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二 零 年 半 年 經 濟 報 告  

 1 

專題 5.1 

香港在經濟下行期間就業人數下跌情況的簡要回顧 ( 1 )  

就業人數會在經濟下行時下跌。視乎經濟下行的性質和起因，各經濟行業或職

業在經濟下行的不同階段所受的影響會有不同。本專題按經濟行業及職業類別

分析在當前經濟下行時就業人數的下跌情況，並與過去二十多年幾次經濟收縮

時期的情況作比較。  

疫症蔓延所引致的經濟下行  

香港經濟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步入衰退，主要是本地社會事件的緣故；由於新

冠病毒疫情的威脅，衰退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加劇。總就業人數在二零二零年

第二季錄得貼近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較一年前下跌 237 900 人或 6.7%，反

映疫情對勞工市場所造成的嚴重衝擊 (表  1)。  

新冠病毒疫情對從事面對面活動的人士構成很大的健康風險，因而干擾廣泛的

經濟活動。由於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 )尤其受到

重創，這些行業合計的就業人數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按年急跌 118 000 人。疫情

干擾區內貿易往來，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的就業人數亦大幅下跌 (-67 500 人 )。
隨着建造活動放緩，建造業的就業人數顯著下跌 ( -35 000 人 )。  

表 1：在當前經濟下行及  
二零零三年沙士爆發期間就業人數下跌情況  

比較時段 整體就業人數的 
跌幅 (*) 

就業人數有較顯著跌幅的 
經濟行業 (^) 

遭受較明顯打擊的 
主要職業類別 (^) 

當前的經濟下行 
二零二零年第二季 

相對於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 

-237 900 人 
[-6.7%] 

•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118 000 人) 

•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 
(-67 500 人) 

• 建造業 (-35 000 人) 

• 較低技術工人 (-193 900 人) 
-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94 600 人) 
- 非技術工人 (-54 500 人)  
- 文書支援人員 (-39 4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 (-44 000 人) 

二零零三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 
二零零三年第二季 

相對於 
二零零三年第一季 

-32 100 人 
[-1.1%] 

•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24 900 人) 

• 建造業 (-13 400 人) 

• 較低技術工人 (-21 200 人) 
- 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25 900 人) 
- 非技術工人 (-8 5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 (-10 900 人) 

註：  (*) 方括號內數字為比較時段內的就業人數變動率。  

 (^) 括號內數字為比較時段內有關行業／職業類別的就業人數變動。  

按職業類別分析，在當前經濟下行時，就業人數下跌的情況集中於較低技術階層

(-193 900 人 )，尤其是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94 600 人 )、非技術工人 (-54 500 人 )
和文書支援人員 ( -39 400 人 )，因為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士在受重創行業就業人數

中所佔比例較高。  

                                                 
(1 )  所 有 數 字 按 政 府 統 計 處 所 進 行 的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編 製 ， 當 中 並 不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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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5.1 (續 ) 

二零零三年的經濟下行是沙士疫情蔓延所致。沙士是區域性的疫症，對世界各

地的影響相對有限，而且影響時間遠遠較短。二零零三年第二季的整體就業人

數較上一季減少 32 100 人或 1.1% ( 2 )，跌幅遠較當前經濟下行時小。按行業分

析，由於疫情令旅客卻步並干擾本地經濟活動，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的就業

人數跌幅最大 ( -24 900 人 )，其次為建造業 ( -13 400 人 )。按職業類別分析，整體

較低技術階層 ( -21 200 人 )佔流失職位的大多數，尤其是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  
( -25 900 人 )和非技術工人 ( -8 500 人 ) ( 3 )，而這些職位主要來自上述行業 (表  1)。  

其他地方的金融危機所引致的經濟下行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衝擊是源自於區內金融活動，因此經濟

最初是透過金融渠道受影響。在經濟下行初期，總就業人數的跌幅主要集中於

較高技術階層，而首當其衝的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在一九九

八年第一季，較高技術階層的就業人數較一九九七年第四季減少 59 200 人，

佔同期總就業人數跌幅 ( -66 700 人 )的絕大部分 (表 2)。  

隨着經濟持續下行，影響蔓延至其他行業，總就業人數的跌幅擴大。在一九

九九年第一季，總就業人數較一九九七年第四季減少 132 800 人或 4.3%。就

業人數顯著下跌的經濟行業與經濟下行初期的情形有所不同。製造業的就業

人數下跌幅度最為明顯 ( -79 200 人 )，相信反映了因經濟下行而加劇的長期跌

勢。建造業 ( -25  900 人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 (-21  700 人 )和與貿易相關行

業 ( -20 500 人 )的就業人數也顯著下跌。按職業類別分析，就業人數下跌的情

況主要見於較低技術階層 (-87  000 人 )，而當中工藝及有關人員 (-30 600 人 )和
文書支援人員 ( -26  700 人 )的跌幅尤為明顯 (表 2)。  

至於 二零零 八 至 零 九 年 的 環 球金 融危機， 最初對香 港經濟的 影響也是 在金

融 業 中 最 為 明 顯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四 季 (即 經 濟 下 行 的 初 期 )， 總 就 業 人 數

較上一季減少 7  000 人，而職位流失集中於較高技術階層 ( -8  600 人 ) ( 4 )。按

行業分析， 只有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 -11 900 人 )和資訊及

通訊業 ( -10 600 人 ) ( 5 )的就業人數顯著下跌。隨着影響蔓延至其他行業，在二零

零九年第二季，整體就業人數與二零零八年第三季比較，跌幅擴大至 60 100 人
或 1.8%。按行業分析，就業人數下跌情況在與貿易相關行業 (-38 300 人 )、建造

業 ( - 1 7  4 0 0 人 ) 和 與 消 費 及 旅 遊 相 關 行 業 ( - 1 4  5 0 0 人 ) 中 較 為 顯 著 。  

                                                 
(2 )  在二零零三 年沙士爆 發 前，香港經 濟已在二 零 零一年第四 季起連續 兩 季錄得輕微 的按

年收縮。二零零二年第二季的總就業人數較二零零一年第三季減少 64  100 人或 2 .1 %。  
(3 )  這兩類職業 所流失的 職 位的總和多 於整體較 低 技術階層所 流失的職 位 ，這是由於 一些

較低技術職業 (例如文書支援人員 )錄得職位增長的緣故。  
(4 )  較低技術階 層的就業 人 數錄得升幅 ，因此較 高 技術階層所 流失的職 位 數目較整體 就業

人數的跌幅為多。  
(5 )  這兩個行業 的就業人 數 跌幅大於整 體就業人 數 跌幅，這是 由於很多 其 他行業的就 業人

數錄得增長 所致，尤 其 在公共行政 、社會及 個 人服務業、 製造業和 運 輸、倉庫、 郵政

及速遞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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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續 ) 

由於貿易往來在二零零九年年初銳減，與貿易相關行業的就業人數跌幅尤為急

劇。在這背景下，就業人數的跌幅集中於較低技術階層 ( -43 800 人 )，其中以文

書支援人員的跌幅比較顯著 ( -17 800 人 )(表 2)。  

表 2：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及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環球金融危機期間就業人數下跌情況  

比較時段 整體就業人數

的跌幅 (*) 
就業人數有較顯著跌幅的 

經濟行業 (^) 
遭受較明顯打擊的 
主要職業類別 (^)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 
一九九八年第一季 

相對於 
一九九七年第四季 

(初期) 

-66 700 人 
[-2.2%] 

• 製造業(-30 500 人) 
•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0 2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59 200 人) 
- 輔助專業人員(-36 800 人) 
- 經理及專業人員 (-22 300 人) 

• 較低技術工人(-7 500 人) 

一九九九年第一季 
相對於 

一九九七年第四季 

-132 800 人 
[-4.3%] 

• 製造業(-79 200 人) 
• 建造業(-25 900 人) 
•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21 700 人) 
•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20 500 人) 

• 較低技術工人(-87 000 人) 
- 工藝及有關人員(-30 600 人) 
- 文書支援人員(-26 7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45 800 人)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環球金融危機 
二零零八年第四季 

相對於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 

(初期) 
 

-7 000 人 
[-0.2%] 

• 金融、保險、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業 (-11 900 人) 

• 資訊及通訊業 (-10 6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8 600 人) 
- 經理及專業人員(-16 200 人) 

二零零九年第二季 
相對於 

二零零八年第三季 
 

-60 100 人 
[-1.8%] 

•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38 300 人) 
• 建造業(-17 400 人) 
• 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14 500 人) 

• 較低技術工人(-43 800 人) 
- 文書支援人員(-17 800 人) 

• 較高技術工人(-16 300 人) 

註：  (*) 方括號內數字為比較時段內的就業人數變動率。  
 (^) 括號內數字為比較時段內有關行業／職業類別的就業人數變動。  

結語  

就業人數在經濟下行期間下跌的情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危機的起因。與二零

零三年沙士期間相似，當前新冠病毒疫情的威脅嚴重干擾訪港旅遊業和與消費

相關活動，這些都是較低技術工人就業的主要來源。同時，在高效的數碼基礎

建設支持下，金融服務業面對公共衞生危機時表現較為強韌。因此，在兩次危

機中，就業人數的跌幅在較低技術的職業中較為明顯。此外，同樣值得注意的

是，在性質看似相近的經濟下行期間，即使按行業和職業類別劃分的就業人數

下跌情況相似，在若干範疇上亦有一些分別。舉例來說，與貿易相關行業在沙

士期間所受的影響遠較當前所受的輕微，這是由於沙士是區域性的疫症，並沒

有對環球經濟造成影響。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及二零零八至零九年

環球金融危機與公共衞生危機不同，兩者均始於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對金融服

務及其相關行業造成重創，引致較高技術階層的職位顯著流失。然而，在所有

經濟下行期間，即使是那些由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下行，當中的直接影響及其

連鎖效應最終也引致較低技術階層的就業人數顯著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