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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 

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持續失業時間的簡要分析  

香港的失業情況在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急劇惡化。經季節性調整的整體失業率

由二零一九年第二季 (即經濟衰退之前的季度 )2.8%的低水平，上升至二零二

零年第三季的 6.4%。長期失業率 (即失業達 6 個月或以上的人士佔勞動人口的

比例 )在二零一九年第二季和第三季均處於 0.6%的低水平，但其後逐步攀升至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的 2.2%，超越了分別在一九九七至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環球金融危機期間達到的 2.0%和 1.7%的高位，但低於二零

零三年沙士期間錄得的 2.7%的歷史高位 (在沙士於香港爆發前的二零零二年

第四季，長期失業率已處於 2.2%的頗高水平 )。  

整體失業率與長期失業率：當前的經濟下行與過去三次下行時期的對比  

在過去三次經濟下行時期 (圖 1(a)至 1(c))，當整體失業率上升，長期失業率亦

上升，反映整體失業情況惡化，更多人持續失業一段更長時間。即使當整體失

業率開始穩定甚或微跌，長期失業率仍然繼續上升一段時間後才開始緩和。這

應該是反映即使整體勞工市場情況開始好轉，那些已失業較長時間的人士較可

能會仍然失業。與過去經濟下行時期的經驗相似，長期失業率在當前的經濟下

行期間也隨整體失業率上升 (圖 1(d))。不過，長期失業率在二零二零年第三季

按年上升 1.6 個百分點，升幅是四次經濟下行時期中最大。  

圖 1：經濟下行期間的整體失業率和長期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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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經濟下行期間的整體失業率和長期失業率 (續 )  

 

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持續失業時間的分布  

表  1 提供了當前經濟下行期間持續失業時間的進一步分析。失業人數由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的 114 100 人，增加超過一倍至二零二零年第三季的 259 800 人。失業人數

在各個選定的持續時間組別均有所增加，失業達 6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月的

人數的增幅尤其顯著，由 10 100 人增加超過四倍至 51 200 人。另外，失業達 3 個
月或以上但少於 6 個月的人數亦大增 175%，由 20 700 人增至 57 000 人。  

表 1：持續失業時間的分布  

 二零一九年第二季  二零二零年第三季  
持續失業時間中位數  65 日  108 日  
按持續失業時間劃分的失業人數  
少於 3 個月  69 500 人  119 200 人  
3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6 個月  20 700 人  57 000 人  
6 個月或以上  (即長期失業 )  23 900 人  83 600 人  

6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月  10 100 人  51 200 人  
12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8 個月  5 000 人  13 400 人  
18 個月或以上  8 700 人  19 100 人  

整體  114 100 人  259 800 人  
按持續失業時間劃分的失業人數比例 ( * )  
少於 3 個月  60.9% 45.9% 
3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6 個月  18.2%  22.0%  
6 個月或以上  (即長期失業 )  20.9% 32.2% 

6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月  8.9%  19.7%  
12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8 個月  4.4% 5.1% 
18 個月或以上  7.6% 7.3% 

整體  100.0%  100.0%  
註：  (*) 根據未經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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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當前經濟下行期間，失業達 3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月的人士所佔的

比例明顯上升。他們是在二零一九年第三季至二零二零年第二季期間 (即二零二

零年第三季之前的 3 至 12 個月 )開始失業。這段時期也是失業人數急升的時

期。也值得注意的是，失業人數在這段時期內總共增加了 120 700 人，數目僅

稍高於在二零二零年第三季時失業達 3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月的人數 (即

108 200 人 ( 1 ))，顯示不少在這段時期失去工作的人士至今仍未能重返職場。  

隨着失業時間較長的人士所佔的比例上升，持續失業時間中位數由二零一九年

第二季的 65 日顯著延長至二零二零年第三季的 108 日，較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達

到的 103 日 (一九九九年三月至五月 )長，與環球金融危機期間所達的數字相同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至二零一零年一月的數字為 108 日 )，並接近沙士後於二零

零三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四年一月所錄得的 114 日的最長紀錄。  

展望  

就業市場在當前經濟下行期間受到沉重打擊，總就業人數錄得有紀錄以來的最

大跌幅，失業率和長期失業率大幅上升。雖然整體經濟情況在最近數月略見改

善，但短期內僱主的招聘意欲應會依然審慎，尤其是當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仍

在變化時。在當前經濟下行期間失去工作的人士要重新就業應會遇到困難，這

對之前受僱於受疫情重創並預期會在往後一段時間出現結構調整的行業的人士

來說，情況尤其如此。若依據以往經驗，即使整體失業率承受的壓力在未來數

月續見穩定，持續失業時間仍可能進一步延長，長期失業率也可能繼續上升。  

 

 

                                                 
(1 )  失業達 3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6 個月的人數 (57 000 人 )與失業達 6 個月或以上但少於 12 個

月的人數 (51 200 人 )的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