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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香港的潛在勞動人口  

根據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公布的最新勞動人口推算，隨着人口老化的影響愈趨

明顯，香港的勞動人口  ( 1 )預計會於二零一八年後開始下跌。如不妥為處理由

此產生的勞工短缺問題，香港的經濟增長潛力難免會被削弱。一些持份者倡

議，要盡快補充我們未來的人力供應，其中一個可行辦法是提供足夠的就業誘

因，以吸引本港的潛在勞動人口 (技術上稱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  ( 2 ))投入

／重投勞工市場。本專題分析潛在勞動人口的社會經濟特徵，就上述建議作出

探討。  

二零一二年潛在勞動人口達 240 萬人，佔 15 歲及以上人口約 40%。不同年齡

組別人士並無從事經濟活動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在非從事經濟活動的青年

(15 至 29 歲 )組別中，有 89%是學生；在主要工作年齡 (30 至 59 歲 )組別中，有

72%是須肩負家庭責任的料理家務者，當中 98%為女性。至於長者 (60 歲及以

上 )組別中，有 85%是退休人士 (圖 1)。  

圖 1：大部分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是學生、料理家務婦女或退休人士  

 

資料來源 ：政府 統計處 綜合 住戶統計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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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1 )  本專題內所有勞工統計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2 )  非從事經濟 活動人口 指 在統計前七 天內並無 職 位亦無工作 的人士； 在 該七天內正 在休

假的人士及失業人士除外。本專題內的數據指家庭住戶內年滿 15 歲及以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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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1. 非從事經濟活動的青年 (15 至 29 歲 ) 

青年就業通常是政策制訂者其中一個關注重點，尤其是那些非在職、不在學、

又並非正在受訓的非從事經濟活動青年 (所謂「尼特族」 )，往往更受關注。在

二零一二年，香港的「尼特族」人數約有 31 500 人  ( 3 )，僅佔整體非從事經濟

活動人口的 1.3%。過去十年，兩性「尼特族」的人數和比例都大致保持平穩

(圖 2)。相比其他先進經濟體，例如英國 (8.4%)、法國 (6.5%)、德國 (6.0%)及瑞

士 (4.2%)( 4 ) ， 二 零 一 二 年 香 港 的 「 尼 特 族 」 人 數 只 佔 同 一 年 齡 組 別 人 口 的

2.4%，比例相對較低。  

圖 2：過去十年「尼特族」的人數和比例均維持在低水平

 

註：  括弧內數 字表示 「尼特 族」 在同一年 齡組別 及性別 中所 佔的人口 百分比 。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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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1 500 名「尼特族」中，約有 30%已完成專上教育，但是這個比例明顯低

於從事經濟活動的同一年齡組別 (即 54%)。「尼特族」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

可能導致他們的就業前景較為遜色，因而或會令他們不願在離校後開展事業。

然而，「尼特族」的人數畢竟相當少。  

_________________ 

(3)  「尼特族」的人數以 15 至 29 歲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中表示基於「其他原因」而不

投入勞工市場的數字作估算。「其他原因」可能指沒有找尋工作、不可隨時工作、暫時

抱恙等。  
(4 )  來自歐盟統計局二零一二年的數字；這些數字指該等 (甲 )非從事經濟活動且 (乙 )在調查

前四個星期 並非在學 或 受訓的人， 在同一年 齡 組別的總人 口中所佔 百 分比，但不 包括

沒有回答「 參與定期 教 育及培訓」 這條問題 的 受訪者。儘 管統計定 義 上存在差異 ，普

遍而言，有關數據大致可與香港的數據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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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2. 主要工作年齡 (30 至 59 歲 )組別中的料理家務婦女  

隨着女性的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不斷提高，主要工作年齡組別的女性勞動人口

參與率在過去十年顯著上升，由二零零二年的 60%升至二零一二年的 65%。

在 30 至 59 歲選擇不投入勞工市場的婦女中，約有 518 800 人 (即 84%)屬料理

家務者 (圖 3)。單計算 30 至 59 歲料理家務婦女，她們已佔二零一二年非從事

經濟活動人口的 22%，這意味著這個組別是額外勞動力的重要潛在來源。  

圖 3：儘管料理家務婦女佔主要工作年齡人口的比例多年來有所下跌，  
但仍處於頗高水平  

 
註：  括弧內數 字表示 料理家 務婦 女在同一 年齡組 別中所 佔的 人口百分 比。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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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料理家務婦女都要肩負家庭責任，特別是須照顧子

女，以致難以投身勞工市場。具體而言，她們大多已婚 (91%)、與子女同住

(82%)，以及須料理家務而沒有外籍家庭傭工協助 (92%)。這些比例顯著高於從

事經濟活動的同一年齡組別婦女，相應數字分別為 65%、 66%及 86%。  

3. 提早退休人士 (50 至 64 歲 ) 

雖然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但不少公司把一般退休年齡定在 55 至 65 歲。儘

管勞動人口漸趨成熟， 50 至 64 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亦由二零零二年的 56%升

至二零一二年的 60%，但這個年齡組別的退休人士 (大致稱為「提早退休人

士」 )數目依然由二零零二年的 165 000 人顯著增至二零一二年的 232 500 人

(圖 4)。因此，提早退休人士佔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亦有所上升，由二

零零二年的 7.9%升至二零一二年的 9.7%。雖然這些提早退休人士可視為額外

勞動力的另一個潛在來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零一二年，他們當中只有

7%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而約一半提早退休人士居住於自置居所，並且

已沒有任何按揭及貸款負擔。由於大部分提早退休人士都似乎沒有迫切的財政

需要，要推動他們重投勞工市場，可能會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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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圖 4：在 60 至 64 歲組別中，退休人士所佔人口比例較大  

註：  方括內數 字表示 退休人 士在 同一年齡 組別中 所佔的 人口 百分比。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3%] [3%] [2%]

[15%]
[14%] [10%]

[45%]

[44%]
[38%]

  0

 50 000

 100 000

 150 000

 200 000

 250 000

 300 000

2002年 2007年 2012年

50 至 54 歲 55 至 59 歲 60 至 64 歲

人數

165 000

197 100

232 500

 

主要觀察  

在二零一二年，以上三個組別合共 782 900 人，佔潛在勞動人口的 32%，相當

於二零一二年整體勞動人口約 22%，可見是有待開發的潛在勞動力來源。儘

管如此，統計處在二零一一年進行的另一項調查  ( 5 )卻顯示，即使有合適的工

作機會，只有約 4%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願意工作。「尼特族」、主要工作年齡

組別中的料理家務婦女，以及提早退休人士的相應比例稍高，分別是 8.7%、

8.1%及 5.0%。該調查亦顯示，大部分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在接受工作前，會

考慮薪酬是否符合預期、工作環境是否比較舒適，又或工作時間是否夠彈性。

例如，約 40%料理家務者只願意從事兼職工作 (即每周工作少於五天或每天工

作少於六小時 )。至於準備從事全職工作的人當中，逾三分之一承認他們只願

意在無需料理家務的時段工作。  

從上述調查結果可見，不投入勞工市場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例如，部分料理家

務婦女認為，工作欠缺彈性安排，又或可負擔的優質幼兒託管設施不足，都在某

程度上影響她們加入勞工市場的意願。多年來，政府已推出多項針對性措施，鼓

勵不同組別的人就業，例如「展翅青見計劃」、「中年就業計劃」、「鼓勵就

業交通津貼計劃」等。事實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已讓我們意識到，須持續

不斷為不同年齡組別的人提供更多誘因和支援，以推動他們投入勞工市場。為

此，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計劃於今年稍後時間開展公眾參與活動，讓市民多加了

解本港的人口問題，並收集他們對人口政策的意見。  
 

________________ 
(5)  《 第 五 十 九 號 專 題 報 告 書 》：「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士 若 遇 上 合 適 工 作 時 會 接 受 工 作 的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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