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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標及範圍

居於劏房的單親兒童照顧者特徵

照顧者生活狀況 照顧者的社交狀況

研究目標：透過居於劏房的單親兒童照顧者特徵，探討照顧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及尋找社會應對
這些需要的方法。

照顧狀況

經濟狀況

身心狀況

社福資訊

接觸服務

家庭組合如何？多少
兒童需要照顧？

照顧者的收入、資產，
及就業參與如何？

照顧者的身心狀態如何？

照顧者有否聽過社會保障及
社會服務？

照顧者有否接觸及使用
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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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與社會服務的聯繫

社交狀況

影響因素

照顧者的社交頻率及社
交支援程度如何？

有什麼因素影響照顧者
的社交生活？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法

○ 由57間為劏房家庭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單位，接觸到居於劏房¹的住戶。

○ 住戶在過去一個月的入息均低於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75%。

● 問卷收集日期及樣本數目

○ 問卷收集期為2021年6月1日至12月21日。

○ 本研究合共收到來自全港57間服務單位共1389份有效問卷，當中抽取 208個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

者個案（下稱「單親照顧者」）進行分析。

● 定義

○ 單親照顧者：家中只有１位成人或長者，及不少於１位兒童；

○ 兒童： 12歲以下同住家庭成員；

○ 成人： 25至64歲同住家庭成員；

○ 長者： 65歲或以上同住家庭成員。

● 研究限制

○ 是次研究對象為社會服務機構所接觸到低收入劏房住戶，研究未能反映中心未能接觸、或收入高於全港

住戶入息中位數75%的住戶情況。

¹ 劏房包括：分間單位、板間房、床位、閣仔、天台建築物、臨屋及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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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歲

19.4%

4-6歲

27.6%
7-9歲

26.9%

10-11歲

26.1%

背景資料：受訪家庭
• 觀察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家庭人數中位數為2人。208個受訪家庭中有268名兒童，當中分別有47.0%

及53.0%兒童為6歲或以下及7歲至1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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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年齡 (N=268)

2人

51.2%
3人

36.2%

4人

10.1%

5人或以

上

2.4%

家庭人數 (N=207)



背景資料：受訪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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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或以

下

13.0%

初中

49.8%

高中

31.9%

大專或以

上

5.3%

照顧者教育程度 (N=207)

7年以下

36.3%

7年以上

50.5%

在港出生

13.2%

照顧者居港年期 (N=204)照顧者年齡 (N=208)

25至34歲

30.8%

35至44歲

50.5%

45至54歲

17.3%

55歲或以

上

1.4%

• 觀察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年齡中位數為37歲，大部分為初中程度，及居港超過7年人士。



研究結果

1
劏房單親照顧者生活狀況

劏房單親照顧者的照顧責任沉重，亦面對經濟困難，部分照顧者同時需要兼顧工作，不少在身心健康上

出現問題。



單親照顧者的家庭組合 (N=208)

1名兒童及1名照顧者

75.9%

2名兒童及1名照顧者

20.2%

3名兒童及1名照顧者

2.9%

4名或以上兒童及1名

照顧者

1.0%

• 觀察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家庭組合，估計有75.9%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長者照顧1名兒童，另外有
24.1%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長者照顧2名或以上兒童。這些家中較年長成員或需單獨背負照顧兒童的
責任。

單親照顧者的照顧責任沉重

當中有2.9%家中
有兒童屬殘疾

(N=208)

7* 當中部分家庭有12至24歲青年。



單親照顧者的經濟壓力

總收入中位數 總資產中位數

受訪單親家庭 10500元 (N=204) 2500元 (N=181)

• 有51.2%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家庭總資產及每月收入中位數分別只有2500元及
10500元。

貧窮線

下

51.2%

高於貧

窮線

48.8%

受訪家庭貧窮情況 (N=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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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54.4%

9.8%

0%

20%

40%

60%

80%

100%

單親家庭

10000元

或以下

10001-
20000元

20000元

以上

受訪單親家庭的
總收入 (N=204)

55.8%

27.1%

17.1%

0%

20%

40%

60%

80%

100%

單親家庭

5000元

或以下

5001-
20000元

20000元

以上

受訪單親家庭的
總資產 (N=181)



單親照顧者的經濟壓力

有沒有經濟壓力 (N=208)

有

88.5%

沒有

11.5%

有

35.1%

沒有

64.9%

最近一年試過借款 (N=208)

•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有88.5%表示感到有經濟壓力，更有35.1%最近一年需要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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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照顧者的工作狀況 (N=208)

• 有24.0%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同時有全職或兼職工作，需要兼顧照顧及工作責任。

部分單親照顧者同時需兼顧工作

單親照顧者有全

職/兼職工作

24.0%

單親照顧者沒有

工作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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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照顧者精神健康或受影響
• 居於劏房的照顧者在面對沉重的經濟及照顧壓力下，或更容易處於較脆弱的狀態。相比居於劏房的非

單親受訪者（10.8%），更多單親受訪者（17.8%）覺得自己現時精神健康上出現問題。16.8%受訪
者生活的滿意程度為4分或以下。

單親照顧者的身心狀況 (N=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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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0.8%

0%

5%

10%

15%

20%

25%

30%

單親家庭 (N=208) 非單親家庭 (N=1181)

覺得自己現在有精神健康上的問題

X²(1)=8.41, p<0.05

單親照顧者的生活滿意程度 (N=208)

4.8%

12.0%

45.7%

26.4%

3.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分 1至4分 5分

6至9分 10分



研究結果

2
劏房單親照顧者的社交狀況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社交接觸及社會支援程度低，照顧責任及居於劏房等是影響他們社交狀況的主要

因素。



4.80% 5.80% 4.80%

22.10%
32.70% 31.70%

29.3%

27.4% 31.7%

43.8%
34.1% 31.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當你臥病在床，需要別人

照顧你及提供家務的協助

你需要實質的幫助處理

家居事情(如搬動傢俱)

遇到人生重大的決定，需要

別人的意見(如轉換工作、搬屋)

很多 一些 不多 從來沒有

單親照顧者缺乏社交支援
•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面對沉重壓力，同時亦較難得到社交上的支援。分別有43.8%、34.1%，及

31.7%受訪者表示在他們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需要實際幫忙處理家居事情，及需要別人就重大決
定給予意見時，從來得不到任何幫助。

當你遇到以下的情況，會得到多少幫助 (N=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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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46.2%

22.6%

1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位 1至2位

3至4位 5位或以上

49.5%

24.0%

14.4%

13.5%

36.1%

62.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隔多久與朋友

或家人見面

隔多久用電話、短訊等

與朋友或家人溝通

每月一次或少於 每月數次 每周

受訪者社交情況 (N=208)你有多少位親友，幾乎每星期也會接觸
(電話通話或見面)最少一次 (N=208)

•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社交接觸程度低。有20.2%表示沒有任何一位親友每星期也會接觸，反映他
們較少穩定的社交關係。此外分別有49.5%及24.0%受訪者表示其與親友見面，及用電話／短訊與
親友溝通的頻密程度只有每月一次或更少。

單親照顧者社交接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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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35.2% 35.0% 32.9%

15.9%
6.8%

24.6%
20.9% 26.6% 25.4%

24.1%

25.7%

22.3%
24.2% 17.5% 24.9%

24.7%
31.1%

12.8%
19.8% 20.9% 16.8%

35.3% 36.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照顧

家人

(N=179)

工作

時間長

(N=91)

不想花費

(N=177)

距離遠或

交通不便

(N=173)

居住環境

網絡問題

，難以用

電話或網

絡與親友

傾談

(N=170)

健康欠佳

(N=148)

經常 間中 甚少 從不

受訪者減少與親友接觸的原因

照顧責任及居於劏房等因素影響社交狀況

44.4%

20.3%

20.3%

23.1%

21.4%

20.9%

13.9%

35.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因居住環境

空間不足

，難以有

親友探訪

(N=187)

因居於劏房

或現時居所

，而不想

被人知道

(N=182)

經常 間中 甚少 從不

居住環境對社交的影響

• 較多受訪者應為因照顧家人(40.2%)，及因居住環境不足難以有親友探訪(44.4%)，經常及影響其
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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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3
劏房單親照顧者與社會服務的聯繫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福利缺乏認知，與社會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人士，與社會福利系統的聯繫較薄弱，若他們有需要時亦未必有渠道求助。有1.9%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沒有聽過右述任何一項社會保障，只有48.6%受訪者聽過右述所有社會保障制度。

部分單親照顧者對社會保障缺乏認知

1.9%

49.5%

48.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部聽過

聽過至少一項但非全部

全部無聽過

5.3%

30.8%
39.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綜援 職津 食物援助

有無聽過右述社會保障制度 (N=208)

沒有聽過的社會保障制度 (N=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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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54.8%

67.3%
54.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家庭服務 幼兒服務 青少年

服務

社區發展

服務

• 有23.1%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沒有聽過右述任何一項社會服務，只有17.3%受訪者聽過右述所有社會服
務。

部分單親照顧者對社會服務缺乏認知

23.1%

59.6%

17.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全部聽過

聽過至少一項但非全部

全部無聽過

有無聽過右述社會服務 (N=208) 沒有聽過的社會服務 (N=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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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42.1%家
中有0至6歲

幼兒。

當中55.7%家
中有6至24歲

青年。



• 分別有53.2%及48.1%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沒有使用下述任何一項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

只有部分單親照顧者使用社會福利

沒有使用社會服務 (N=208)

82.2%
92.3% 92.3%

7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家庭服務 幼兒服務 青少年

服務

社區發展

服務

合資格的家庭沒有使用社會保障 (N=208)

22.1%

69.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綜援 (N=140) 食物援助 (N=62)

沒有使用上述任何一項：53.2% 沒有使用上述任何一項：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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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57.8%
家中有6至24

歲青年

當中47.4%
家中有0至6

歲幼兒

＊ 由於合資格申領職津的人數太少，數據代表性低，此部分將不會獨立顯示。



改善家居計劃前有否接觸社工或社會服務單位 (N=205)

• 有39.5%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表示，在參與改善家居計劃前，並沒有接觸過任何社工及社會服務單位。

• 是次研究對象為社會服務機構所接觸到住戶，受研究限制影響，受訪住戶比普遍劏房住戶或傾向與社福
單位有較緊密的聯繫。

部分單親照顧者與社會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沒有

39.5%

有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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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32.7%

22.1%

15.9%

9.1%
7.2%

12.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向社福

單位查詢

向親友

查詢

網上搜尋 致電申請

單位查詢

(如社署)

到訪申請

單位查詢

(如社署)

向地區

議員查詢

以上皆

沒有

受訪者透過各種途徑尋找資訊
• 12.0%受訪者沒有信心循任何途徑尋找社會福利的資訊。另有較多受訪者有信心循向社福單位查詢

（40.9%）及向親友查詢（32.7%）。然而，是次研究對象為社會服務機構所接觸到的住戶，受研究
限制影響，受訪住戶比普遍劏房住戶或較傾向選擇向社福單位查詢。

有信心使用什麼途徑找到社會福利資訊 (N=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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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觀察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家庭組合，估計有75.9%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

/長者照顧1名兒童，另外有24.1%受訪者家中只由1名成人/長者照顧2名或以
上兒童。這些家中較年長成員或需單獨背負照顧兒童的責任。

• 有51.2%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下，家庭總資產及每月收入
中位數分別只有2500元及10500元，有88.5%表示感到有經濟壓力。有
24.0%單親受訪者，同時有全職或兼職工作，需要兼顧照顧及工作責任。

• 居於劏房的照顧者在面對沉重的經濟及照顧壓力下，或更容易處於較脆弱的
狀態。相比居於劏房的非單親受訪者（10.8%），更多單親受訪者（17.8%）
覺得自己現時精神健康上出現問題。

• 居於劏房的單親受訪者社會支援及社交接觸程度低，分別有43.8%、34.1%，
及31.7%受訪者表示在他們臥病在床需要人照顧、需要實際幫忙處理家居事
情，及需要別人就重大決定給予意見時，從來得不到任何幫助。此外，分別
有49.5%及24.0%受訪者表示其與親友見面，及用電話／短訊與親友溝通的
頻密程度只有每月一次或更少。照顧責任及居於劏房等是影響他們社交狀況
的主要因素。

• 部分居於劏房的單親照顧者對社會福利缺乏認知，與社會服務單位接觸較少。
分別有53.2%及48.1%受訪者沒有使用任何一項社會保障及社會服務。



➢由社福機構於劏房密集的小社區提供更多支援劏房
的服務，當中包括：

• 及早辨識、支援，及介入有緊急需要的家庭；

• 組織居民投入社區生活及建立社區支援網絡；

• 為居於劏房的弱勢社群提供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相
關的資訊；

• 連繫及轉介有需要的家庭至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系
統。

針對劏房住戶設地區支援隊伍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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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4

➢在各個有機會接觸有潛在危機家庭的公共服務中（例如社
會保障辦事處、為劏房提供服務的社會服務單位等），建
立危機辨識及評估機制，為高危家庭及照顧者設立個案管
理制度，及早介入及轉介，讓有需要人士可認識及使用相
應的公共服務，支援高危照顧者及家庭。

➢在劏房集中的社區提供共享空間，配合硬件設施及服務，
讓照顧者及其家庭（尤其家中有0至6歲學前兒童的家庭）
可在此進行不同社交及發展活動，一方面接觸及辨識有潛
在需要的家庭，同時加強劏房家庭的社區網絡及支援。

➢加強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支援服務，包括增加具彈性的喘
息服務和緊急支援服務，兒童緊急住宿服務、兒童照顧及
暫託服務名額，支援有潛在危機的家庭。

➢為現時尚未有社工的幼稚園增加社工服務，加強辨識及介
入有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庭。

➢為醫社教三個界別提供培訓，推行有效的公眾教育，提升
社會對保護兒童的認識。

支援及介入有潛在危機家庭



建議

➢減少劏房住戶支付租金上的經濟壓力，包括加強租金管
制，管制租金水平，及訂立起始租金；恆常化租金津貼，
並擴展受惠對象至未被有關計劃覆蓋的基層私樓租戶
（即單身人士，未有輪候公屋或輪候不足三年的基層家
庭，及已獲1至2次公屋編配的家庭)；長遠則須增加公
營房屋供應。

➢改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完善綜援制度，透過研究基本
生活需要重訂基本生活標準及所需金額，定期檢視及提
升租金津貼金額，重新檢視不同類別綜援的申請單位，
同時減少制度的負面標籤；改善職津制度，加強制度的
宣傳及簡化申請程序。

➢增加基層市民的工作收入，包括提升最低工資、增加基
層市民培訓及進修的機會，建立更均衡的產業結構等。

為貧窮家庭提供經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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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問環節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低收入劏房住戶調查

<居於劏房的單獨兒童照顧者>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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