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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實證觀察 

 

 2014/15 年度開支較低的住户的食

物開支佔總開支非常高的比例，以

開支最低 5%住戶組別為例，他們

每月總開支只有$6,172，但食物開

支佔總開支的比例接近 50%，只剩

30%用於其他開支； 

 房屋對住戶開支模式有重大影響。

檢視不同住戶人數組別中開支最低

50%的住戶，可發現無論成員是多

或少的住戶，居於私樓的住戶用於

房屋的開支達其總開支約一半；其

中以一人（56% /$4,951）及二人

（53.4% /$7,525）住戶的房屋開

支最高，這個水平較 2009/10 年

度有顯著上升。 

 食物開支方面，居於私樓的住戶食

物開支只佔 29%，而居於公屋的則

達到 48.2%，相信私樓住戶需要壓

縮食物開支，以應付房屋上的沉重

開支。 

 沒有申領綜援貧窮住戶，其入不敷

支的狀況嚴重，當中超過五成

(51%)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而居

於私樓的貧窮住戶，更有 75%出現

入不敷支的情況。數據亦顯示，即

使收入稍高於貧窮線的邊緣住戶，

仍有部份出現入不敷支的狀況，當

中入息介乎入息中位數 50%-80%

住戶，入不敷支比例亦接近三成。 

基層家庭開支模式研究 

核心議題 

基層家庭的開支反映生活質素。若房屋及食物這兩項基本生活開支佔

總開支比例愈大，他們得壓縮其他方面的生活開支去應付。本研究嘗

試了解居住私樓的基層家庭的開支，發現他們為了負擔昂貴的租金而

壓縮食物開支，出現食物匱乏情況，入住公屋成為他們改善生活質素

的關鍵。 

研究的重要性 

政府採用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入息低於貧窮線的住戶

被視為貧窮。這是基於「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的概念而衍生

的工具，界定貧窮的水平會因應入息中位數的變化而改變。此外，住

戶收入因較易受短期因素（例如失業）影響而波動較大，加上部份住

戶可以透過積蓄應付生活所需，因此現時以收入為指標的貧窮線並不

能全面反映貧窮住戶的生活水平。由於「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對象並

不包括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的住戶，因此是次研究的

結果反映了綜援網外基層家庭的情況。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開支的角度分析香港的貧窮現況，當中包括分析貧

窮住戶每月在食物、房屋及教育等方面的開支情況。 

研究方法 

以政府統計處在 2009/10 及 2014/15 年度進行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的數據，分析期內五年貧窮住戶每月在食物、房屋及教育等方面的開

支和整體的收支；先按住戶人數劃分，再按住戶總開支排列，將住戶

分為十一個開支組別，藉以比較低開支組別與高開支組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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