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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 

人口結構和教育因素有否影響失業率？  

香港經濟在過去兩年回復至高於趨勢增長水平；不過，跟以往相比，失業率仍

處於相對較高的水平。社會上有人擔心這是由於經濟轉向知識型經濟發展和人

口老化問題。因此，人口結構的變動是否能夠解釋“失業率高企＂的現象，是

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  

與許多已發展國家長期存在人口老化現象的情況相類似，香港亦面對人口逐漸

老化的情況。年屆 50 歲或以上的僱員在總勞動人口中所佔比例由二零零零年

的 15.8%穩步上升至二零零五年的 19.4%。中年組別 (即 40 至 49 歲組別 )的比

例，亦由二零零零年的 26.4%爬升至二零零五年的 29.9%。反之，較年輕組別

(即 15 至 24、 25 至 29 和 30 至 39 歲組別 )的比例均告下跌。勞動人口的男女

比例方面，女性僱員的比例溫和上升，由二零零零年的 41.8%上升至二零零五

年的 44.8%。勞動人口中年齡和男女比例的變化，大致上與香港整體人口的變

化相若。  

 在勞動人口中所佔比例 (%)  失業率  
          
年齡組別  1997 2000 2003 2005  1997 2000 2003 2005 
          
15-24 13.9 12.7 11.2 11.0  5.0 10.7 15.0 10.8 
25-29 14.7 14.3 12.7 12.0  2.0 4.3 6.7 4.4 
30-39 32.7 30.8 29.2 27.8  1.6 3.2 6.0 3.8 
40-49 24.3 26.4 29.2 29.9  1.7 4.3 7.3 5.2 
50-59 10.5 12.4 14.6 16.2  2.2 6.0 9.4 7.0 
60 及以上  3.9 3.8 3.2 3.2  1.0 2.9 4.5 3.8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2.2 4.9 7.9 5.6 
          
男女組別           
男性  60.4 58.2 56.1 55.2  2.3 5.6 9.3 6.5 
女性  39.6 41.8 43.9 44.8  2.0 4.1 6.2 4.4   

要分析人口結構因素對失業率的影響，可以用某基準年的固定年齡結構或男女

比例為基礎，重新計算失業率數列，然後與實際的失業率數列相比，便可勾劃

因人口結構因素而導致的失業率變化。首個數列是 “經調整性別因素的失業

率 ”，這數列以一九九七年為固定基準年的男女比例情況，所訂出的標準化的

失業率；第二個數列是“經調整年齡因素的失業率＂，這數列按一九九七年的

年齡比例情況，訂出標準化的失業率。  

經調整性別因素的失業率和經調整年齡因素的失業率的變動，以及實際的失業

率，載示於以下圖表。過去十多年以來，按性別及年齡劃分的人口比例變化，

對失業率的影響僅屬溫和。舉例說，在二零零五年第四季，經調整性別因素的

失業率和經調整年齡因素的失業率分別為 5.1%和 5.0%，與 5.0%的實際失業率

差距甚微。換言之，自一九九七年後，勞動人口中男女及年齡比例的變化，並

非導致近年香港失業率高企的原因。這與一般人認為失業率會隨人口老化而上

升的看法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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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至二零零五年間勞動人口年齡比例的兩項顯著變化，有助解釋我們的

研究結果。首先，失業率相對較高的 15 至 24 歲較年輕組別的比例下降所帶來

的正面影響，在某程度上抵銷了失業率同樣相對較高的 50 至 59 歲組別的比例

上升所帶來的負面影響。第二，失業率相對較低的 30 至 39 歲組別的比例下降

所帶來的負面影響，在某程度上亦被失業率同樣相對較低的 40 至 49 歲組別的

比例上升所帶來的正面影響所抵銷。  

除人口結構因素外，過去幾年教育程度比例的轉變如何影響香港的失業率，亦

值得我們探討。具專上教育程度工人的比例由二零零零年的 23.8%增至二零零五

年的 28.4%，而具初中或以下教育程度工人的比例則由 35.7%跌至 31.5%，由此

可見，過去幾年勞動人口的質素顯著提高。另一點非常重要的是，高學歷工人

的失業率較低學歷工人低。  

 在勞動人口中所佔比例 (%) 失業率  
         
教育程度  1997 2000 2003 2005 1997 2000 2003 2005 
         
初中及以下  38.4 35.7 34.1 31.5 2.8 6.9 11.7 8.5 
         
高中及預科  39.5 40.5 39.1 40.1 2.0 4.6 7.1 5.0 
         
專上  22.1 23.8 26.9 28.4 1.6 2.6 4.4 3.2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2.2 4.9 7.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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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1(續 ) 

我們由此訂出經調整教育因素的失業率，以勾劃教育對失業率的影響。舉例來

說，假如二零零五年第四季勞動人口的教育程度比例仍與一九九七年時一樣，

即工作人口的學歷並無實質提升，則失業率會是 5.4%而非 5.0%。一九九七年以

來勞動人口教育程度比例的轉變有助拉低失業率，這點不難明白，因為具專上

教育程度工人 (失業率較低 )所佔的比例增加，加上具初中及以下教育程度工人

(失業率較高 )的比例減少，以致整體失業率下降，否則情況便剛好相反。這亦反

映出持續投資於人力資本對增加勞工市場靈活性和動力至為重要。確實，若非

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大量資源，香港的勞工市場在受到一九九八年亞洲金融風

暴和九一一事件的嚴重衝擊時，定會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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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數年教育程度顯著提高確實有助本港降低失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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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性別、年齡和教育因素對失業率所產生的綜合影響，程度

上遠較純粹把這三項因素個別評定的影響相加起來的顯著。舉例來說，在二零

零五年第四季，經調整性別、年齡及教育因素的失業率為 6.0%，較 5.0%的實際

失業率高出一個百分點。  

雖然年齡及男女比例的變化並非導致近年失業率高企的主因，但隨經濟持續

向知識為本和服務活動轉移，長遠而言人口老化的影響不容輕視。年齡較大而

教育程度較低的工人通常會較難提升技能和知識，以應付不斷轉變的經濟環境

所帶來的挑戰。因此，政府持續投資高等教育、在職培訓和再培訓，藉以解決

技 能 錯 配 的 問 題 和 提 升 生 產 力 ， 讓 香 港 順 利 過 渡 至 知 識 型 經 濟 ， 實 在 至 為 重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