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3.0%

20.3%

37.2%

23.9%

8.7%

4.8%
1.0%

20歲以下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歲或以上

70.0%

30.0%

女 男

附件一: 調查圖表 

I. 背景資料 

1. 受訪者居住地區 

 
2. 受訪者姓別 

 

 

 

 

 

 

 

 

 

3. 受訪者年齡 

 

  

13.7%

63.2%

23.1%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23.9%

33.8%

20.5%

15.3%

6.4%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或以上

89.5%

7.6%

2.8%

沒有 1名 2名

4. 受訪者家庭人數 

 

 

 

 

 

 

 

 

 

 

 

 

 

5. 同住在學子女數目 

 
 

6. 同住 65 歲或以上成員數目 

  

39.0%

34.6%

19.3%

7.0%

沒有 1名 2名 3名



12.9%

38.2%

12.7%

27.0%

4.2%
5.0%

未婚 已婚，配偶在港 已婚，配偶在內地

正辦理離婚/離婚 分居/失聯 喪偶

4 (0.8%)

128 (25.8%)

16 (3.2%)

4 (0.8%)

19 (3.8%)

29 (5.8%)

22 (4.4%)

34 (6.8%)

312 (62.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其他

綜援

傷殘津貼

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儲蓄

親友/財務公司借貸

子女供養/非同住親友資助

工作

10 (3.2%)

14 (4.5%)

9 (2.9%)

12 (3.8%)

19 (6.1%)

128 (41.0%

13 (4.2%)

39 (12.5%)

24 (7.7%)

59 (18.9%)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其他

安老/護理

文職

零售/批發/貿易/小販

物流/運輸/速遞/跟車

地盤/散工/水泥/雜工

裝修

清潔

保安

飲食/外賣/洗碗

7. 受訪者婚姻狀況 

 

 

 

 

 

 

 

 

 

 

 

 

 

 

II. 經濟狀況 

8. 受訪者家庭經濟來源(可選多項) 

 

 

 

 

 

 

 

9. 受訪者及其家人從事的行業(可選多項) 

  



2.6%

48.1%

21.2%

28.2%

沒有提供 沒有固定工作地點 固定在跨區工作 固定在同區工作

10. 受訪者及其家人的工作地點 

 

 

 

 

 

 

 

 

 

 

 

 

 

 

11. 住戶每月工作收入 

 

  

 回應人數量 百分比 

低於$6,000 16 5.1% 

$6,000-$7,999 16 5.1% 

$8,000-$9,999 21 6.7% 

$10,000-$11,999 35 11.2% 

$12,000-$13,999 44 14.1% 

$14,000-$15,999 50 16.0% 

$16,000-$17,999 23 7.4% 

$18,000-$19,999 29 9.3% 

$20,000-$21,999 41 13.1% 

$22,000-$23,999 8 2.6% 

$24,000-$25,999 9 2.9% 

$26,000-$27,999 2 0.6% 

$28,000-$29,999 4 1.3% 

高於或等於$30,000 7 2.2% 

沒有提供 7 2.2% 

總數 312 100.0% 



12. 按家庭人數劃分，過去六個月的住戶每月平均收入中位數 

 

 

家庭人數 ($) 

1 人家庭 9, 000 

2 人家庭 10, 000 

3 人家庭 12, 000 

4 人家庭 15, 250 

5 人或以上家庭 18, 500 

 

 
 

13. 受訪者現時的家庭資產 

 

 

 

 

 

 

 

14. 受訪者負債情況 

 

22.3%

77.7%

有負債 沒有負債

資產金額 回應人數 百分比 

0-9,999 元 266 53.5% 

10,000-19,999 元 90 18.1% 

20,000-29,999 元 56 11.3% 

30,000-39,999 元 21 4.2% 

40,000-49,999 元 23 4.6% 

50,000 元或以上 41 8.2% 

總數 497 100% 



III.  受訪者居住狀況 

15.  受訪者的住屋類型 

16. 單位分間中位數(按住屋類型劃分) 

住屋類型 分間中位數 

床位/籠屋/太空艙 18 

寮屋 2 

板間房(木板分隔) 7 

板間房(輕磚分隔) 5 

劏房 (沒有房間) 4 

劏房 (一房一廳) 4 

劏房 (兩房一廳) 3 

合租單位 2 

天台屋 4 

17. 居住面積中位數(按住屋類型劃分) 

住屋類型 面積中位數 (平方呎) 

床位/籠屋/太空艙 18 

寮屋 300 

板間房(木板分隔) 41 

板間房(輕磚分隔) 70 

劏房 (沒有房間) 100 

劏房 (一房一廳) 145 

劏房 (兩房一廳) 200 

合租單位 150 

天台屋 120 

 

 

住屋類型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床位/籠屋/太空艙 22 4.4% 

寮屋 4 0.8% 

板間房(木板分隔) 48 9.7% 

板間房(輕磚分隔) 21 4.2% 

劏房 (沒有房間) 223 44.9% 

劏房 (一房一廳) 124 24.9% 

劏房 (兩房一廳) 23 4.6% 

合租單位 26 5.2% 

天台屋 6 1.2% 

總數 497 100.0%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25.6%

14.3%

18.3%

13.7%

28.2%

沒有廚房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廚房
獨立廚房 廚房與廁所相連，沒有分隔
廚房設在客廳內

3.4%

19.9%

4.8%

71.8%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廁所，廁所為蹲廁 需與其他租客共用廁所，廁所為坐廁

獨立廁所，廁所為蹲廁 獨立廁所，廁所為坐廁

18. 租金中位數 (按住屋類型劃分) 

19. 是否設有廚房 

 

 

 

 

 

 

 

 

 

 

 

 

19. 是否設有廁所 

  

住屋類型 租金中位數 ($) 

床位/籠屋/太空艙 2300 

寮屋 4500 

板間房(木板分隔) 2500 

板間房(輕磚分隔) 3800 

劏房 (沒有房間) 4300 

劏房 (一房一廳) 5500 

劏房 (兩房一廳) 7200 

合租單位 5000 

天台屋 5400 



70.2%

13.7%

16.1%

有2米, 可以站直 低於2米, 但可以站直 低於2米，不可站直

69.0%

31.0%

足夠 不足夠

9.7%

20.9%

19.9%

49.5%

沒有窗戶

設有窗戶，但面向後巷／天井

設有窗戶，但因各種原因而不能打開

設有窗戶，可正常打開令單位空氣流通

IV. 居住質素 

20. 你的房間/床位是可有足夠空間讓你站直及不低於兩米?  

 

 

 

 

 

 

 

 

 

 

 

 

 

21. 你的住所，躺下是有足夠空間嗎? 

 

 

 

 

 

 

 

 

 

 

 

 

 

22. 住所是否設有窗戶? 

 

  



189 (38.0%)

162 (32.6%)

45 (9.1%)

145 (29.2%)

191 (38.4%)

124 (24.9%)

153 (30.8%)

137 (27.6%)

0 50 100 150 200 250

天花出現裂縫

天花出現石屎剥落

天花出現鋼筋外露

天花出現漏水或滲水

牆壁出現裂縫

牆壁出現石屎剥落

牆壁出現漏水或滲水

以上均沒有

23. 住所有否出現以下結構性問題? (可選多項) 

 

 

 

 

 

 

 

 

 

 

 

24. 住所有否出現以下喉管問題? (可選多項) 

 

25. 住所有否出現以下電力問題？ (可選多項) 

 

  

182 (36.6%)

165 (33.2%)

62 (12.5%)

81 (16.3%)

174 (35.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以上均沒有

單位內的渠管接駁出現問題，傳出異味

單位內的渠管接駁出現問題，有污水湧出

單位內的渠管接駁出現問題，出現滲漏

單位內的抽氣喉管與鄰居互通，室內產生異味

195(39.2%)

44(8.9%)

90(18.1%)

67(13.5%)

246(49.5%)

16(3.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以上均沒有

使用的電器/插座曾試過冒煙、出現火花等情況

電器/插座曾出現發熱情況

有插座鬆脫

曾出現跳電

單位或鄰居單位曾發生火災



56.5%
32.0%

10.7%

0.8%

沒有 少於一半空間被阻礙 超過一半空間被阻礙 完全被阻礙

31(14.4%)

159(73.6%)

27(12.5%)

4(1.9%)

54(25.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自己

鄰居

業主

二房東

不清楚

8.7%

25.8%

65.6%

有 沒有 不清楚

26. 現時所住單位外的公用走廊有否阻塞? 

 

 

 

 

 

 

 

 

 

 

 

 

 

 

27. 公用走廊上的雜物屬於誰人? (可選多項) 

 

 

 

 

 

 

 

 

 

 

 

 

 

28. 住所有否出現以下電力問題？ 你現時所住的單位有沒有收到政府部門(如: 屋宇署、消防

處)的告票或命令需就單位進行優化工程? 

  



35.2%

48.1%

16.7%

有 沒有 不適用，因單位沒出現任何問題

31.4%

56.5%

12.1%

完全解決 短暫解決 情況一樣，未能解決

29. 如你所居住的單位曾出現上述的安全問題 (如： 天花剥落、漏水或跳電)，你的業主或房

東有否協助處理?   

 

 

 

 

 

 

 

 

 

 

 

 

 

 

30. 若有，處理後問題有否得到改善? 

 

 

 

 

 

 

 

 

 

 

 

 

  



60.8%

35.6%

3.6%

有 沒有 申請中，未有藍卡

70.3%

18.8%

10.9%

家庭 非長者單身 全長者

24.1%

35.0%

17.2%

18.8%

5.0%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或以上

V. 受訪者申請公屋及過渡性房屋收狀況 

31. 申請公屋情況 

 

 

 

 

 

 

 

 

 

 

 

32. 公屋申請類別 

 

 

 

 

 

 

 

 

 

 

 

33. 公屋申請人數 

  



22.2%

60.6%

16.6%

0.3%
0.3%

市區 擴展市區 新界 離島 沒有提供

34. 輪候公屋時間 

 

35. 公屋申請地區 

 

 

 

 

 

 

 

 

 

 

 

  

輪候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剛申請，沒有藍卡 18 5.6% 

少於 1 年 16 5.0% 

1 年-2 年以下 36 11.3% 

2 年-3 年以下 40 12.5% 

3 年-4 年以下 42 13.1% 

4 年-5 年以下 44 13.8% 

5 年-6 年以下 38 11.9% 

6 年或以上 86 26.9% 

總數 320 100.0% 



14.1%

16.3%

59.0%

10.7%

有 ，已獲編配 有 ，但不成功 沒有 不認識什麼是「過渡性房屋」

36. 受訪者預計上樓時間 

預計上樓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年以內 28 8.8% 

1 年-2 年以內 40 12.5% 

2 年-3 年以內 25 7.8% 

3 年-4 年以內 37 11.6% 

4 年-5 年以內 32 10.0% 

5 年-6 年以內 23 7.2% 

6 年-7 年以內 16 5.0% 

7 年-8 年以內 11 3.4% 

8 年-9 年以內 5 1.6% 

9 年-10 年以內 2 0.6% 

10 年或以上 5 1.6% 

遙遙無期，難以計算 96 30.0% 

總數 320 100.0% 

37. 沒有申請公屋原因(可選多項) 

 
38. 你有沒有申請「過渡性房屋」?  

  

26 (14.7%)

15 (8.5%)

9 (5.1%)

3 (1.7%)

8 (4.5%)

16 (9.0%)

24 (13.6%)

20 (11.3%)

6 (3.4%)

70 (39.5%)

41 (23.2%)

2 (1.1%)

27 (15.3%)

6 (3.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不懂申請

輪候時間長，怕等不到

有公屋戶藉

前公屋/資助房屋業主

未辦理離婚

居港未滿7年

超入息/超資產

申請手續繁複

不想重新適應新居住圈子

身份問題不能申請

雙非

難民

其他

不適合



42 (14.3%)

18 (6.1%)

7 (2.4%)

22 (7.5%)

69 (23.5%)

24 (8.2%)

98 (33.4%)

30 (10.2%)

11 (3.8%)

6 (2.0%)

12 (4.1%)

0 20 40 60 80 100 120

「過渡性房屋」不能住到上公屋

短期內可獲公屋編配，不想搬遷

死約期內，怕業主不讓我遷出

難以負擔添置新的傢俱、家電

怕需要轉區，影響子女返學

怕需要轉區，影響家人返工

不合符申請資格

怕項目附近交通不便

怕項目附近缺乏生活設施，如：街市、銀行

怕項目附近缺乏休憩設施，如：公園、兒童遊樂設

現時住屋環境理想，沒有需要

16(51.6%)

8(25.8%)

8(25.8%)

6(19.4%)

2(6.5%)

7(22.6%)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怕自己居住的劏房被拆，無家可歸

怕自己不符合安置資格，需自行另覓地方居住

不確定能否原區安置，怕要轉到陌生的居住環境

怕清拆劣質劏房後整體劏房供應減少，業主藉此抬高租金

覺得清拆後又會有業主分間新的劣質劏房，效用不大

認為政府沒有足夠房屋安置受影響居民，取締劣質劏房反而

「好心做壞事」

39. 沒有申請「過渡性房屋」原因 

 

 

 

 

 

 

 

 

 

 

 

 

 

40. 政府有意取締劣質劏房，你是否同意? 

 

 

 

 

 

 

 

 

 

 

 

 

 

41. 你不同意政府取締劣質劏房的原因為何？（可選多項） 

  



319(64.2%)

245(49.3%)

154(31.0%)

81(16.3%)

6(1.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原區公屋安置

現時居所鄰近地區的公屋安置

任何區域的公屋安置，但視乎條件，如: 該屋邨附近交

通、設施

無所謂，任何區域的公屋安置均可

以上均不接受

304 (61.2%)

89 (17.9%)

233 (46.9%)

91 (18.3%)

29 (5.8%)

142 (28.6%)

26 (5.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原區安置「過渡性房屋」

安置任何區域的「過渡性房屋」

市區「簡約公屋」

新界「簡約公屋」

單身人士宿舍

在你現時的公屋輪候時間上加快3年

以上均不接受

42. 基層劏房戶對定義劣質劏房上認為需考慮的因素推序 

 

 

43. 如政府將提供公屋安置，你可接受政府以下那一種方案? (可選多項) 

 

 

 

 

 

 

 

 

 

 

 

44. 如政府未能提供公屋安置，你可接受政府以下那一種方案? (可選多項) 

  

需考慮因素 排名 選為「最重要」

的回應人數 

百分比 

 

單位租金 第 1 名 335 67.4% 

單位設施，如: 是否有獨立廁所及廚房 第 2 名 275 55.3% 

單位消防安全，如：是否有火警的危險 第 3 名 274 55.1% 

單位結構安全，如：是否有石屎剥落 第 4 名 261 52.5% 

單位所屬樓宇的衛生情況 第 5 名 251 50.5% 

單位面積 第 6 名 250 50.3% 

單位通風，如：是否有可打開的窗戶 第 7 名 246 46.5% 

單位所屬樓宇的樓齡 第 8 名 186 37.4% 



25.2%

14.1%60.8%

會 不會 視乎安置條件

436 (97.7%)

253 (50.9%)

264 (53.1%)

257 (51.7%)

203 (40.8%)

270 (54.3%)

226 (45.5%)

252 (50.7%)

232 (46.7%)

224 (45.1%)

281 (56.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增建公屋

增加「簡約公屋」供應

放寬「簡約公屋」申請資格，讓輪候公屋未夠3年人士可受惠

延長過渡性住屋可居住年期

確保任何人士同樣享有平等入住「過渡性住屋」的機會，取消8成單位

讓輪候公屋3年人士，2成才讓輪候公屋未夠3年人士入住的限額

規管劏房起始租金

加強租管法例的執法

加強濫收水電的罰則

加強巡查劏房

加強違規劏房的罸則

繼續派發現金津貼

26 (37.1%)

24 (34.3%)

12 (17.1%)

19 (27.1%)

39 (55.7%)

20 (28.6%)

21 (30.0%)

25 (35.7%)

31 (44.3%)

15 (21.4%)

7 (10.0%)

9 (12.9%)

5 (7.1%)

23 (32.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現居地區有較多朋友、家人支援

現居地區有熟悉社福機構支援

現居住地區較多工作機會

現居住地區方便上班

現居住地區方便子女返學

現居住地區生活消費較便宜

沒有錢及人手搬屋

不熟悉其他地區的交通

不想子女轉校，怕影響他們的學業成績

不想子女轉校，怕他們失去朋輩間的支援

不想轉覆診的公立醫院，怕影響病情

年老難以適應新環境

要照顧原區居住的家人

經濟困難，難應付跨區上學或工作

45. 如最後政府的安置方案需要你轉換到其他地區居住，你會否接受? 

 

 

 

 

 

 

 

 

 

 

 

46. 你不考慮轉區，原因為何? (可選多項) 

 

 

 

 

 

 

 

 

 

 

 

 

48. 你認為政府可如何解決現時劏房問題? (可選多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