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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

調查對象

收集時間

研究限制

2020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低收入劏房住戶」調查 

小冊子簡介
近年香港的劏房問題引起市民關注，特別是不少劏房住戶都有兒童居住在內。當中不論劏房的居住環境、搬遷的經驗，以

及「捱貴租」的情況，都有可能影響兒童的身心發展。本小冊子透過收集及整理相關數據，對有兒童(18歲以下)的低收入

劏房住戶勾劃出整體圖像，並透過比較不同組群的數據，找出對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特定的不利條件。 

研究方法 

本小冊子的數據，均取自2016年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及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20年進行的「低收入劏房住戶」

調查，兩者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簡述如下1: 

• 人口普查的調查對象為所有居港人口，本小冊子特 

 意抽取2016年人口普查中，有兒童居住的劏房住戶

（下稱「劏房兒童住戶」)作重點分析，結果合共有 

 31,567戶劏房兒童住戶。

• 收集日期為2020年6月30日至8月2日。

• 數據包括所有「劏房兒童住戶」，然而本小冊子未能 

 就住戶的收入狀況作進—步區分，因此數據將包括部 

 分收入較高的劏房兒童住戶。

• 對象為參與「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的住戶。社會服務機構向參與住戶進行調查，合共收 

 回2,108份有效問卷，識別當中1,314份為有兒童的住 

 戶(下稱「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 收集日期為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1月29日。

• 是次研究對象為「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 

 劃」的住戶。住戶必須為符合計劃申請資格，及 

 願意參與有關服務的對象2，因此將與整體低收入 

 劏房兒童住戶有一定誤差。

【1】本小冊子的兒童指18歲以下人士 ，須注意兩項調查的數據不論在對象的定義，以 

 及收集數據的日期都有一定差異，因此兩項數據不能直接進行比較 

【2】參與該計劃的資格為住戶須最少有一名為香港居民，並該住戶的收入須少於從 

 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75%，或已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在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學校書簿津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 

 中的任一計劃

硏究限制

調查對象及
抽樣方法

收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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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港劏房兒童住戶的統計數字 
(2016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

此部分透過分析統計處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描述本港有

兒童居住的分間樓宇住戶的特徵。

劏房兒童住戶特徵
根據2016年的全港人口普查，全港約有32,000戶劏房兒童住

戶(圖一)，約佔同年全港有兒童住戶數目的4.5%，約共有

43,000名兒童居於劏房住戶中。劏房兒童住戶較多分佈在油

尖旺、深水埗和九龍城區(表一)。此外，劏房兒童住戶當中有

超過五成屬於核心家庭，有三成屬於單親家庭(圖二)。另有逾

四成住戶中有成員是從內地來港定居但未滿7年人士(圖三)。

居住空間面積
劏房兒童住戶居住面積中位數為12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中

位數為3平方米。相對來說，整體香港家庭住戶的居所樓面

面積中位數約為40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則為16平方

米(圖四)。 

 
收入與租金
劏房兒童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2,500元，每月租金中位

數為4,500元，租金佔入息比率的中位數(下稱「租收比」)約

為31%(表二)。當中，1-2人家庭的租收比中位數最高，高達

38%，較低為3人家庭，其租收比中位數為29%(圖五)。

表一註* 基於精確度考慮，統計處未能提供黃大仙區及南區劏房兒童住戶的百分比，表中顯示的數字是根據香港島及九龍區的總百分比減去其餘區域的百分比的估算數字。

表一註^  包括屯門、沙田、離島、西貢。基於精確度的考慮，統計處未能提供這些地區劏房兒童住戶的百分比，表中顯示數字是根據新界區的百分比減去其餘區域的估算數字。

(圖二)2016年，按住戶結構劃分，
劏房兒童住戶百分比分佈(N=31,567)

(圖一)2016年，按住屋類型劃分，
劏房兒童住戶數目百分比分佈(N=699,847)

(表一)2016年，按地區劃分，
劏房兒童住戶百分比分佈

地區

香港島

東區

灣仔

中西區

南區

九龍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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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59%

有
41%

(圖四)2016年，按住戶居所種類劃分，
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及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

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平方米)

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平方米)

劏房兒童住戶 整體香港家庭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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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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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6年，劏房兒童住戶成員中
有否從内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的百分比分佈

(N=31,567)

每月入息中位數(港元)

12,500

每月租金中位數(港元)

4,500

(表二)2016年，劏房兒童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
和每月租金中位數(N=31,567)

(圖五)2016年，按住戶人數劃分，劏房兒童住戶的
租金與收入比率(租收比)的中位數(N=3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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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的調查數據 
(2020年「低收入劏房住戶」調查 )

為了進一步了解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的房屋及生活特徵，本部分將會透過從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於2020年進行的「低收入劏房住戶」調查中，抽取居有兒童的住戶

(N=1,314)的數據作進一步分析。

輪候公屋情況
在是次調查的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中，超過八成(84%)正在輪候公屋(圖六)，有16%則

沒有輪候公屋。當中沒有輪候公屋的主要原因為不知道申請資格或程序和申請人不合符

資格(分別佔32%和28%)，亦有少於一成住戶是由於目前婚姻狀況不清而沒有輪候公屋

(圖六A)。 

劏房間隔和設施
在間隔方面，有2%的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屋內沒有廁所，約有6%需使用共用廁所。

另分別逾三成和四成的住戶屋內都沒有獨立廚房和客廳(圖七)。至於設施方面，有約

2%和4%的受訪住戶屋內沒有裝設冷氣機和窗戶。亦有分別近三成和四成的住戶沒有

獨立電錶和水錶，逾七成和逾八成住戶所居住建築物沒有電梯和沒有獨立信箱(圖八)。

居住滿意度
接近七成(68%)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居住在劏房的生活環境。約有

五成(49%)和四成(41%)住戶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居所的整體設施和私隱情況。有

14%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鄰舍關係(圖九) 。

(圖六)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是否正在輪候公屋的百分比(N=1,314)

正輪候公屋
84%

沒有輪候公屋
16%

(圖六A)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沒有輪候公屋的主要原因百分比(可選多項)(N=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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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
住戶的劏房間隔(N=1,305)

(圖八)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的劏房所具備的設施(N=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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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居住在劏房的滿意程度(N=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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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劏房原因
接近四成(39%)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表示當初搬出來租住劏房的原因是從外地(包括中國內地)來港定居，

其次分別是養育小孩(27%)，方便自己和家人就學(20%)和因租金較便宜(17%)而選擇入住劏房(圖十) 。

劏房搬遷對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的影響
約三成半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表示在過去三年，曾經歷劏房搬遷(圖十一)。當中約一半受訪者表示經

歷過一次搬遷，而經歷過兩次和三次搬遷分別為22%和18%(圖十一A)。有約七成半(74%)和近四成曾

搬遷的受訪者(37%)表示因應付搬遷開支而幾乎用盡積蓄和需要借貸；此外，近七成受訪者(69%)表

示搬遷後的租金上升，近六成(59%)受訪者因處理搬遷而情緒低落(圖十一B)。

住屋選擇
有八成七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認為以現時負擔能力，在目前劏房租盤上「完全沒有」或「只有很少」

選擇(圖十二)。此外，超過七成半表示只會選擇同區的劏房進行搬遷(圖十三)。

(圖十)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當初搬出來租住劏房的原因(可選多項) (N=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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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或
同居

15%

(圖十一)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曾否在3年內從劏房單位搬到另一劏房單位

的百分比分佈(N=1,304)

不適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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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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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圖十一B)2020年，過去3年曾進行搬遷的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因搬遷帶來的影響百分比分佈(N=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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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A)2020年，按搬遷次數劃分，
過去3年曾進行搬遷的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的百分比分佈(N=444)

(圖十二)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的劏房租盤選擇(N=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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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2020年，低收入劏房兒童住戶
會否考慮跨區劏房(N=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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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關注方向

上述數據反映，劏房兒童住戶面對高租金、居住環境較狹小較差、搬遷頻繁等問題。這些住戶與非居於劏房的兒童住戶相比，

較多是新來港家庭及離異家庭。因應上述特點，我們可遁下列方向改善這些住戶的處境:

加強租務管制
因應劏房兒童住戶在劏房租盤市場上選擇少，在市場上議價能力較弱。政府應加強對劏房租務市場的管制，包括管制租金的水平

及加幅，透過制定優先續租權減少逼遷，以及監管住屋設施的水平。

提供搬遷津貼
因應劏房兒童住戶每次搬遷幾乎用盡積蓄或需要借貸的情況，政府可考慮向正在搬遷的劏房住戶提供一次性的小額支援金借貸，

當中適用於寮屋家居維修、搬遷和租屋。此外，亦可以為所有劏房住戶提供租金津貼，以減輕他們的日常開支費用。

個案介入和支援
劏房兒童住戶較多是新來港住戶，往往較難得到房屋市場及各種社區的資訊。此外，面對頻繁的搬遷時，他們需要各種情緒支

援或適應社區的需求亦較殷切。因此可設立專責服務劏房家庭的社會服務隊，讓服務隊主動接觸劏房住戶，當中的支援可包括

提供租務資訊、介紹社區資源，以及轉介有需要跟進的個案至相關社會服務單位。

提供公共空間
劏房兒童住戶生活空間狹小，單位內的設施亦較缺乏。因此透過提供各類公共空間，如共享廚房、共閱的遊戲室、自修室等，將會

有助提昇他們的生活質素。

增加公屋供應及改善社會房屋
大多數劏房兒童住戶均正在輪候公屋，要改善他們的處境，增加公屋供應始終為根本辦法。此外透過發展社會房屋，亦可暫時改

善他們惡劣的生活環境和沉重的租務負擔，而社會房屋中「共住共生」的概念，可以加強劏房兒童住戶群體間的網絡及支援，增

加他們解決生活困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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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中心

·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 友里幫社區服務中心

· 神召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 社會服務部

·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培訓及就業服務 (旺角中心)

·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 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

· 明愛九龍社區中心

· 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

·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

·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地區發展隊

·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 路德會石湖社區發展計劃

·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 路德會家庭支援網絡隊

· 啓愛共融基金有限公司

· 禧福協會有限公司 - 愛鄰舍事工

·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 基層家庭支援站

·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社會福利部 - 社區工作部

·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 新家園協會九龍西服務處

· 新家園協會新界西服務處

· 間築社有限公司

· 新家園協會新界東服務處

·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服務發展部

· 沙田婦女會新田總會

· 社會發展實踐及研究中心 - 家庭互助網絡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曙光行動」 - 邊緣社群支援計劃

· 聖雅各福群會 - 九龍慈惠中心

· 聖雅各福群會社區中心

·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信望中心

·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明光社

· 香港善導會 - 九龍西社會康復及支援綜合服務中心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恩軒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中心

· 城市睦福團契 - 睦城事工隊

· 宏施慈善基金葵涌社會服務處

· 宏施慈善基金深水埗社會服務處

· 仁愛堂社區中心

· 仁愛堂屯子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

·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 糧友行動油尖旺中心

· 民社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 糧友行動九龍城中心

· 新家園協會沙田社區服務中心

· 新家園協會新界西服務處 - 葵青服務中心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社區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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