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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主要数据 

 

 

受访者基本数据 

1. 本研究项目的数据收集及研究方法，主要分为问卷调查、聚焦小组及深入

访谈三大部分。聚焦小组共邀请 42 名 55 至 74 岁、处于不同就业状态（全职工

作、半退休、完全退休），并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长者」进行小组讨论；

深入访谈则访问了社会学及老年学学者、从事长者教育及培训工作人士、安老院

舍代表、强积金管理局、人力资源主管、社福机构代表、保险从业员等相关人士。 

2. 问卷调查方面，香港集思会委托了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至

3 月透过随机电话访问（在 95%的信心水平下，抽样误差为± 3.1%），成功访问了

1,002 名 55 岁至 74 岁的人士。以下是有关电话问卷调查的主要结果，并未包括

透过聚焦小组及深入访谈得出的观察。有关详尽的整体研究结果、分析、论述及

政策建议，请参阅题为《年轻长者的就业、经济及生活状况调查》的主报告。 

 

表 1：电话访问调查结果 

样本类别 数目 

抽取电话样本 8 600 

无效样本（不适用的电话号码） 6 558 

有效样本（适用的电话号码） 2 042 

- 有目标对象的样本（1） 1 580 

成功访问样本（2） 1 002 

拒答（家庭住户） 62 

拒答（「年轻长者」） 379 

未能接触的「年轻长者」* 137 

- 没有目标对象的样本 462 

成功访问率 [ =（2）/（1）] 63.4% 

*包括 2 名有言语障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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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访「年轻长者」的基本数据 

[N]  人数 % 

性别 

[1 002] 

男性 374 37.3% 

女性 628 62.7% 

年龄 

[1 002] 

55-59 岁 289 28.8% 

60-64 岁 257 25.6% 

65-69 岁 232 23.2% 

70-74 岁 224 22.4% 

教育程度 

[965] 

专上程度（学位课程） 48 5.0% 

专上程度（非学位课程） 68 7.0% 

中学程度 412 42.7% 

小学程度或以下 437 45.3% 

婚姻状况 

[968] 

从未结婚 30 3.1% 

已婚／同居 807 83.4% 

离婚／分居 29 3.0% 

丧偶 102 10.5% 

居住状况 

[971] 

独居 85 8.8% 

只与配偶同住 241 24.8% 

只与子女／孙儿同住 156 16.1% 

与配偶及子女／孙儿同住 470 48.4% 

与其他亲戚／朋友同住 16 1.6% 

其他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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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受访「年轻长者」的就业处境 

[N]  人数 % 

工作情况 

[992] 

未退休 239 24.1% 

半退休 62 6.3% 

已退休 660 66.5% 

从未工作 31 3.1% 

工作年资 

[988] 

10 年以下 43 4.4% 

10 - 14 年 34 3.4% 

15 - 19 年  52 5.3% 

20 - 24 年  83 8.4% 

25 - 29 年  97 9.8% 

30 - 34 年  205 20.7% 

35 - 39 年  146 14.8% 

40 年以上  297 30.1% 

从未工作 31 3.1% 

现时／最后 

从事行业 

[865] 

制造业 171 19.8% 

建造业 75 8.7% 

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 75 8.7% 

零售业 101 11.7% 

住宿及膳食服务业 117 13.5% 

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信息

及通讯业 

60 6.9% 

金融、保险、地产、专业及商用服务

业 

49 5.7% 

公共行政、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217 25.1% 

现时／最后 

职级 

[833]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 54 6.5% 

专业人员 75 9.0% 

辅助专业人员 43 5.2% 

文书支持人员 90 10.8% 

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 219 26.3% 

工艺及有关人员 36 4.3%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 72 8.6% 

非技术人员 183 22.0%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未能分类的职业 6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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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意向 

 

问题： 

（已退休人士）请问你退休时系几多岁？ 

（半退休人士）请问你之前嘅主要工作（退休前那份工作）做到几多岁？ 

（未退休人士）请问你打算几多岁退休？ 

 

表 4：个人退休／计划退休年龄（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年龄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54 岁或之前 28.5% 36.4% 不适用 

55 - 59 岁 22.3% 27.3% 2.8% 

60 - 64 岁 33.7% 24.2% 31.1% 

65 - 69 岁 13.7% 12.1% 56.6% 

70 - 74 岁 1.9% 0.0% 9.4% 

[N] 534 33 106 

整体平均年龄 58.3 56.9 65.6 

男性 61.4 58.8 66.4 

女性 56.4 56.0 65.2 

 

 

问题：你认为一般人最好喺咩年纪完全退休？ 

 

表 5：一般人的理想退休年龄（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理想退休年龄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 60 岁 4.1% 1.6% 1.0% 0.0% 3.0% 

60 – 64 岁 27.7% 11.3% 13.8% 22.6% 23.2% 

65 – 69 岁 26.8% 32.3% 33.5% 29.0% 28.8% 

≥70 岁 2.4% 4.8% 5.0%  3.2% 3.2% 

视乎情况 38.9% 50.0% 46.9% 45.2% 41.7% 

[N] 660 62 239 31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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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时一般退休年龄为 55-60 岁，你赞唔赞成延迟至 65 岁或更后？ 

 

表 6：对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更后的看法（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赞成 69.7% 63.8% 67.0% 

不赞成 10.2% 13.2% 11.5% 

好难讲／视乎情况 20.1% 23.0% 21.5% 

[N] 532 447 979 

 

表 7：对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更后的看法（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赞成 60.9% 67.7% 83.1% 66.7% 66.9% 

不赞成 13.9% 9.7% 5.9% 10.0% 11.5% 

好难讲／ 

视乎情况 
25.2% 22.6% 11.0% 23.3% 21.5% 

[N] 642 62 236 30 970 

 

表 8：对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更后的看法（按受访者现正／最后从事的职业

划分） 

职业 赞成 不赞成 合计（人数） 

经理及行政人员 95.6% 4.4% 45 

专业人员 85.7% 14.3% 56 

辅助专业人员 76.3% 23.7% 38 

文书支持人员 80.0% 20.0% 75 

服务工作及商店销

售人员 
85.3% 14.7% 170 

工艺及有关人员 80.0% 20.0% 25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

及装配员 
87.0% 13.0% 54 

非技术人员 81.6% 18.4% 136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

未能分类的职业 
82.6% 17.4% 46 

[N] 541 104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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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未能说出最理想退休年龄受访者对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更后的看法 

 未能说出最理想退休年龄受访者 

赞成 59.0% 

不赞成 5.3% 

好难讲／视乎情况 35.7% 

[N] 398 

 

 

问题：点解你赞成将退休年龄延迟至 65 岁或更后？  

 

表 10：赞成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更后的原因 

主要原因 赞成延迟退休年龄的受访者 

65 岁的长者仍然有良好工作能力 65.7% 

工作可以令长者继续有收入 37.8% 

减少家庭或子女经济负担 28.5% 

工作有助长者消磨时间、增加寄托 27.3% 

工作令长者保持身心健康 21.6% 

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 18.9% 

工作有助长者维持社交圈子 8.1% 

可以将经验技能传承下一代 6.1% 

其他 4.3% 

[N] 656 

注：可选择多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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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点解你唔赞成将退休年龄延迟至 65 岁或更后？  

 

表 11：不赞成延迟退休年龄至 65 岁或以后的原因 

主要原因 不赞成延迟退休年龄的受访者 

做了太久，是时候休息 47.8% 

精力衰退，不宜再做 46.0% 

雇主不愿意请上年纪的员工 13.3% 

会窒碍年轻一辈上位 9.7% 

能力不足又不退下会影响机构发展 8.0% 

长者容易被同事歧视，做得不开心 4.4% 

其他 6.2% 

[N] 113 

注：可选择多种原因 

 

 

问题：你当时点解会退休？（只问已退休人士） 

 

表 12：已退休受访者选择退休的主要原因（按受访者性别划分） 

 男性 女性 合计 

要专心照顾家人（如配偶、

父母、子女、孙儿） 
6.1% 40.3% 28.5% 

正常程序／已届公司制定

退休年龄 
36.4% 12.5% 20.8% 

健康情况转差 19.7% 16.7% 17.7% 

家人希望我退休 7.0% 11.6% 10.0% 

雇主要求我退休 15.4% 6.3% 9.4% 

不想继续工作 11.4% 5.3% 7.4% 

工作能力减弱 10.5% 4.9% 6.8% 

雇主／自己公司生意不好 3.5% 8.6% 6.8% 

工作太辛苦 7.5% 3.7% 5.0% 

其他 7.9% 10.0% 9.2% 

[N] 228 432 660 

注：可选择多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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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点解选择继续工作？（只问半退休人士） 

 

表 13：半退休受访者选择继续工作的主要原因（按受访者性别划分） 

  男性 女性 合计 

有实际经济需要 50.0% 52.6% 51.6% 

可不继续赚取收入╱零用钱 37.5% 44.7% 41.9% 

健康状况依然良好 33.3% 21.1% 25.8% 

生活有所寄托，可以消磨时间 12.5% 31.6% 24.2% 

工作能力依然良好 25.0% 21.1% 22.6% 

希望继续贡献社会 4.2% 10.5% 8.1% 

防止身心及身体机能退化 4.2% 10.5% 8.1% 

工作是兴趣 12.5% 0.0% 4.8% 

下一代对工作未上手，需提供协

助／扶持 
4.2% 5.3% 4.8% 

其他 0.0% 5.3% 3.2% 

[N] 24 38 62 

注：可选择多种原因 

 

 

问题：你退休之后有咩计划？（只问未退休人士） 

 

表 14：未退休受访者对退休后的计划 

 未退休人士 

转为半退休 5.4% 

完全退休 20.1% 

不肯定／没想过 74.5% 

[N]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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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 

问题：你有冇参与任何退休保障计划？（例如 MPF、公务员退休金、职业退休

计划等） 

 

表 15：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按受访者性别划分） 

 男性 女性 合计 

有 60.8% 35.8% 45.1% 

没有 37.4% 62.1% 52.9% 

不知道／不肯定 1.9% 2.1% 2.0% 

[N] 372 626 998 

 

表 16：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有 52.9% 35.7% 45.1% 

没有 45.8% 61.5% 52.9% 

不知道／不肯定 1.3% 2.9% 2.0% 

[N] 544 454 998 

 

表 17：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有 33.5% 48.4% 83.2% 0.0% 45.3% 

没有 63.8% 50.0% 16.8% 100.0% 52.7% 

不知道／不肯定 2.7% 1.6% 0.0% 0.0% 1.9% 

[N] 657 62 238 31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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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按受访者职业划分） 

职业 有 没有 不肯定 合计（人数） 

经理及行政人员 63.0% 37.0% 0.0% 54 

专业人员 64.9% 35.1% 0.0% 74 

辅助专业人员 65.1% 34.9% 0.0% 43 

文书支持人员 64.4% 35.6% 0.0% 90 

服务工作及商店销

售人员 
42.2% 55.0% 2.8% 218 

工艺及有关人员 41.7% 52.8% 5.6% 36 

机台及机器操作员

及装配员 
38.9% 54.2% 6.9% 72 

非技术人员 27.6% 71.3% 1.1% 181 

渔农业熟练工人及

未能分类的职业 
26.2% 72.1% 1.6% 61 

[N] 369 444 16 829 

 

 

问题：你觉得参与呢啲退休保障计划系咪有用？ 

 

表 19：退休保障计划的有用程度（按受访者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划分） 

 
有否参与任何退休保障计划 

有 没有 合计 

非常有用 6.4% 4.7% 5.6% 

有用 28.4% 46.4% 36.5% 

一般／普通 20.7% 14.7% 18.0% 

不是太有用 37.0% 23.6% 31.0% 

完全没有用 7.5% 10.6% 8.9% 

[N] 440 36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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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认为以自己目前嘅积蓄、资产、投资收益及退休保障，系咪足以应付

退休后嘅生活？ 

 

表 20：能否应付退休后生活的预测（按受访者有否参与退休保障计划划分） 

 
有否参与任何退休保障计划 

有 没有 合计 

非常足够 4.1% 1.2% 2.5% 

应该足够 22.5% 21.6% 22.0% 

可能足够 22.2% 24.2% 23.3% 

不是太足够 35.2% 33.7% 34.4% 

完全不足够 16.0% 19.3% 17.8% 

[N] 418 487 905 

 

表 21：能否应付退休后生活的预测（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非常足够 2.0% 1.7% 4.4% 0.0% 2.5% 

应该足够 21.7% 11.7% 24.4% 27.6% 21.9% 

可能足够 21.2% 30.0% 24.0% 41.4% 23.1% 

不是太足够 37.1% 36.7% 31.1% 17.2% 35.0% 

完全不足够 18.0% 20.0% 16.0% 13.8% 17.5% 

[N] 604 60 225 29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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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退休后主要会依靠咩野来维持生活？ 

 

表 22：预计退休后维持生活的方法（按受访者性别划分） 

 男性 女性 合计 

积蓄、资产及投资收入 70.1% 59.8% 63.6% 

子女／孙儿供养 51.0% 70.4% 63.3% 

退休金／退休保障计划 40.7% 20.8% 28.2% 

政府／慈善机构的支持 11.1% 9.9% 10.3% 

父母／亲戚的支持 0.3% 4.7% 3.1% 

其他 0.3% 1.1% 0.8% 

[N] 361 619 980 

注：可选择多项 

 

 

问题：你有冇定期接受以下人士或机构嘅经济援助或补贴？ 

 

表 23：有否定期接受其他人经济援助（按受访者性别划分） 

 男性 女性 合计 

没有 52.4% 35.5% 41.8% 

有，来自： 47.6% 64.5% 58.2% 

子女 36.2% 47.8% 43.5% 

配偶／伴侣 0.3% 15.0% 9.5% 

父母、配偶的父母 1.1% 2.9% 2.2% 

其他亲友 1.1% 0.3% 0.6% 

政府 16.5% 13.3% 14.5% 

[N] 370 626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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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有否定期接受其他人经济援助（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没有 51.1% 30.5% 41.8% 

有，来自： 48.9% 69.5% 58.2% 

子女 37.7% 50.4% 43.5% 

配偶／伴侣 13.8% 4.4% 9.5% 

父母、配偶的父母 1.7% 2.9% 2.2% 

其他亲友 0.6% 0.7% 0.6% 

政府 4.8% 26.1% 14.5% 

[N] 544 452 996 

 

表 25：有否定期接受其他人经济援助（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没有 32.2% 49.2% 68.2% 32.3% 41.6% 

有，来自： 67.8% 50.8% 31.8% 67.7% 58.4% 

子女 51.0% 34.4% 24.7% 48.4% 43.1% 

配偶／伴侣 9.9% 4.9% 7.9% 9.7% 9.0% 

父母、配偶

的父母 
2.6% 0.0% 0.8% 6.5% 2.1% 

其他亲友 0.9% 0.0% 0.0% 0.0% 0.6% 

政府 19.5% 14.8% 0.4% 19.4% 14.5% 

[N] 655 61 239 31 996 

 

 

问题：你有冇定期向任何人士提供经济上嘅援助或补贴？ 

 

表 26：有否定期向其他人提供经济援助（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没有 69.9% 82.8% 75.8% 

有，对象： 30.1% 17.2% 24.2% 

子女 13.7% 9.4% 11.7% 

配偶／伴侣 3.0% 1.8% 2.4% 

父母、配偶的父母 14.9% 5.4% 10.6% 

其他亲友 1.3% 1.6% 1.4% 

[N] 542 448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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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有否定期向其他人提供经济援助（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没有 82.7% 59.7% 59.7% 83.9% 75.7% 

有，对象： 17.3% 40.3% 40.3% 16.1% 24.3% 

子女 9.6% 17.7% 16.8% 9.7% 11.8% 

配偶／伴

侣 
1.1% 4.8% 5.9% 0.0% 2.4% 

父母、配

偶的父母 
5.7% 19.4% 21.8% 6.5% 10.5% 

其他亲友 1.5% 3.2% 0.8% 0.0% 1.4% 

[N] 649 62 238 31 980 

 

 

问题：你觉得自己属于边个社会阶层？ 

 

表 28：自觉所属的社会阶层（按受访者教育程度划分） 

 
教育程度 

小学或以下 中学 大专 大学（学位） 合计 

基层 57.2% 49.1% 22.4% 14.6% 49.0% 

中下阶层 40.8% 42.7% 55.2% 22.9% 41.7% 

中上阶层 2.0% 7.9% 22.4% 52.1% 8.6% 

上层 0.0% 0.3% 0.0% 10.4% 0.7% 

[N] 407 393 67 48 915 

 

 

问题：你有冇资助你的子女买楼？ 

 

表 29：有否资助子女买楼（按受访者自觉所属的社会阶层划分） 

 有 没有 

基层 4.6% 95.4% 

中下阶层 13.7% 86.3% 

中上阶层 22.5% 77.5% 

上层 40.0% 60.0% 

合计 10.1% 89.9% 

[N] 90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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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满唔满意自己目前嘅生活水平？ 

 

表 30：对目前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按受访者自觉所属的社会阶层划分） 

 
自觉所属社会阶层 

基层 中下阶层 中上阶层 上层 合计 

非常满意 1.5% 0.8% 3.7% 33.3% 1.6% 

满意 35.6% 56.6% 80.5% 50.0% 48.5% 

一般 46.5% 33.3% 15.9% 16.7% 38.0% 

不满意 15.3% 9.3% 0.0% 0.0% 11.3% 

非常不满意 1.1% 0.0% 0.0% 0.0% 0.5% 

[N] 452 396 82 6 936 

 

表 31：对目前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非常满意 1.7% 0.0% 2.5% 0.0% 1.7% 

满意 46.8% 45.9% 54.9% 61.3% 49.1% 

一般 38.8% 36.1% 37.1% 25.8% 37.8% 

不满意 12.2% 16.4% 5.5% 12.9% 10.8% 

非常不满意 0.6% 1.6% 0.0% 0.0% 0.5% 

[N] 650 61 237 31 979 

 

 

问题：依你目前嘅经济状况推断，你会点比较退休前后嘅生活水平？ 

 

表 32：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比较（按受访者教育程度划分） 

 

教育程度 

小学或

以下 
中学 大专 

大学 

（学位） 
合计 

退休后水平有所提高 [38] 4.0% 4.1% 1.5% 17.4% 4.6% 

退休后维持相同水平 [322] 33.1% 40.4% 47.0% 56.5% 38.7% 

退休后水平略为降低 [347] 44.0% 41.7% 43.9% 21.7% 41.8% 

退休后水平大幅降低 [124] 18.9% 13.8% 7.6% 4.4% 14.9% 

[N] 350 369 66 46 831 

注：「未退休」者的答案，是指他们预计在退休后会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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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退休前后生活水平的比较（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合计 

退休后水平有所提高 [40] 5.3% 5.7% 2.6% 4.7% 

退休后维持相同水平 [332] 38.1% 45.3% 39.0% 38.7% 

退休后水平略为降低 [357] 39.6% 30.2% 51.3% 41.7% 

退休后水平大幅降低 [128] 17.1% 18.9% 7.2% 14.9% 

[N] 609 53 195 857 

注：「未退休」者的答案，是指他们预计在退休后会出现的情况 

 

 

日常生活 

 

问题：你目前嘅生活快唔快乐？ 

 

表 34：目前生活的快乐程度（按受访者自觉所属的社会阶层划分） 

 基层 中下阶层 中上阶层 上层 合计 

非常快乐 2.9% 2.3% 14.6% 50.0% 4.0% 

快乐 43.8% 69.2% 74.4% 50.0% 57.3% 

一般／普通 41.6% 22.5% 8.5% 0.0% 30.3% 

不快乐 10.9% 6.1% 2.4% 0.0% 8.0% 

非常不快乐 0.9% 0.0% 0.0% 0.0% 0.4% 

[N] 450 396 82 6 934 

 

表 35：目前生活的快乐程度（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非常快乐 3.7% 1.6% 5.9% 6.9% 4.2% 

快乐 55.0% 53.2% 64.4% 62.1% 57.4% 

一般／普通 31.7% 33.9% 25.5% 24.1% 30.1% 

不快乐 8.9% 11.3% 4.2% 6.9% 7.9% 

非常不快乐 0.6% 0.0% 0.0% 0.0% 0.4% 

[N] 649 62 239 29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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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目前生活的快乐程度（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非常快乐 4.8% 3.3% 4.1% 

快乐 61.0% 53.8% 57.7% 

一般／普通 26.6% 33.9% 29.9% 

不快乐 7.0% 8.7% 7.8% 

非常不快乐 0.6% 0.2% 0.4% 

[N] 541 448 989 

 

 

问题：你平日最主要嘅娱乐／活动系咩？ 

 

表 37：平日主要娱乐及活动 

娱乐／活动  娱乐／活动  

看电视 53.2% 照顾其他家庭成员 10.2% 

与亲友聚会（如饮茶、

打麻雀） 
44.2% 看书／学习／进修 10.0% 

做家务 36.5% 上网／玩计算机 9.1% 

做运动／保健 35.6% 做义工 6.7% 

逛街 25.7% 宗教活动 3.5% 

烹饪 24.1% 理财 3.2% 

旅行 15.3% 
其他 1.0% 

照顾孙儿 11.2% 

[N] 994 

注：可选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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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觉得自己同其他人嘅关系如何？ 

 

表 38： 与家庭成员及其他人的关系 

 非常差／差 普通／一般 好／非常好 [N] 

配偶／伴侣 3.5% 18.9% 77.6% 805 

子女 1.0% 14.7% 84.3% 937 

孙儿 1.4% 11.2% 87.4% 491 

父母 0.3% 15.4% 84.3% 383 

兄弟姐妹 2.3% 24.3% 73.4% 901 

同事／旧同事 2.2% 31.8% 66.0% 789 

同学／旧同学 3.3% 32.9% 63.8% 644 

其他朋友 0.8% 26.6% 72.7% 900 

 

问题：你嘅日常生活有冇面对以下各方面嘅困难？ 

 

表 39：日常生活面对的困难（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64 岁 65-74 岁 合计 

没有困难 61.9% 49.3% 56.2% 

健康 21.4% 35.5% 27.8% 

经济 18.3% 21.5% 19.8% 

工作 7.0% 1.5% 4.5% 

子女及其他家庭

成员关系 
4.6% 4.4% 4.5% 

社交 2.7% 1.8% 2.3% 

婚姻关系 1.1% 0.7% 0.9% 

其他 0.7% 1.3% 1.0% 

[N] 546 456 1,002 

注：可选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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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日常生活面对的困难（按受访者就业情况划分） 

 已退休 半退休 未退休 从未工作 合计 

没有困难 54.1% 45.2% 64.4% 61.3% 56.3% 

健康 30.2% 29.0% 21.8% 29.0% 28.0% 

经济 19.8% 27.4% 18.0% 12.9% 19.7% 

工作 1.2% 14.5% 11.3% 0.0% 4.4% 

子女及其他家

庭成员关系 
4.8% 8.1% 2.9% 3.2% 4.5% 

社交 2.7% 4.8% 0.8% 0.0% 2.3% 

婚姻关系 0.9% 1.6% 0.8% 0.0% 0.9% 

其他 1.2% 0.0% 0.0% 3.2% 0.9% 

[N] 660 62 239 31 992 

注：可选择多项 

 

 

问题：你现时最关心／忧虑嘅事系咩？请试举 3 项。 

 

表 41：首 10 位最关心／忧虑的事项（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59 

（%） 

60 – 64 

（%） 

65 – 69 

（%） 

70 – 74 

（%） 

合计 

（%） 

个人健康 51.6 56.8 52.6 62.9 55.7 

子女工作前途 32.9 24.1 13.4 19.2 23.1 

生活水平太高

／物价高涨 
21.5 22.2 22.0 26.3 22.9 

家人（如配偶、

父母）健康 
18.3 27.6 24.1 21.4 22.8 

个人经济 22.8 19.1 16.8 25.0 21.0 

家庭经济 31.1 19.8 16.4 11.6 20.5 

房价／租金太

贵 
16.3 9.7 13.4 11.6 12.9 

社会矛盾 10.4 10.5 12.9 11.2 11.2 

贫富悬殊 10.4 7.0 7.3 7.1 8.1 

子女置业 11.4 8.2 6.0 4.9 7.9 

[N]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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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 

 

问题：你觉得香港喺以下方面嘅政策／设施，系咪能够符合长者嘅需要？1 分代

表非常唔符合，10 分代表非常符合。 

 

表 42：对香港各方面政策／设施的评分 

各方面政策／设施 平均值 [N] 

交通运输（如交通系统、车费津贴） 7.41 967 

长者使用的小区文娱康乐设施、休憩场所（如公园

／郊野公园） 
6.38 890 

方便长者的公共地方设计（如道路安全、合适的电

梯／楼梯、轮椅通道、洗手间设计） 
6.25 908 

小区商业设施（如商店、诊所、银行） 6.22 888 

医疗服务（如公立医院、医疗津贴） 6.01 955 

社会保障（如综援、长者津贴） 6.01 903 

教育／进修（如专为长者提供的课程、兴趣班） 5.90 717 

房屋（如长者屋、长者优先编配公屋单位） 5.75 803 

外展服务（如上门探访、家务助理服务） 5.60 692 

长者小区支持（如日间暂托服务、日间活动中心、

日间护理院） 
5.50 726 

安老院社 （如长者宿舍、安老院、护理院、护养

院） 
4.99 760 

注：平均值（mean）由等级 1 至 10 计算出来（撇除「不知道」及拒绝作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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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觉得一般香港人系咪尊敬／关顾长者？ 

 

表 43：一般香港人是否尊敬／关怀长者（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64 岁 65-74 岁 合计 

非常尊敬／关顾 1.1% 0.7% 0.9% 

尊敬／关顾 45.3% 44.6% 45.0% 

一般／普通 45.9% 43.7% 44.9% 

不尊敬／关顾 7.3% 10.2% 8.6% 

非常不尊敬／关

顾 
0.4% 0.9% 

0.6% 

[N] 532 442 974 

 

 

问题：你觉得一般香港嘅长者同其他世代嘅人（例如年轻人）沟通如何？ 

 

表 44：一般香港长者跟其他世代的人的沟通（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64 岁 65-74 岁 合计 

非常好 0.8% 1.2% 1.0% 

好 24.7% 29.0% 26.6% 

一般／普通 62.9% 55.7% 59.6% 

差 10.4% 12.7% 11.4% 

非常差 1.2% 1.5% 1.3% 

[N] 490 411 901 

 

 

问题：你认为香港系咪一个理想嘅退休地方？ 

 

表 45：香港是否一个理想退休地方（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64 岁 65-74 岁 合计 

是 66.7% 73.0% 69.6% 

不是 18.9% 15.6% 17.4% 

不知道／拒绝回答 14.5% 11.4% 13.1% 

[N] 546 456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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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点解香港系你心目中理想嘅退休地方？ 

 

表 46：认为香港是理想退休地方的原因 

原因  

亲友都在香港 56.0% 

习惯本地居住环境／文化 49.2% 

医疗服务较好 36.6% 

视香港为家 28.4% 

交通方便 25.0% 

小区设施较完善 13.3% 

香港生活多姿多采，很多东西玩 6.7% 

到邻近国家／地区旅游较方便 1.9% 

容易请外籍佣工／家务助理 1.1% 

其他 7.0% 

[N] 697 

注：可选择多项 

 

问题：点解香港唔系你心目中理想嘅退休地方？ 

 

表 47：认为香港不是理想退休地方的原因 

原因  

生活／消费水平愈来愈贵 58.6% 

人太多，地方挤逼 38.5% 

居住环境狭窄 23.6% 

社会纷争日多，令人烦躁 23.0% 

环境污染严重 17.8% 

其他 18.4% 

[N] 174 

注：可选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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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退休后会唔会考虑长期到中国内地生活？ 

 

表 48：退休后会否考虑到中国内地生活（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64 岁 65-74 岁 合计 

会 5.5% 4.2% 4.9% 

不会 82.4% 89.5% 85.6% 

不知道／拒绝回答 12.1% 6.4% 9.5% 

[N] 546 456 1,002 

 

 

问题：你点解唔考虑长期到中国内地生活？ 

 

表 49： 不会考虑到中国内地生活的原因 

原因  

不习惯内地生活环境／文化 41.5% 

在内地无人照顾 35.9% 

内地医疗服务欠佳 31.2% 

内地亲人／朋友不多，社交圈子窄 29.4% 

内地治安欠佳 21.4% 

内地食物不安全 17.9% 

内地环境污染严重 12.2% 

内地不及香港民主自由 9.7% 

其他 9.9% 

[N] 858 

注：可选择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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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你对香港嘅前景有冇信心？ 

 

表 50：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非常没信心／没信心 21.1% 25.4% 23.0% 

一般／普通 49.7% 36.2% 43.7%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 29.1% 38.4% 33.2% 

[N] 525 417 942 

 

问题：你对中国嘅前景有冇信心？ 

 

表 51：对中国前景的信心（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非常没信心／没信心 20.4% 19.3% 20.0% 

一般／普通 50.4% 36.3% 44.3%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 29.2% 44.3% 35.7% 

[N] 514 388 902 

 

问题：你对香港年青一代嘅前景有冇信心？ 

 

表 52：对香港年青一代前景的信心（按受访者年龄组别划分） 

 55 – 64 岁 65 – 74 岁 合计 

非常没信心／没信心 23.1% 31.0% 26.5% 

一般／普通 55.0% 43.1% 49.9% 

有信心／非常有信心 21.9% 25.9% 23.6% 

[N] 520 390 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