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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有關勞動人口參與率趨勢的主要觀察  

勞動人口參與率量度參與勞工市場 (不論在職或正在求職 )的適齡工作人口比

例  ( 1)，是一項顯示可從事經濟活動勞動力規模的重要指標。儘管勞動人口參

與率的短期變動可能受周期性因素 (例如職位供應 )影響，但其較長期的趨勢則

主要取決於結構性因素，例如人口特徵及勞工市場制度。圖  1a顯示，香港的

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三十年間大致趨跌，由一九八五年的 64.8%下降至

二零一零年 59.6%的低位，其後溫和回升至二零一五年的 61.4%。有人或會直

覺地認為這長期跌勢是人口老化的直接結果，因為較年長人口的比例愈來愈

大，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一般較低，以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被拖低。  

圖 1：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趨勢及適齡工作 (15 歲及以上 )人口的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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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自一九九三年起開始收集有關外籍家庭傭工的統計數字。  
 (^)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分布不斷轉變  

本港人口無疑持續趨向非年青化及老化 (圖  1b)，但值得注意的是，介乎主要工

作年齡人口 (即 25 至 59 歲組別，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一般高於其他年齡組別 )的
比例在一九八六至二零零五年間其實處於上升趨勢。事實上，介乎主要工作年

齡的勞動人口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五年間平均每年急升  2 .9%，隨後十年平均

每年上升約  2.1%，自二零零六年以後年均增長步伐則減慢至溫和的  0 .9%。即

使撇除外籍家庭傭工的影響，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在一九九四至二零

零五年間仍急速增長，平均每年有  2 .2%的升幅，但其後升幅顯著減慢至平均

每年  0.5%。在一九八零至九零年代，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急升，大

致是由幾方面的影響所致，包括戰後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 (即在一九四五至一

九六五年間出生的人 )當時正值主要工作年齡、大量年青人在一九七零至八零

年代從內地來港，以及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不少港人移民後回流返港。  

                                                 
( 1 )  就本專題而言，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勞動人口佔所有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

口的比例。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間的數字是按「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自一

九九六年起的數字則以「居住人口」方法編製。因此，這兩個數列不宜直接比

較。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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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續 )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不斷轉變  

除人口的年齡分布外，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呈下跌趨勢，也可歸因於不同年齡

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男性和女性的趨勢宜分開檢視 )隨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

而出現遽變。  

圖 2：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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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不論男女，青少年 (即 15 至 24 歲人士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自一九八六年起持續下跌至二零一零年的低位 (圖  2a)，累計跌幅超過 20 個百

分點。升學途徑愈來愈多，相信無可避免推遲青少年投入勞工市場。但值得注

意的是，隨着勞工市場情況大致良好，青少年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數年稍

為回升。較低薪職位的工資因法定最低工資在二零一一年實施而即時提高，在

一定程度上亦吸引更多人從事較低技術的工作。尤其是青少年的就業人數 (不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間上升 6.8%，他們當中擔任服務

工作及銷售人員的人數更錄得 9.5%的較顯著增幅。  

至於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方面 (圖  2b 至  2c)，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

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這段期間大幅上升，而相應年齡組別的男性勞動人口參與

率一直處於逾 90%的高水平。前者的觀察正反映，過去數十年來大多數女性

接受教育的機會已大為改善，而社會對婦女就業、婚姻及生兒育女決定的看法

亦不斷轉變。此外，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情況在香港日趨普遍，亦大大有助於

釋放本港婦女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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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續 ) 
至於較年長組別 (60 歲及以上 )方面，其持續下跌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二零零四

至 零 五 年 左 右 止 跌 回 升 ( 圖  2d) ， 當 時 正 值 首 批 嬰 兒 潮 年 代 出 生 的 人 年 屆

60 歲。這個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其後逐漸回升，可能反映這個組別的人士

選擇延遲離開勞工市場，部分原因也許是他們的教育水平較上幾代高，因而能

繼續從事一些較着重知識經驗而非體力勞動的較高技術工作。具體來說，在二

零一五年逾  60%較年長的勞動人口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具中學或以上學歷，

較一九九五年的  28%高逾一倍。相應地，在二零一五年約  30%較年長就業人

士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從事較高技術的職業，而一九九五年的比例則只有約

16%。  

解構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  ( 2)  

圖 3：解構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  
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轉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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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項目的轉變所佔比重：

 
註：  個別項目所佔比重是根據未經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相加未必等於總數。  
 括號內數字是根據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  
 (^)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  本專題採用以下解構方法：  

𝐿𝐿𝐿𝐿𝑡1 − 𝐿𝐿𝐿𝐿𝑡2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
𝑖𝑖

(𝑆𝑖𝑖
𝑡1 − 𝑆𝑖𝑖

𝑡2) + ��𝑆𝑖𝑖
𝑖𝑖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
𝑡1 −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

𝑡2 ) 
 

 當中， 𝐿𝐿𝐿𝐿𝑡  代表在 t 年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𝐿𝐿𝐿𝐿𝑖𝑖𝑡  代表在 t 年 i 性別及 j 年

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𝑆𝑖𝑖𝑡  代表在 t 年 i 性別 j 年齡組別佔適齡工作人口的百

分比；變數頂部的橫線代表該變數在 t 1 年至 t 2 年期間的平均值。因此，在算式

右方，第一個數項量度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轉變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

率轉變所佔比重，而第二個數項則量度個別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轉

變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轉變所佔比重。以相同的解構方法應用於一九九三至

二零 一 五 年間 勞 動 人 口參 與 率 的數 據 (不包 括外 籍 家 庭傭 工 )，整 體結 果 大 致 相

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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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續 ) 
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受上述基本因素影響而隨時間轉變，為更深入探討這些因

素，本文把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解構為兩個部分 (即人口結構和個別年

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圖  3)。如圖所示，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零年和

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間，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都錄得跌幅，主要是因為個別

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當中尤以青少年和較年長組別為然，但

適齡工作人口的結構轉變所引致的影響則十分輕微。  

然而，在其後連續三個五年期間 (即一九九六至二零一零年 )，人口老化則是導

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雖然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勞動人

口參與率錄得頗大升幅，加上二零零六年以來較年長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亦

明顯上升，兩者都有助推高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但人口老化及其他年齡組別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因而向

下。  

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間，各個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幾乎全面齊升，

較年長組別和 45 歲及以上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升幅尤為顯著，相信是受二

零一一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帶動所致。因此，該段期間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上升 1.8 個百分點。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人口老化的負面影響仍然顯著，而

且持續擴大。  

 

結語  

上述解構方法旨在分析過去三十年來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變動的背後成因。展

望未來，人口老化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掣肘將更趨明顯。有見及此，一如

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所述，政府已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增加勞動力投入，

例如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工作、鼓勵僱主建立長者友善的工作環境，以及採

取其他具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以切合本地具不同才能人士的需要和志向。這些

措施見效需時，以求能帶來深遠的結構性轉變，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和

社會褔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