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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

《2022年施政報告》指出，
於過去兩年，香港的勞動人口
減少了139,300人，多個行業
正面對人力短缺問題

報告亦提及政府將推出特別計
劃，適度容許安老院和殘疾人
士院舍輸入外地護理員，以舒
緩業界的人手不足

與此同時，2022年香港女性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52.9%，
仍然低於男性的64.7%，亦比
OECD的平均數字64.8%低了
約兩成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曾於
當局的社交網頁表示，如何釋
放女性勞動力一直是應對社會
勞動力不足的可行方向之一



分析基層婦女的就業參與度及其影響因素

了解基層婦女參與勞動的

意願，使婦女有更大的自

主性履行她們在社會及家

庭的理想角色

透過提升基層婦女的勞動

收入，舒緩其家庭整體的

貧困狀況

釋放基層婦女勞動力，使

整體勞動市場可以更有效

地配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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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及

研究方法

• 是次研究的對象為：

女性

同住的最年幼子女年齡介乎6至14歲

家庭每月入息水平在全港家庭入息中
位數以下

• 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透過社交平台及社聯
會員機構邀請研究對象填寫網上問卷

• 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期間，一共收
到575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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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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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歲

2.3%

30~39歲

37.9%

40~49歲

52.0%

50~59歲

7.8%

N=575

受訪者

年齡組別

• 79.9%的受訪者的年齡介乎30~49歲，距
離普遍退休年齡的65歲仍有超過15年或以
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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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居港年期

• 74.7%的受訪者在香港居住了七年或以上

少於7年

25.3%

7年或以上

57.1%

於香港出生

17.6%

N=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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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婚姻狀況

• 28.5%的受訪者為單親家長

單身

3.8%

同居

1.0%

已婚

70.4%

分居或離婚

22.1%

喪偶

2.6%

N=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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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家庭經濟狀況

• 受訪者的家庭平均住戶人數比全港的平均
高出0.8人，入息中位數則低於全港數字超
過四成

*包括工資、政府現金援助、親友資助等

• 本

本研究
全港數據
（2022年
第四季）

家庭平均
住戶人數
（N=575）

3.5人 2.7人

家庭每月
入息中位數
（N=565）

介乎
$14,000~
$15,999*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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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家庭經濟狀況

• 74.6%的受訪者有使用其中一項政府津貼
（*由於可選多於一個選項，各個選項的總
和有機會>100%）

23.7%

41.6%

1.7%

7.7%

7.5%
10.4%

0.2%
1.0%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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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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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工作狀況

• 72.9%的受訪者現時沒有受薪的工作 沒有受薪的工作

72.9%

有受薪的工作

27.1%

N=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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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薪工作的
受訪者的特徵

12



有工作的受訪者

的工作狀況

• 不論工時、工資還是時薪，受訪者的中位
數都低於全港有工作的女性水平

*2022年第四季數字

#2021年全年數字

本研究有工作
的受訪者

全港有工作的
女性數據

每星期工時
中位數

（N=156）
30小時 44小時*

每月工資
中位數

（N=155）
$8,200 $16,500*

每小時工資
中位數

（N=155）
$60.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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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於30小時

47.4%

30小時或以上

52.6%

N=156

有工作的受訪者
每星期的工時

• 統計處對全職工作的定義是每星期工時為
30小時或以上。換言之，52.6%有工作的
受訪者有一份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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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的受訪者
增加工時的意欲

• 兼職工作及全職工作的受訪者中，希望增
加工時的比例分別為83.8%及63%，兼職
工作的受訪者增加工時意欲較高

83.8%

63.0%

16.2%

37.0%

0%

20%

40%

60%

80%

100%

兼職工作 全職工作

N=155、P<0.01

希望增加工時 不希望增加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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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而希望增加
工時的受訪者
所面對的障礙

• 最多受訪者認為自身的障礙為需要照顧子
女，其次是缺乏學歷，第三為市場上沒有
適合工作

8.0%

23.6%
41.5%

4.5%

15.3%

36.4%

44.3%
95.5%

76.5%

40.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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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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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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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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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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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市
場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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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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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家
人
反
對

N=113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 非常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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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受薪工作的
受訪者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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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工作的
受訪者的
工作狀況

• 75.4%的受訪者曾經有過受薪的工作

從未有過受薪

的工作

24.6%

曾經有過受薪

的工作

75.4%

N=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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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過工作的
受訪者離開
上一份工作的時間

• 74.3%的受訪者在10年內曾經有過受薪的
工作

1年~5年前

38.7%

6年~10年前

35.6%

11年~15年前

19.0%

16年~20年前

4.7%

21年前或更久

2.0%

N=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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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工作的受訪者
的工作意欲

• 從未有過受薪工作及曾經有過受薪工作的
受訪者中，希望投入勞動市場的比例分別
為78.6%及89.2%，曾經有過受薪工作的
受訪者投入勞動市場意欲較高

• 按相關人口資料的推算，上述狀況的婦女
在全港大約有120,000名

78.6% 89.2%

21.4%
10.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從未有過受薪工作 曾經有過受薪工作

N=426、P<0.05

希望投入勞動市場 不希望投入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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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投入勞動市場
的受訪者
所面對的障礙

• 最多受訪者認為自身的障礙為需要照顧子
女，其次是缺乏學歷，第三為市場上沒有
適合工作

0.8% 6.7%
14.5%

41.6%
3.1% 21.7%

40.4%

44.9%

96.1%

71.7%

45.1%

13.6%

0%

20%

40%

60%

80%

100%

需
要
照
顧
子
女

缺
乏
學
歷
／
資
格
／
技
能

市
場
沒
有
適
合
工
作

家
人
反
對

N=254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 非常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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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工作狀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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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增加工時／投入勞動市場所面臨
的三類主要障礙

A

需要照顧子女

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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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要照顧子女

照顧責任
影響工作狀況
• 最年幼的子女年齡越大，受訪者有全職工
作的比例越高

79.0%
71.1%

56.7%

11.9%

13.7%

14.4%

9.2%
15.3%

28.9%

0%

20%

40%

60%

80%

100%

6~8歲 9~11歲 12~14歲

N=575、P<0.01

沒有工作 兼職工作 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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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要照顧子女

照顧責任
影響工作狀況
• 沒有他人協助照顧子女：

• 並非每天有他人協助照顧子女、沒有
使用非政府組織或私人組織託兒服務

• 沒有工作的受訪者較多

• 有他人協助照顧子女：
• 每天均有他人協助照顧子女／有使用
非政府組織或私人組織託兒服務

• 有工作的受訪者較多

79.8%
57.2%

10.6%

19.6%

9.7%
23.2%

0%

20%

40%

60%

80%

100%

沒
有
他
人
協
助
照
顧
子
女

有
他
人
協
助
照
顧
子
女

N=435 N=194

沒有工作 兼職工作 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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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要照顧子女

照顧責任
影響工作狀況
• 平均每天照顧子女的時間較短的受訪者，
較高比例有全職工作

• 58.3%受訪者認為在照顧子女上所獲得的
協助不足夠／非常不足夠

每天照顧子女時間
中位數

（N＝574）

全職工作 6小時

兼職工作 10小時

沒有工作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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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要照顧子女

現時有工作、

曾因照顧責任而

辭職的受訪者
的工作狀況

• 現時有工作的受訪者中，76.8%曾因照顧
責任而辭職，她們現時的工資中位數比因
照顧責任而辭職前為低

因照顧責任而
辭職時的
每月工資
中位數
(N=114)

現時每月工資
中位數
(N=119)

曾因照顧責任
而辭職的
研究對象

$10,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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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教育程度影響
現時工作狀況
• 教育程度越高，受訪者有全職工作的比例
越高

76.7%
71.9% 68.6% 47.1%

13.0%
11.5% 14.3%

23.5%

10.4% 16.6% 17.1%
29.4%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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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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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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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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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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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學
位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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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以
上

N=574

沒有工作 兼職工作 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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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教育程度影響
現時工作狀況
• 教育程度越高，受訪者的工時中位數越長，
時薪及月薪的中位數亦越高

N=154
初中或
以下

高中
專上
非學位

專上
學位
或以上

每星期
工時
中位數

24小時 35小時 38小時 45小時

每月
工資
中位數

$7,000 $8,000 $10,100 $12,000

每小時
工資
中位數

$57.4 $60.3 $62.7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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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專業資格影響
現時工作狀況
• 有專業資格的受訪者，有全職工作及兼職
工作的比例較高

75.2%

58.1%

11.6%

21.6%

13.2%
20.3%

0%

20%

40%

60%

80%

100%

沒有專業資格 擁有專業資格

N=574、P<0.01

沒有工作 兼職工作 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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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4 沒有專業資格 擁有專業資格

每星期工時
中位數

30小時 25小時

每月工資
中位數

$8,000 $9,710

每小時工資
中位數

$59.9 $63.1

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專業資格影響
現時工作狀況
• 有專業資格的受訪者的工時中位數較短，
但時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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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受訪者
進修的意欲

• 75.7%的受訪者表示希望進修／繼續進修
與工作相關的培訓課程

32

不希望進修／

繼續進修

24.3%

希望進修／

繼續進修

75.7%

N=575



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受訪者理想
進修課程類型

• 最多受訪者表示希望就讀專業證書課程，
其次是不清楚其希望就讀的課程類型，另
外有20.6%希望就讀中學或專上學位課程

2.0%

8.9%
11.7%

47.5%

5.2%
1.7%

22.0%

0.0%
5.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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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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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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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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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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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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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N=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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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受訪者
理想進修時段

• 受訪者的每星期理想進修時數中位數為10
小時

• 17.2%的受訪者希望課程以網上授課形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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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受訪者期望的
進修課程內容

• 最多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其希望進修的課程
內容是甚麼，其次是希望進修美容課程，
第三是希望進修醫療護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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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狀況

N=272
受訪者
理想工作

有工作的
受訪者
現時工作

每星期
工時
中位數

25小時 30小時

每月工資
中位數

$10,000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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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的
理想工作狀況

• 現時沒有工作的受訪者的理想工時中位數
為20小時，顯示她們較樂意從事兼職工作

N=272

現時有
工作的
受訪者
理想工作

現時沒有
工作的
受訪者
理想工作

有工作的
受訪者
現時工作

每星期
工時
中位數

35小時 20小時 3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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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連續工作時間

• 最多受訪者的理想連續工作時間只有1-2小
時

38

6小時以上

22.6%

3-5小時

34.8%

1-2小時

42.6%
N=531



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時段

• 理想連續工作時間為6小時以上的受訪者，
時段較集中於上午9時至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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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時段

• 理想連續工作時間為3-5小時的受訪者，時
段較集中於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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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時段

• 理想連續工作時間只有1-2小時的受訪者，
時段分佈較為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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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地點

• 20.2%受訪者希望可以在家工作

42

固定上班地點

38.5%

彈性上班地點

35.4%

在家工作

20.2%

對工作地點沒有所謂

5.9%

N=559



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受訪者
理想工作

• 最多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其理想工作是甚麼，
其次是希望做文員，第三是希望做收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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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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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三類主要障礙的建議

A 需要照顧子女

增加託兒服務名額

B 缺乏學歷／資格／

技能

調整培訓課程安排

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

工作

提倡家庭友善的僱傭政策

45



需要照顧子女為影響婦
女就業的最重要因素，
然而現時「課餘託管服
務」的名額不足，在
2017-2022年間只增加
了4%，部份地區更沒有
任何「加強課餘託管服
務」名額

增加課餘託管服務

增加課餘託管的資助名額，促進非政府組織與學校合作，善用校
舍空間，開展更多課餘託管服務

優化社區保姆計劃

發展社區保姆服務，增加社區保姆的津貼，並讓更多處所發展為
中心式的社區託管服務

A. 需要照顧子女

增加託兒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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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的受訪者都希望
進修，而每星期理想進
修時數中位數為 10小
時，然而現時僱員再培
訓局的資助課程大多為
全日制，未能切合婦女
的需要

開展婦女專屬課程

僱員再培訓局應開展以長期脫離職場的婦女為對象的專屬課程，課
程不以婦女即時就業為目標，而內容設計則應以認識職場、建立就
業自信、培訓基本求職技巧為主，而上課時間亦應配合婦女需要。

加強僱員再培訓局「零存整付」證書計劃

因應婦女需要彈性培訓的安排，僱員再培局應檢討現行的「零存整
付」證書計劃。局方應增加計劃下的課程種類，另外亦應放寬課程
地點的規定，例如容許部份課堂以遙距形式進行。

發展家庭友善的成人教育

因應部份婦女希望修讀正規的中學或大專課程，局方應審視現時的
成人教育計劃，提供上課時間更具彈性的成人小學／中學／毅進課
程，並為參與這些課程的婦女，提供培訓津貼及託兒服務等配套。

B. 缺乏學歷／資格／技能

調整培訓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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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大部份婦
女希望尋找工時較短的
工作，部份更只能於較
為零散的時段上班。此
外，部份婦女離開職場
多年，需要更多支援才
能認識勞動市場，尋找
到切合她們需要的工作

提供家庭友善的工作機會

企業應提供更多家庭友善的崗位，包括容許更彈性的上班時間、安
排在家工作、提供更靈活的請假制度等。非政府機構亦可協助把有
關的工作招聘轉介給有需要的婦女。

加強發展婦女就業服務

因應婦女對就業市場資訊及就業信心的不足，政府應參考現時青年
就業起點等計劃，發展以婦女為對象的就業支援服務。服務內容應
包括為婦女提供就業及進修的諮詢、舉辦招聘會、進行就業配對、
支援勞工法律紛爭等。

優化中高齡就業計劃

為鼓勵因照顧家庭而長期脫離勞動市場的婦女就業，建議政府把現
時中高齡就業計劃中，支援60歲以上失業人士的措施（包括提供培
訓津貼及留任津貼），涵蓋至40-59歲並已脫離勞動市場超過5年的
人士。

C. 市場上沒有適合的工作

提倡家庭友善的僱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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