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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人口老化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影響 ( 1 )  

與其他許多已發展經濟體的情況一樣，由於生育率偏低及壽命延長，香港人口

在過去數十年間呈現持續老化的趨勢。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統計數據， 65 歲
及以上人士在二零一八年佔總人口的 17.8%，顯著高於一九九八年的 10.8%
和二零零八年的 13.2%。  

香港總人口繼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急增後，在過去二十年以較緩慢的步伐增加，

在一九九八至二零一八年間累計增長約 80 萬人。在這段期間，人口年齡結構亦

有重大改變。如圖  1 所示，一九九八年人口分布的右尾較長，可見較年輕組

別在人口所佔的比例較高。此後，人口分布因人口老化趨勢而向右移動。戰後

嬰兒潮出生的人士在九十年代正踏入壯年 (即當時為三十至四十多歲的人士 )。
在一九九八年的時候，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最大 (35.9%)。目前，該組羣

仍佔本港人口中相當大的比例 (二零一八年為 30.7%)，但他們已較以前年長許多

(50 至 69 歲 )。同時，二零一八年的年輕人數目較一九九八年少， 19 歲或以下

人士在人口中所佔比例由 25.5%下跌至 16.3%。  

圖 1︰一九九八年和二零一八年的人口分布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解構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 2 )的變化  

上述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影響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由於年長人士的勞動人

口參與率通常較低，倘若他們在人口中所佔比例有所上升，便會對整體勞動人

口參與率構成下行壓力。具體而言，當嬰兒潮出生的人士年齡漸長，他們最終

會退休和離開勞工市場。  

                                                 
(1 )  本專題所載的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2 )  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投身勞工市場人士佔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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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續 ) 

為評估人口老化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影響，本專題進行「轉移比例」分

析，假設各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維持不變，估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整

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文採用以下方程式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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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勞動人口參與率
𝑖,𝑞
代表 𝑖 年齡組別在 𝑞 季度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佔比

𝑖,𝑞
代表

𝑞 季度 𝑖  年齡組別在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中所佔比例， 𝑞𝑏 及 𝑞𝑒 則分別

代表分析期的開始和結束。  

方程式中連加號內的數值計算勞動人口參與率因個別年齡組別所佔比例在兩個

連續的季度之間改變而產生的變化 (以百分點計 )。因此，只要把分析期內不同

年齡組別和季度的所有數值相加，便可估算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因人口年齡結

構改變而產生的變化。  

本文採用以上方程式，研究一九九九至二零一八年間連續四個五年期間，人口

年齡分布隨時間轉變所造成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變化，結果見圖 2。  

圖 2：人口老化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影響  

 
 資料來源：根據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所作出的內部推算。  

主要觀察  

圖 2 顯示，在一九九九至二零一八年間，人口年齡分布改變對整體勞動人口參

與 率 有 負 面 影 響 。 事 實 上 ， 這 負 面 影 響 在 期 內 不 斷 加 劇 ， 由 一 九 九 九 至

二零 零三 年 的 0.6 個 百 分 點 擴大 至最近十 年 (即二零 零九至二 零一八年 )的
1.7 至 1.8 個百分點。  

雖然人口老化造成下行壓力，但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首三個五年期內僅輕微

下跌，在最後一個五年期 (即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八年 )甚至錄得升幅。這顯示除

年齡結構外，其他因素亦同時影響着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走勢。  

                                                 
(3 )  這設定只假 設個別年 齡 組別的勞動 人口參與 率 按季維持不 變，以免 結 果可能受所 選的

基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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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續 ) 

女性和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二十年間上升，是有助紓緩人口年齡分布

轉變導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圖  3)。具體而言，女性勞動人口參

與率由一九九八年的 45.6%上升至二零零八年的 49.7%，再進一步升至二零一八年

的  50.8%。除 15 至 24 歲這個組別外，升幅見於各個女性年齡組別(圖 3(a))。與此同

時， 50 歲及以上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亦由一九九八年的 47.8%和二零零八年的

51.1%，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的 54.3%(圖 3(b))。儘管這些組別的社會特徵不斷演變

(例如與二十年前相比，教育水平較高，預期壽命亦較長 )，是導致他們的勞動人

口參與率上升的部分原因，但宏觀經濟環境自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的環球金融

海嘯復蘇以來大致穩定，以及法定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一年實施，隨之而來的就業

機會和較佳的收入前景，亦吸引女性和年長人士延長工作年期或重投勞工市場。

另一方面，由於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充裕，選擇亦較以往多，不少年輕人延遲就

業，繼續進修，年輕人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因而下跌。  

圖 3：一九九八年、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八年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a) 女性  (b) 男性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結語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未來將會加快。舉例來說，就業

年齡人口 (即 15 至 64 歲人士 )所佔比例在過去二十年一直徘徊於 70%左右。不

過，隨着嬰兒潮出生的人士將屆退休年齡，這個比例預期會下跌至二零二八年

約 62%及二零三八年約 58%。同時， 65 歲及以上人士所佔比例已由一九九八年

約 11%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約 18%，預期會在二零二八年和二零三八年再顯著

上升至分別約 26%和 32%。由於人口老化，勞動力料會萎縮。這些趨勢若未

能妥善應對，或會窒礙本港的經濟增長潛力，在近年人力供求偏緊的情況下尤

其如是。雖然鼓勵更多人士 (特別是料理家務的女性和年長人士 )投身勞工市場

或多或少有助減輕人口老化的負面影響，惟持續提高生產力將會是推動未來經

濟增長的重要原動力。就此，除了促進創新科技的發展外，政府會繼續投放大

量資源在教育和培訓上，以及吸引海外人才來港，藉以強化本港的人力資本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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