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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長者人口生活安排的結構及變化對公共社
會政策研究有何關係?

• 如何利用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分析香港從
1981年至2006年長者與非長者共居的情況?

• 分析結果對香港的公共社會政策研究和規
劃有何啓示?



為何需要研究人口的生活安排
• 長幼同居(Co-residence)的家庭因各成員以社會交
易的方式去支持其他成員的各種日常基本活動

• 這種相處模式均長期以來均被視為一種”終生互
惠”(lifetime reciprocity) 的生活安排 (living 
arrangement)模式

• 政府在制定其社會政策時更必須考慮國民的長者
生活安排

• 評估當時長者自力更生的能力，使有限的公共資
源能更有效地用於最有需要的組群身上



環球及香港的情況
• 隨着都市化、年長成員在經濟上能獨立生活及希
望得到更大的私隱與自由，長幼同居近年於發展
地區均有顯著的變化

• 有的經濟能力成年子女，大多數都會選擇從原來
的大家庭”離巢”，以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

• 本港的長者及非長者的生活安排於過去二十多年
也難免經歷了相同的變遷

• 家庭住戶平均人數:
– 3.9 (1982) 2.9 (2010)



研究目的

• 政府統計處從1981至2006年的人口數
據

–以定量方法分析本港過去長者與非長者在
生活安排型式上於長幼共居範式上的演
變。

•以60歲以上的人士介定為長者
–勾劃成年子女的”離巢”對本港住戶結構的
影響

–透過世代分析(cohort analysis)
•比較不同出生世代組群(birth cohort)在生活安
排型式變遷上的異同



人口的生活安排及老幼共居模式的分析
架構

本港人口
(不包括家
庭傭工)

非家庭住
戶居民

家庭住戶
居民

60歲以下
居民

60歲或以, 
上居民

長幼共居 只含長者
成員

只含非長者
成員

一人戶 一人戶二人戶 三人戶 二人戶 二人戶三人戶 三人戶

戶主 戶主 戶主 戶主 戶主 戶主 戶主 戶主



分析結果

年齡 年份

生活安排類型(%)
家庭住
戶(%)

非家庭
住戶(%)

所有類
型人數
(,000)

與1981
年人數
比較

非長者
住戶

長幼共
居

長者住
戶

所有 1981 65.4 30.9 2.1 98.3 1.7 4979.3 100 
年齡 1986 65.0 31.0 2.6 98.5 1.5 5370.4 108 

1991 65.0 30.4 3.2 98.6 1.4 5467.2 110 
1996 63.8 31.4 3.7 98.8 1.2 6099.4 122 
2001 64.2 30.1 4.2 98.6 1.4 6450.7 130 
2006 65.1 28.4 5.0 98.4 1.6 6555.7 132 



年齡 年份

生活安排類型(%)
家庭住
戶(%)

非家庭
住戶(%)

所有類
型人數
(,000)

與1981
年人數
比較

非長者
住戶

長幼共
居

長者住
戶

60歲以 1981 72.8 25.7 98.5 1.5 4472.5 100 
下 1986 73.4 25.3 98.8 1.2 4752.4 106 

1991 74.8 24.3 99.1 0.9 4750.5 106 
1996 74.7 24.7 99.3 0.7 5210.4 116 
2001 75.7 23.5 99.2 0.8 5474.5 122 
2006 77.8 21.6 99.4 0.6 5482.1 123 

60歲或 1981 76.8 20.2 97.0 3.0 506.9 100 

以上 1986 74.3 22.2 96.5 3.5 618.0 122 
1991 71.0 24.5 95.4 4.6 716.7 141 
1996 70.6 25.2 95.9 4.1 889.0 175 
2001 67.2 27.7 94.8 5.2 976.2 193 
2006 63.1 30.2 93.4 6.6 1073.6 212 



人口高齡化對分析住戶人口結構轉變的
影響

• 整體生活於一人戶的人士(獨居人士)
• 1981:約18.8萬人(3.8%) 2006: 37.4萬

(5.9%) 

• 60歲以下獨居人士的比例 (1981-2006)
– 2.9% 4.7%

• 60歲或以上獨居人士的比例 (1981-2006)
–於過去25年卻維持於約12.0%的水平



出生年份
普查/統計年份

198
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1941-46 0.92 
1936-41 0.91 0.88 
1931-36 0.89 0.88 0.85 
1926-31 0.88 0.87 0.85 0.82 
1921-26 0.88 0.86 0.85 0.82 0.81 
1916-21 0.89 0.87 0.85 0.84 0.83 0.75 
1911-16 0.86 0.83 0.82 0.83 0.80 
1906-11 0.85 0.83 0.82 0.81 
1901-06 0.82 0.81 0.79 
1896-01 0.83 0.82 
1891-96 0.85 

出生年份
普查/統計年份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1941-46 0.72 
1936-41 0.75 0.66 
1931-36 0.79 0.71 0.63 
1926-31 0.81 0.75 0.67 0.65 
1921-26 0.83 0.75 0.71 0.68 0.64 
1916-21 0.83 0.77 0.71 0.70 0.67 0.64 
1911-16 0.78 0.73 0.68 0.70 0.65 
1906-11 0.78 0.73 0.71 0.68 
1901-06 0.77 0.74 0.71 
1896-01 0.81 0.74 
1891-96 0.79 

60歲或以上男性

60歲或以上女性

按出生世代所劃分的
長幼共居比例



出生年份
普查/統計年份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1981- 0.20
1976- 0.24 0.30
1971- 0.29 0.37 0.34
1966- 0.32 0.40 0.39 0.32
1961- 0.34 0.37 0.37 0.32 0.25
1956- 0.30 0.33 0.29 0.27 0.22 0.16
1951- 0.31 0.29 0.24 0.21 0.16 0.12
1946- 0.28 0.26 0.22 0.18 0.13 0.11
1941- 0.24 0.21 0.17 0.13 0.12
1936- 0.23 0.19 0.15 0.14
1931- 0.21 0.17 0.15
1926- 0.17 0.15
1921- 0.16

出生年份
普查/統計年份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1981- 0.19
1976- 0.24 0.27
1971- 0.28 0.32 0.27
1966- 0.30 0.33 0.29 0.25
1961- 0.32 0.32 0.29 0.24 0.20
1956- 0.30 0.30 0.25 0.23 0.19 0.17
1951- 0.28 0.25 0.21 0.19 0.19 0.23
1946- 0.26 0.23 0.20 0.21 0.30 0.46
1941- 0.23 0.20 0.19 0.32 0.56
1936- 0.22 0.20 0.31 0.55
1931- 0.23 0.30 0.49
1926- 0.31 0.47
1921- 0.43

60歲以下男性

60歲以下女性

按出生世代所劃分的
長幼共居比例



從世代分析所得出的啓示

• 雖然整體生活於長幼共居住戶的家庭人口
比例持續地下降，但個別的年齡組群卻出
現不同程度的升幅

• 隨着教育普及使年青人能接受教育的時間
增長及較遲才踏進社會工作，也延遲兩性
的初婚年齡及其“離巢”的時間
– 1981: 27.0歲(男) ; 23.9歲 (女) 
– 2009: 31.0歲(男); 28.5歲 (女)

• 這不代表他們最終會放棄”離巢”及建立另一
個核心家庭住戶的意念及行為



討論

• 生活於長者住戶人口的升幅主要集中於二人或
以上的住戶之中，而獨居長者的比例卻維持於
12%
–今天長者無論在社經狀況，以至自我照顧的能力均
較過去的世代為佳，大部份長者均能以「老老照
顧」處理生活上的問題

–不代表有更多的長者能夠在完全没有任何支援下獨
自生活

–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期間生活於非家庭住戶長者的比
例從1981年的3.0%上升至2006年的6.6%



政府該如何面對人口老化所帶來
的挑戰？

• 政府需承受沉重的財政和工作負擔，也影響到真
正有需要入住安老院舍服務的長者未能及時獲得
應有的服務

• 津助安老院舍平均輪候時間 (2010)
–護理安老院: 21個月
–護養院: 37個月

• 為防情況惡化下去，當局須強化現時的長者社區
支援服務，提倡「居家安老」的概念

• 避免他們因體能出現輕微的缺損而被迫入住安老
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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