking up part‐time jobs 

6  1.2% 

參與賭博活動 
Gambling 

5  0.9% 

其他 
Others 

4  0.8% 

不知道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4  0.8% 

合計 
Total 

519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窮青年、富青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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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賺快錢   
 
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7 年的調查發現，18‐39 歲青年中，有儲蓄習慣的(84.1%)，相比想過
賺快錢的青年(34.3%)為多。青年人對賺快錢的看法亦偏向負面。90.9%  的受訪青年同意
賺快錢是高風險的事，68.1%  的青年認為賺快錢和賭博無分別，68.8%  的受訪青年表示不
羨慕賺到快錢的人和 72.1%的青年不同意在今日的社會，賺到快錢代表比別人優勝。(見表
8.45‐8.46) 
 

表  8.45︰青年人(1839)的儲蓄習慣及是否想過賺快錢, 2007 

 

「你有冇想過搵快錢？」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making quick 

money? 

「你有冇儲蓄嘅習慣？」 
Do you have a habit of saving?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有   
Yes 

173  34.3%  425  84.1% 

冇   
No 

332  65.7%  80  15.7%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0  0.0%  1  0.2% 

合計 
Total 

505  100.0%  505  100.0%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搵快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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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6︰青年人(1839)對賺快錢的看法, 2007 

   同意  Agree  不同意  Not Agree  唔知/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tell 

合計 
Total   

非常同意 
Largely agree

幾同意 
Fairly agree

唔係咁同意
Not agree as 

such 

完全唔同意 
Not agree at 

all 

「搵快錢係高風險嘅事」 
Making quick money is risky 
 

131  328  37  8 
1  505 

25.9%  65.0%  7.3%  1.5% 

459  45 
0.2%  100.0%

90.9%  8.8% 

「搵快錢同賭博無分別」 
Making quick money is no 
different from gambling 
 

73  271  144  17 
0  505 

14.4%  53.7%  28.5%  3.3% 

344  161 
0.1%  100.0%

68.1%  31.8% 

「香港地搵快錢容易」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one can easily make quick 
money 
 

23  264  179  30 
9  505 

4.6%  52.2%  35.5%  6.0% 

287  209 
1.8%  100.0%

56.8%  41.5% 

「你羨慕搵到快錢嘅人」 
You admire those who can 
make quick money 
 

12  138  279  68 
7  505 

2.4%  27.4%  55.3%  13.5% 

150  347 
1.5%  100.0%

29.8%  68.8% 

「搵快錢會減低你工作意欲」 
Making quick money would 
reduce your motivation to 
work 
 

44  277  148  26 
11  505 

8.7%  54.8%  29.2%  5.2% 

321  174 
2.1%  100.0%

63.5%  34.4% 

「響今時今日嘅社會，搵到快
錢代表你叻」 
In today's society, if you can 
make quick money it means 
that he / she is smart 

17  123  293  71 
1  505 

3.3%  24.4%  58.0%  14.1% 

140  364 
0.2%  100.0%

27.7%  72.1%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搵快錢》(2007) 
 
   



二零一零年香港青年統計資料概覽 

青年事務委員會   

298 

對 於 如 何 賺 到 快 錢 ， 最 多 青 年 人 認 為 可 行 的 方 法 為 買 賣 股 票   (41.9%)， 其 次 為 買 賣 窩 輪  
(26.7%)。(見表 8.47) 
 

表  8.47︰青年人(1839)眼中認為可以賺快錢的方法, 2007 

「響你心目中，以下邊啲項目你覺得係可以搵到快錢？」 
In your eye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s can be a source of 
gaining quick money?   
(N=505) 

人次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買賣股票」 
Buying or selling stocks 

212  41.9% 

「買賣窩輪」 
Buying or selling warrants 

135  26.7% 

「買賣樓宇」 
Buying or selling estates 

81  16.0% 

「買賣期指」 
Buying or selling index futures 

72  14.3% 

「買賣基金」 
Buying or selling funds 

63  12.5% 

「買賣外幣」 
Buying or selling foreign currency 

54  10.7% 

「買賣黃金」 
Buying or selling gold 

41  8.0% 

「買賣債券」 
Buying or selling bonds 

31  6.1% 

「其他」 
Others 

7  1.4% 

「一項都冇」 
None in particular 

79  15.6% 

「唔知  /  難講」 
Don't know / hard to say 

26  5.1% 

註： 
(1) 此表數據經加權統計。 
(2)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答案的人次佔總答題人數之百分比。 
(3) 答案選項被讀出。 
 
資料來源︰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青年怎樣看搵快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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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環境保護   
 

8.7.1  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根據中央政策組於 201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分別有 80.3%的 15‐19 歲和 77.5%的 20‐29
歲青年同意環境保育比經濟發展更加重要。此外，分別有   71.4%  和   73.2%  的 15‐19 歲和
20‐29 歲青年同意因為保育環境而多交稅款。這反映青年人普遍認同保育環境的重要性。(見
表 8.48‐8.49) 
 

表  8.48：不同年齡人士對環境保育比經濟發展更加重要的看法,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同意/非常同意 
Agree / Strongly Agree 

80.3  77.5  70.5  75.5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17.9  18.4  21.9  19.7 

不知道 
Don't know 

1.8  4.0  7.5  4.8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表  8.49：不同年齡人士對為保育環境而多交稅款的意見, 2010 

 

九十後  Post‐90s
(15‐19 歲) 
(Aged 15‐19) 

八十後 Post‐80s
(20‐29 歲) 
(Aged 20‐29) 

七十後 Post‐70s 
(30‐40 歲) 
(Aged 30‐40) 

全部 
All 

%  %  %  % 

同意/非常同意 
Agree / Strongly Agree 

71.4  73.2  67.1  70.3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6.3  23.2  27.0  25.6 

不知道 
Don't know 

2.4  3.6  5.9  4.1 

總計 
Total 

100.0  100.0  100.0  100.0 

P<0.01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香港年青人口的社會態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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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對廢物分類及回收的意見 
 
根據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學生對廢物分類及回收的態度頗
為正面。接近四分之三(74.3%)的學生認為不論是在家或在學校都應做好廢物分類及回收，
約六成(61.6%)  願意「在掉垃圾前先做好分類工作」，一半以上願意為「回收廢物而改變生
活 習 慣 ， 例 如 預 留 位 置 進 行 廢 物 分 類 」 (56.9%)及 為 「 進 行 廢 物 分 類 回 收 而 多 花 時 間 」  
(55.4%)，認為「在外購物的膠袋是應該重複使用的」的更有81%以上。(見表8.50) 
 

表  8.50︰中學生對廢物問題的關注及廢物回收的取態, 2009 

    

平均分
Mean 
score
 

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o not 
agree 
 

非常 
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

沒有意見 
No ideas 

 
 

答錯/ 
漏答 

Missing 
 

總數 
Total 
 

1.  我非常關注香港垃圾增多的問題 

The increasing waste problem in Hong 
Kong concerns me. 

3.03

195  690  113  28  182  8  1,216 

  16.0% 56.7% 9.3%  2.3%  15.0%  0.7%  100.0%

2.  我認為香港垃圾增多的問題嚴重 

I agree that the waste problem in Hong 
Kong is getting serious. 

3.36

461  589  43  9  106  8  1,216 

  37.9% 48.4% 3.5%  0.7%  8.7%  0.7%  100.0%

3.  我認為進行廢物回收可減慢地球資源消耗

速度 

I agree that recycling can help slow down 
the speed in consuming resources on Earth.

3.24

390  599  79  26  111  11  1,216 

  32.1% 49.3% 6.5%  2.1%  9.1%  0.9%  100.0%

4.  我認為將廢物分類回收是麻煩的，所以不大

想做 

I think that waste separation is 
troublesome and do not want to do it. 

2.12

74  237  475  256  163  11  1,216 

  6.1%  19.5% 39.1% 21.1% 13.4%  0.9%  100.0%

5.  我認為不論是在家或學校都應做好廢物分

類及回收 

I think waste separation should be done 
both at home and schools. 

3.13

275  629  100  23  177  12  1,216 

  22.6% 51.7% 8.2%  1.9%  14.6%  0.9%  100.0%

6.  我願意在掉垃圾前先做好分類工作 

I am willing to separate waste before 
disposing them. 

2.89

176  573  202  39  213  13  1,216 

  14.5% 47.1% 16.6% 3.2%  17.5%  1.1%  100.0%

7.  我願意為進行廢物分類回收而多花時間 

I am willing to spend more time for doing 
waste separation. 

2.77

145  529  255  58  212  17  1,216 

  11.9% 43.5% 21.0% 4.8%  17.4%  1.4%  100.0%

8.  我願意為回收廢物而改變生活習慣，例如預

留位置進行廢物分類 

I am willing to change my living habits for 
doing recycling, for example, making room 
for doing waste separation. 

2.83

161  531  231  47  232  14  1,216 

  13.2% 43.7% 19.0% 3.9%  19.1%  1.1%  100.0%

9.  我認為自己一天的垃圾量不多，不做分類回

收也沒有關係 

I only produce small amount of waste daily. 
Thus,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 do waste 
separation or not. 

2.31

98  283  434  171  220  10  1,216 

  8.1%  23.3% 35.7% 14.1% 18.1%  0.8%  10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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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認為主動去瞭解廢物分類回收的相關措

施是應做的事 

I agree that I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understand related measures about wast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2.98

180  629  139  30  226  12  1,216 

  14.8% 51.7% 11.4% 2.5%  18.6%  1.0%  100.0%

11.  我認同以「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處理廢物問

題 

I agree with 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 in 
dealing the waste management issue. 

3.10

293  588  95  49  183  8  1,216 

  24.1% 48.4% 7.8%  4.0%  15.0%  0.7%  100.0%

12.  我認為過度浪費資源，是危害自然的行為
I agree that it is harmful to nature by 
wasting resources. 

3.40

522  506  48  17  110  13  1,216 

  42.9% 41.6% 3.9%  1.4%  9.0%  1.1%  100.0%

13.  我認為在外購物的膠袋是應該重複使用的
I agree that plastic bags should be reused 
when shopping. 

3.33

465  522  64  22  135  8  1,216 

  38.2% 42.9% 5.3%  1.8%  11.1%  0.7%  100.0%

14.  我願意學習廢物分類回收的知識，使回收行

為做得更好 

I am willing to learn the knowledge about 
waste separa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recycling work. 

3.11

263  597  95  30  222  9  1,216 

  21.6% 49.1% 7.8%  2.5%  18.3%  0.7%  100.0%

 
資料來源︰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生實踐廢物分類及回收調查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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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推動廢物分類及回收，學生認為最能推動他們進行廢物分類及回收的三個最主要
因素為「分類回收的設施地點便利」  (54.3%)、「有足夠的分類回收設施」  (53.6%)  以及
「基於環保理由」   (48.1%)。(見表 8.51) 
 
 

表  8.51︰促使學生進行廢物分類及回收的因素, 2009 

 
N=1216 
 

人數 
Frequency 

百分比 
Percent 

分類回收的設施地點便利 
Convenient recycling facilities location 

660  54.3% 

有足夠的分類回收設施 
Sufficient waste separation and recycling facilities 

652  53.6% 

基於環保理由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asons 

585  48.1% 

提供誘因，例如回贈金錢、禮物 
Incentives, e.g. cash rebate, gifts 

373  30.7% 

政府推動，例如徵收垃圾費用 
Government Initiative, e.g. imposing waste disposal tax 

345  28.4% 

名人帶頭分類回收 
Celebrity Initiative 

133  10.9% 

其他 
Others 

24  2.0% 

答錯  /  漏答 
Missing Answers 

40  3.3% 

註： 
(1)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 
 
資料來源︰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生實踐廢物分類及回收調查研究》(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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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家庭觀念   
 
中央政策組於 2008 年進行了一項調查，以研究社會人士的家庭觀念。調查包括一系列的問
題，以 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3 分代表視乎情況、及 5 分代表非常同意來衡量對不同傳統
家庭觀念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青年的家庭觀念大致與社會其他年齡人士相似，但偏向
認同家庭價值觀需要符合兩性平等原則。  
 
首先，29 歲或以下的青年較多同意「沒有子女的夫妻也可以有完美家庭」，評分和其他年
齡組別人士相近。但相比其他年齡組別人士，青年對「核心家庭比沒有子女的夫妻更完美」
的同意程度較低。而對「三代同堂的家庭比核心家庭更完美」和「單親家庭也可以是完美
家庭」的看法，29 歲或以下的青年則較多認為要視乎情況而定。(見表 8.52) 
 
表  8.52：不同年齡人士的家庭觀念(1), 2008 

 

29 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沒有子女的夫妻也可以有完美家庭 
A  childless  couple  can  be  an  ideal 
family. 
 

3.9  3.8  3.9  4.0  3.9 

核心家庭比沒有子女的夫妻更完美 
A nuclear family is more ideal than a 
childless couple. 
 

3.4  3.6*  3.7**  3.8***  3.8*** 

三代同堂的家庭比核心家庭更完美 
A  3‐generation  extended  family  is 
more ideal than a nuclear family. 
 

3.0  3.1  3.0  3.1  3.5* 

單親家庭也可以是完美家庭 
A single parent family can also be an 
ideal family. 
 

3.2  3.1  3.0  3.0*  2.9**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視

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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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居的看法，29 歲或以下青年比年紀較大人士更能接受「同居並有計劃結婚」的做法。
(見表 8.53) 
 
表  8.53：不同年齡人士對同居的看法(1), 2008 

 

29 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同居並有計劃結婚 
Cohabitation with a plan to marry. 
 

3.7  3.7  3.4**  3.3***  3.3*** 

同居而沒有計劃結婚 
Cohabitation without a plan to marry. 
 

3.2  3.3  3.0  2.7***  2.5*** 

長期同居而不結婚 
Long term cohabitation instead of 
marriage. 

3.1  3.2  3.2  2.9  2.8*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視

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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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對傳統性別角色的看法，29歲或以下的青年偏向不同意傳統的性別角色，對於「家中
重要的事情由男人決定」以及「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照顧家庭」的看法的同意程度較
低。他們亦傾向同意「有年幼子女的女人仍可以活躍於她們的社區」、「已婚女人應該繼
續工作，儘管她的丈夫可以供養她」和「在職母親可以和她們的子女有溫暖和緊密的關係」。
(見表8.54) 
 
表  8.54：不同年齡人士對傳統性別角色的看法(1), 2008 

 

29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家中重要的事情由男人決定 
Man makes all important decisions in 
family. 
 

2.53  2.54  2.54  2.66  2.69 

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照顧家庭 
Man earns money outside while woman 
stays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2.53  2.61  2.68  2.76*  3.23*** 

有年幼子女的女人仍可以活躍於她們的
社區 
Woman can still be active in her 
community when her children are 
young 
 

3.98  4.06  3.96  3.92  3.71** 

已婚女人應該繼續工作，儘管她的丈夫
可以供養她 
Married woman should remain working 
outside even if her husband can support 
her. 
 

3.73  3.79  3.80  3.80  3.69 

男人在家照顧家庭，女人在外工作 
Man stays home to take care of the 
family while woman works outside. 
 

3.12  2.92  2.93  2.65***  2.70*** 

在職母親可以和她們的子女有溫暖和緊
密的關係 
Working mother can have a warm and 
secure relationship with her children. 

3.89  3.86  3.89  4.01  4.01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視

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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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與父母同住的願意程度，29 歲或以下青年傾向表示同意，與其他年齡組別人士的意見
相若。(見表 8.55) 
 

表  8.55：不同年齡人士對與父母同住的看法(1), 2008 

 

29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願意與父母同住 
Willing to live with parents. 

3.8  3.8  3.7  3.7  3.9* 

願意與成年子女同住 
Willing to live with adult children. 

3.8  3.6**  3.7  3.5***  3.5**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視

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對於孝道的看法，較多29歲或以下的青年認同「重大決定前先咨詢父母」、「家醜不出外
傳」和應「為家族聲譽努力工作」，但對「有兒子去延續家族姓氏」、「尋求長輩幫忙去
排解糾纷」及「有兒子比有女兒好」的說法評分則較低。(見表8.56) 
 

表  8.56：不同年齡人士對孝道的看法(1), 2008 

 

29歲或以下
29 or 

younger 

30‐39 歲
30‐39 

40‐49 歲 
40‐49 

50‐59 歲 
50‐59 

60 歲或以上
60 or older

家醜不出外傳 
Family disgrace should be kept within the 
family. 

3.4  3.3  3.3  3.4  3.6** 

為家族聲譽努力工作 
Work hard to bring honor to the family. 

3.4  3.3  3.1**  3.3  3.8*** 

重大決定前先咨詢父母 
Consult parents for major decision. 

3.7  3.7  3.8  3.8  3.7 

尋求長輩幫忙去排解糾纷 
Seek elder's help to settle conflict. 

2.9  2.9  2.7*  3.0  3.4*** 

有兒子去延續家族姓氏 
Having son to continue family name. 

3.1  2.9  2.8**  2.9  3.4*** 

有兒子比有女兒好 
Having a s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a 
daughter. 

2.2  2.1  2.2  2.3  2.4* 

* p<0.05; ** p<0.01; ***p<0.001 (F‐值) 
註： 
(1) 受訪者以五分量度標準來評價他們同意或不同意每項講法。１代表非常不同意、２代表不同意、３代表

視乎情況、４代表同意，及５代表非常同意。表中的數字代表每個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某一條題目的平均
分數。 

 
資料來源︰ 
中央政策組，《家庭觀念及價值趨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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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青年願景   
 
根據智經研究中心 2010 年調查顯示，整體上過半數的 16 至 35 歲的青年人對自己能掌握
未來有信心。53.2%的青年認為「將來由自己掌握」的機會極大／頗大；52.5%認為「可以
在十年內達成自己的目標」的機會極大／頗大；54.1%認為「可以在十年內得到更好的優質
生活」的機會極大／頗大。對自己能掌握未來較不樂觀的只佔一成多，表示中立的則約佔
三分之一。比較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對於自己能否掌握自己未來的比例，教育程度較高的
青年相比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較多認為自己能夠掌握自己未來。此外，最多青年希望在十
年內能「買樓或改善居住環境」及「累積第一桶金」。(見表 8.57‐8.59) 
 

表  8.57：青年(1635)對自己能否掌握未來的看法, 2010 

 

極大機會/
極可能 

Very large 
chance / 
possibility

頗大機會/
頗有可能 
Fairly large 
chance / 
possibility

中立 
Neutral 

 

機會頗微/ 
頗不可能 
Fairly small 
chance / 
possibility 

毫無機會/
完全不可能
No chance / 
possibility

 
你認為你的將來有幾大可能是由自己掌
握？ 
How big is the chance for you to control 
your own future? 

12.5%  40.7%  33.8%  11.0%  2.1% 

你認為你有幾大機會可以在十年內達成
自己的目標？ 
How big is the chance of achieving your 
goal within the next ten years? 

8.6%  43.9%  34.0%  12.4%  1.2% 

你認為你有幾大機會可以在十年內得到
更好的優質生活？ 
How big is the chance for your to have a 
quality life in the next ten years? 

9.1%  45.0%  32.6%  12.1%  1.2% 

 
資料來源： 
智經研究中心，《「青年人多樣化」簡報摘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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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8：按教育程度劃分的青年(1635)對自己能否掌握自己未來的看法, 2010 

 

極大機會/
極可能 

Very large 
chance / 
possibility

頗大機會/
頗有可能 
Fairly large 
chance / 
possibility

中立 
Neutral 

 

機會頗微/ 
頗不可能 
Fairly small 
chance / 
possibility 

毫無機會/
完全不可能
No chance / 
possibility

 

碩士或以上   
Post‐graduate 

15.5%  46.6%  19.0%  10.3%  8.6% 

大學本科學位 
Undergraduate 

13.6%  47.0%  27.7%  9.9%  1.8% 

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 
Diploma / Higher Diploma / Associate 
Degree 

7.1%  38.7%  41.7%  11.9%  0.6% 

中六至中七 
F.6 ‐ F.7 

8.6%  48.1%  33.3%  9.9%  0.0% 

中五 
F.5 

15.7%  29.5%  41.4%  11.4%  1.9% 

中三或以下 
F.3 or below 

12.5%  18.8%  31.2%  25.0%  12.5% 

(相關係數：r = 0.07 , p = 0.04,  雙尾)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青年人多樣化」簡報摘要》(2010)。 

 

表 8.59：青年(1635)想在十年內達到甚麼目標, 2010 

百分比  Percent 

買樓或改善居住環境  Buying flat or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  57.1% 

累積第一桶金  Having the first fortune in life  40.1% 

完成更高的學歷  Having bett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33.5% 

得到晉升機會  Getting promoted  31.2% 

成功創業  Having my own business  23.5% 

生兒育女  Having children  19.9% 

環遊世界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17.2% 

貢獻社會  Serving the community  15.4% 

結婚  Getting married  14.1% 

到外地生活  Living in other countries  8.7% 

退休  Retirement  5.5% 

到中國內地生活  Living in the Mainland  1.2% 

其他  Others  3.4% 

沒有想達到的目標  No specific goal  1.0% 

註： 
(1) 受訪者能選最多選擇三項答案。 

 
資料來源：智經研究中心，《「青年人多樣化」簡報摘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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