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圖表 

一. 背景資料 

1. 受訪者性別 

 
 

2. 受訪者年齡 

年齡 回應人數 百分比 

20 歲或以下 2 0.9%% 

21-30 23 7.0% 

31-40 93 28.2% 

41-50 102 30.9% 

51-60 80 24.2% 

61-70 24 7.3% 

71 歲或以上 3 0.9% 

沒有提供 2 0.6% 

總數 330 100.0% 

年齡中位數: 45 歲              最年輕: 16 歲          最年長: 72 歲 

 

 

77.6%

22.4%

女 男



3. 受訪者同住家庭人數 

家庭人數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人家庭 65 19.7% 

2 人家庭 83 25.2% 

3 人家庭 69 20.9% 

4 人家庭 77 23.3% 

5 人或以上家庭 36 10.9% 

總數 330 100.0% 

同住家庭人數中位數: ３ 

 

4. 受訪者婚姻狀況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未婚 33 10.0% 

已婚（配偶在港） 159 48.2% 

已婚（配偶在內地） 30 9.1% 

分居/失聯 8 2.4% 

離婚/正在辦理離婚 92 27.9% 

喪偶 8 2.4% 

總數 330 100.0% 

 

5. 受訪者族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華人 309 93.6% 

巴基斯坦 15 4.5% 

印度 4 1.2% 

菲律賓 1 0.3% 

越南 1 0.3% 

總數 330 100.0% 

 



6. 受訪者現時居住地區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深水埗 199 60.3% 

油尖旺 43 13.0% 

九龍城 9 2.7% 

灣仔 1 0.3% 

中西區 2 0.6% 

東區 8 2.4% 

觀塘 9 2.7% 

黃大仙 10 3.0% 

荃灣 19 5.8% 

葵青 2 0.6% 

北區 4 1.2% 

大埔 15 4.5% 

沙田 2 0.6% 

元朗 5 1.5% 

屯門 2 0.6% 

總數 330 100.0% 

 

二. 居住狀況 

7. 受訪者的房屋類型 

房屋類型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劏房 213 64.5% 

板房 6 1.8% 

床位/太空艙/籠屋 6 1.8% 

獨立單位 11 3.3% 

合租單位 14 4.2% 

工廈/貨倉 1 0.3% 

寮屋 4 1.2% 

社會房屋/過渡性房屋 73 22.1% 

其他 2 0.6% 

總數 330 100.0% 

 

  



8. 現時居所呎數 

房屋類型 面積(中位數)以平方呎計 

劏房 120 

板房 60 

床位/太空艙/籠屋 18 

獨立單位 200 

合租單位 200 

工廈/貨倉 不適用 

寮屋 280 

社會房屋/過渡性房屋 230 

其他 290  

整體受訪者居住面積中位數: 150 平方呎 

最小居住面積: 15 平方呎 

三. 經濟狀況 

9. 是否在職家庭 

 
  

74.5%

25.5%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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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受訪者及家人從事的行業 (可多選) (N=246) 

 

 

 

 

 

 

 

 

 

 

 

 

 

11. 受訪者及其主要工作的家庭成員現時就業情況（可多選）(N=246) 

 

 

 

 

 

 

12. 受訪者過去 6 個月平均每月家庭收入 

家庭人數 平均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數 

1 人家庭 $10, 000 

2 人家庭 $10, 000 

3 人家庭 $16, 000 

4 人家庭 $18, 000 

5 人或以上家庭 $20, 500 

整體住戶 $15, 000 



10(3.0%)

4(1.2%)

22(6.7%)

12(3.6%)

24(7.3%)

27(8.2%)

39(11.8%)

27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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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工傷病假錢

親友/財務公司借貸

子女供養/非同住親友資助

綜援

儲蓄

政府恆常津貼，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

工作

13. 受訪者及家人預計未來一年的收入變化 

 

14. 受訪者的家庭收入來源 (可多選) 

 

 

 

 

 

 

 

 

 

 

15. 受訪者及家人現時的資產 

儲蓄金額 回應人數 百分比 

$0-$5, 000 94 28.5% 

$5, 001- $10, 000 
67 20.3% 

$10, 001- $15, 000 29 8.8% 

$15, 001- $20, 000 36 10.9% 

$20, 001- $25, 000 14 4.2% 

$25, 001- $30, 000 21 6.4% 

$30, 001- $35, 000 8 2.4% 

0.6%

40.9%

20.0%

36.1%

2.4%

沒有提供

很難說，時多時少

沒有變化

收入減少

收入增加



$35, 001- $40, 000 11 3.3% 

$40, 001- $45, 000 2 0.6% 

$45, 001- $50, 000 11 3.3% 

$50, 001- $55, 000 9 2.7% 

$55, 001- $60, 000 3 0.9% 

$60, 001- $65, 000 3 0.9% 

$65, 001- $70, 000 4 1.2% 

$70, 000 或以上 18 5.5% 

總數 330 100% 

16. 受訪者是否有欠債 

 

 

欠債中位數: $40, 000 

  

31.8%

68.2%

有 沒有



四. 開支情況 

17. 受訪者平均每月家庭開支 

 中位數(元) 相關開支佔入息百分比中位數 

住屋開支(租金) 5000 

40.0% 住屋開支(水電) 500 

住屋開支(管理/雜費) 0 

伙食 4800 30.0% 

生活開支(雜費) 1000 
13.3% 

生活開支(交通費) 600 

工作進修開支 0 0.0% 

醫療開支(醫療及保健) 200 
2.0% 

醫療開支(保險) 0 

家庭開支(子女教育及活動

費) 

500 

10.0% 

家庭開支(供養父母) 0 

其他開支(娛樂) 0 

0.0% 
其他開支(儲蓄) 0 

其他開支(還債) 0 

其他開支(其他) 0 

 

  



100(30.3%)

176(53.3%)

160(48.5%)

183(55.5%)

213(64.5%)

154(46.7%)

101(30.6%)

0 50 100 150 200 250

暫停子女補習及課外活動開支

減少使用水電

多走路，減少交通開支

購買減價貨品 或 將近過期產品

減少娛樂及社交活動

使用二手物品

減少不必要的開支

74.8%

14.8%

2.1% 7.3%

0.9%
住屋開支(租金/水電/管理

費）

生活開支(伙食/雜費/交通

費) 

醫療開支(醫療保健/ 保險) 

家庭開支(子女教育/ 供養父

母) 

其他開支（娛樂/儲蓄）

18. 以下哪一項開支為受訪者帶來最大壓力? 

 

 

 

 

 

 

 

 

 

 

19. 所選擇的開支項目為受訪者帶來最大壓力的原因（可多選） 

 

20. 受訪者現時會如何減少生活的經濟壓力?(可多選) 

 

 

 

 

 

  

3(0.9%)

119(36.1%)

108(32.7%)

162(49.1%)

144(43.6%)

2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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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長時間應付相關開支

預計相關開支有升無跌

相關政策不能在短時間內有改善，例如短期內未能上樓

政府在該方面的支援不足

支出高，但收入相對較少/減少



五. 公屋申請 

21. 受訪者申請公屋情況 

 
 

22. 公屋輪候時間 

 

輪候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１年以下 11 4.1% 

１-３年以下 33 12.4% 

３-５年以下 63 23.7% 

５-７年以下 100 37.6% 

７-９年以下 34 12.8% 

9--11 年以下 4 1.5% 

11 年或以上 13 4.9% 

沒有提供 8 3.0% 

總數 266 100.0% 

中位數: 5.5 年 

最長年期: 17 年 

  

80.6%

4.2%

15.2%

有 申請中，未有藍卡 沒有



23. 受訪者接受配屋次數(N=266) 

 

24. 受訪者拒絕編配原因(N=11) 

 

  

95.9%

3.8%

0.4%

沒有

有，一次

有，兩次

3(27.3%)

0(0.0%)

7(63.6%)

4(36.4%)

1(9.1%)

5(45.5%)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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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問題

設施交設施不足，例如沒升降機

交通不便

缺乏周邊配套，例如街市、遠離醫院

面積

遠離原有社區支援 (如: 與親人、朋友、熟悉的社

工距離遠) 

特殊原因，例如單位曾發生事故



25. 受訪者公屋申請人數 

 

26. 受訪者公屋申請狀況 

 

  

20.4%

20.4%

22.1%

24.6%

11.8%
0.7%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或以上

未有提供

6.4%

77.5%

16.1%
全長者

家庭

非長者單身



13(23.0%)

7(14.0%)

0(0.0%)

9(18.0%)

10(20.0%)

14(28.0%)

3(6.0%)

1(2.0%)

1(2.0%)

6(12.0%)

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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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個人意願

不想重新適應新居住圈子

申請手續繁複

超入息/超資產

居港未滿7年

未辦理離婚

前公屋/資助房屋業主

有公屋戶藉

輪候時間長，白費功夫

不懂申請

27. 受訪者預計上樓時間 

預計上樓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1 個月或以下 24 8.6% 

12-23 個月 49 17.5% 

24-35 個月 24 8.6% 

36-47 個月 22 7.9% 

48-59 個月 13 4.6% 

60-71 個月 10 3.6% 

72-83 個月 9 3.2% 

84-95 個月 4 1.4% 

96-107 個月 4 1.4% 

108-119 個月 1 0.4% 

120 個月或以上 8 2.9% 

遙遙無期，難以計算 112 40.0% 

總數 280 100.0% 

 

28. 受訪者沒有申請公屋原因 

 

  



六. 現金津貼情況 

29. 受訪者有沒有領取現金津貼? 

 

 

 

30. 受訪者領取津貼的時長(現正領取津貼人士) 

領取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年以下 25 17.2% 

1 年-2 年以下 27 18.6% 

2 年-3 年以下 41 28.3% 

3 年-4 年以下 49 33.8% 

沒有提供 4 2.1% 

總數 145 100.0% 

領取時長中位數: 2 年 

  

43.9%

3.3%
2.4%

50.3%

有

有，但被停止派

發

有，申請中

沒有



23(23.2%)

41(41.4%)

15(15.2%)

42(42.4%)

22(22.2%)

52(52.5%)

34(34.3%)

0 10 20 30 40 50 60

由唐樓搬到洋樓(有電梯大廈)，出入不用行樓梯

現時單位的衛生情況有所改善(如: 較少老鼠、木蝨) 

由板間房搬到劏房居住，不用與人共用設施

現時單位的設施較齊全(如:有獨立廚房) 

由沒有窗戶單位搬到有有窗戶單位，採光及通風有改

善

居住面積增加

現時單位的治安較好(如:樓下有大閘或保安員) 

129(89.0%)

74(51.0%)

18(12.4%)

11(7.6%)

63(43.4%)

42(29.0%)

5(3.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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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相關

伙食費

醫療健康

供養父母

子女教育及活動費

日常雜費

儲蓄

工作進修

68.3%

31.7%

有 沒有

31. 受訪者最常使用現金津貼的地方（至少一項，最多三項）(N=145) 

 

 

 

 

 

 

 

 

32. 現金津貼是否有助你搬遷到環境較好的居所? (N=145) 

 

 

 

 

 

 

 

 

 

 

 

 

33. 搬遷後的生活改善 (N=99)(可多選) 

 

 

 

 

 

 

  



34. 現金津貼對舒緩租金/水電/雜費困難的幫助 (N=145) 

 

35. 現金津貼對減輕精神壓力的幫助 (N=145) 

 

  

74.5%

11.0%

10.3%

1.4% 2.8%

極度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極度沒有幫助

67.6%

16.6%

11.7%

2.1% 2.1%
極度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極度沒有幫助



57.9%

16.6%

19.3%

3.4% 2.8%
極度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極度沒有幫助

36. 現金津貼對租地方有更多選擇的幫助(N=145) 

 

 

 

 

 

 

 

 

 

37. 現金津貼對購買家電以改善生活環境的幫助(N=145) 

 
  

51.0%

16.6%

20.7%

7.6%
4.1% 極度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極度沒有幫助



4.1%

95.9%

會 不會

38. 現金津貼在 增加積蓄支付上期及按金的幫助(N=145) 

 

39. 選擇「極度沒幫助」或「沒幫助」的背後原因 (N=109)(可多選) 

 

40. 現金津貼將於 2025 年 6 月完結，你預計到時會否已上公屋?(現正領取現金

津貼人士作答)(N=145) 

 

 

 

 

 

 

 

 

 

 

 

 

50.3%

19.3%

17.2%

7.6%

5.5% 極度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極度沒有幫助

44(40.4%)

60(55.0%)

15(13.8%)

5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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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額太少

租金始終高昂

政府派發現金津貼後，業主趁機加租

津貼有時限性



63(45.3%)

34(24.5%)

37(26.6%)

18(12.9%)

20(14.4%)

105(75.5%)

80(57.6%)

77(55.4%)

7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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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負擔現時租金

需搬到面積較細的單位居住

需搬到住屋環境較差的單位居住

需搬到其他區居住

陷入經濟困境，需申領綜援

需節衣縮食

需減少子女在學習上的開支(如:無法讓子女參加功課輔導)

需減少子女在課外活動上的開支:如無法讓子女參加興趣班)

享有資助的時間非常短，感到經濟困難壓力大，情況受到困擾

41. 你認為一旦現金津貼完結，對你的生活有多大程度的影響？(N=139) 

(現正領取現金津貼，而預計於項目完結時並未上樓人士作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極度沒有影響 0 0% 

沒有影響 0 0% 

普通/一般般 2 1.4% 

大影響 32 23.0% 

極度大影響 105 75.5% 

總數 139 100% 

 

42. 一旦現金津貼計劃完結，但你仍未上樓，預計生活會受到什麼影響? (可多

選) (N=139) 

(現正領取現金津貼，而預計於項目完結時並未上樓人士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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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改領綜援

公屋申請更新後被凍結

公屋申請更新後，未滿一半家庭成員住港滿七年

獲發但拒絕接受公屋編配

獲發並接受首次公屋編配

轉隊(例如由非長者單身轉至家庭隊伍)，調整後的相應登記日期

未滿三年

轉隊至非長者單身，不符合申請資格

超入息/超資產

0

2(18.2%)

5(45.5%)

4(36.4%)

11(100.0%)

0 2 4 6 8 10 12

沒有

感到不公平，對政府產生不滿

一旦失業，容易跌入綜援網

無法改善住屋環境

租金壓力大

43. 受訪者領取津貼的時長(被停止領取津貼人士) 

領取時間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年以下 1 9.1% 

1 年-2 年以下 5 45.5% 

2 年-3 年以下 1 9.1% 

3 年-4 年以下 3 9.1% 

沒有提供 1 27.3% 

總數 11 100.0% 

領取時長中位數: 2 年 

43. 你被停止派發現金津貼的原因（可多選）(N=11) 

 

 

 

 

 

 

 

 

 

 

 

 

 

 

 

44. 對你而言，（暫時）沒有現金津貼對你造成的影響（可多選） 

(被停止領取津貼人士) (N=11) 

  



32(19.3%)

5(3.0%)

13(7.8%)

2(1.2%)

2(1.2%)

3(1.8%)

4(2.4%)

3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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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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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領取，但不知如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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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一半家庭成員住港滿七年

獲發但拒絕接受公屋編配

獲發並接受首次公屋編配

轉隊(例如非長者單身轉至家庭隊伍)，調整後的相應登記日期

未滿三年

長者一人申請但未滿60歲

非長者單身

輪候公屋未滿3年

沒有申請公屋

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

2(1.1%)

66(37.9%)

7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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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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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感到不公平，對政府產生不滿

一旦失業，容易跌入綜援網

無法改善住屋環境

租金壓力大

45. 你沒有領取現金津貼的原因(可多選) (沒有領取現金津貼人士)(N=166) 

 

 

 

 

 

 

 

 

 

 

 

 

 

 

 

 

 

 

46. 對你而言，（暫時）沒有現金津貼對你造成的影響（可多選） 

(沒有領取/正申請但未領取現金津貼人士)(N=174) 

 

 

 

 

 

 

 

 



83(25.2%)

24(7.3%)

27(8.2%)

1(0.3%)

121(36.7)

149(45.2%)

10(0.3%)

12(3.6%)

56(17.0%)

129(39.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沒有申領政府津貼

綜援

傷殘津貼

護老者津貼

書簿津貼

2, 500元教育局學生資助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

在職家庭津貼

15(4.5%)

111(33.6%)

82(24.8%)

35(10.6%)

85(25.8%)

113(34.2%)

86(26.1%)

110(33.3%)

127(38.5%)

159(48.2%)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沒有

不知道可以申請什麼津貼

文件要求太高

擔心被標籤

未來預計津貼會不斷減少

申請繁複

津貼金額太少

津貼有時限性

合資格申請的津貼太少

申請津貼門檻愈來愈高

47. 除現金津貼外，你過去一年曾經受惠的政府津貼（可多選） 

 

 

 

 

 

 

 

 

 

 

 

 

 

 

 

 

48. 你認為申請津貼的困難是什麼? 

 

 

 

  



215(65.2%)

115)34.8%)

161(48.8%)

133(40.3%)

115(34.8%)

229(69.4%)

0 50 100 150 200 250

增建公屋，重回三年上樓承諾

重推N無津貼並恆常化，惠及未能受惠現金津貼但有房屋需要

的群組

擴闊現金津貼的受惠資格至遷入公屋或簡約公屋為止，而非第

一次編配後便停止津助

擴闊現金津貼的受惠對象至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非長者單身

現金津貼每年一檢

現金津貼恆常化

122(37.0%)

59(17.9%)

128(38.8%)

152(46.1%)

143(43.3%)

201(60.9%)

223(67.6%)

0 50 100 150 200 250

傳統公屋的輪候時間

政府整體財政狀況

租金較便宜的過渡性房屋/社會房屋及簡約公屋的供應是可充

足，並足夠讓基層申請

現金津貼的實際成效，例如對基層壓力的影響

整體物價水平對基層的影響

未來經濟環境對基層的影響，例如會否搵工困難、收入會否下

降

不同群組的基層可以受惠的經濟支援評估

七. 政策相關 

49. 你認為政府可如何改善政策？（可多選） 

 

 

 

 

 

 

 

 

 

 

 

 

 

 

50. 你認為政府可以考慮什麼因素以決定是否繼續發放津貼？（可多選) 

  



120(36.4%)

149(45.2%)

101(30.6%)

(19.1%)

106(32.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收緊受惠資格，改為向輪候傳統公屋滿五年或以上的家庭發

放津貼

收緊受惠資格，集中資助最有需要的住戶

收緊受惠資格前，設置過渡及適應期

受惠資格不變，縮短資助年期

受惠資格不變，減少資助金額

51. 如因為財政考慮，政府須收緊計劃，你可以接受以下什麼安排? (可多選) 

 

 

 

 

 

 

 

 

 

 

 

 

 

 

 

 

52. 一旦現金津貼計劃完結，你認為政府是否需要篩選個別困難住戶，並繼續派

發津貼? 

 
  

95.80%

4.20%

需要 不需要



85(26.9%)

159(50.3%)

40(12.7%)

106(33.5%)

157(49.7%)

232(73.4%)

223(70.6%)

0 50 100 150 200 250

家庭資產愈少者

家庭狀況，例如家有兒童、長期病患

住戶年齡

租金佔入息百分比較高，經濟壓力較大者

輪候公屋時間，愈長愈優先

家庭收入較低者

住屋環境較惡劣，例如劏房、板房及床位等

66(20.9%)

59(18.7%)

55(17.4%)

59(18.7%)

108(34.2%)

102(32.3%)

104(32.9%)

187(59.2%)

195(61.7%)

0 50 100 150 200 250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在租住過渡性房屋的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2年，正租住劏房的雙老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2年，正租住劏房的獨居長者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的非長者單身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正在領取全額

在職家庭津貼的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租金佔入息超

過3成的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同住中有65歲

以上長者的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而育有在學兒童

的家庭

向輪候傳統公屋3年，正租住劏房的所有租戶

53. 你認為政府應以什麼準則篩選派發現金津貼的組群？(最少選一項，最多選 

三項) 

 

 

 

 

 

 

 

 

 

 

 

 

54. 你認為政府應向以下哪些類困難的住戶繼續派發全額津貼？ （可選多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