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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整體狀況

• 2017年中西區的人口約為241,500人

• 中西區最多的家庭為二人家庭（27.2%），其次為一人家庭（24.5%）與三人家庭

（21.1%）

• 教育程度：中西區有多達45%的居民擁有學位或以上的學歷（全港24.8%）

• 「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比率只有10.3%，為全港18區中最低

•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調查：單單在西區便有3,474 間劏房，平均租金達HK$5,116，

比九龍西高出一成



研究定位

• 認識中西區貧窮人士的一般社經、健康、年齡、族群及生活狀況

• 識別他們所面對不同的困難、挑戰與需要

• 了解貧窮對有關人士健康、心理、人際關係、工作情況、住屋、家庭

關係等的影響

• 了解及探討區內教會及機構如何支援他們，以及有關措施的成效

• 為政府、社福界、教會及信徒如何更有效地減貧及扶助弱勢社群提出

建議



研究形式

• 質性：深入訪問40個基層f家庭代表與青少年；

• 來自不同堂會或機構的負責社區關懷事工的傳道同工

• 有參與事工的信徒

• 地區人士（區議員、社福機構、街坊會、地區領袖等）

• 量性：調查工作小組的義工成為訪問員，訪問團體本身接觸的基層家庭負責發放問卷，

在2019年6-9月間成功收集234問卷



深入訪談主要題目

• 對中西區的觀感

• 現時面對的困難

• 對社區設施的看法及建議

• 對教會/社福機構的看法及建議

• 期望生活的改善



對中西區的觀感

•受訪者表示自己普通滿意中西區，交通十分方便、

社區和諧

•校網很好、名校多

•不少舊樓被清拆後，樓價和租金不斷上升

•物價普遍亦比其他區貴，生活負擔頗重



現時面對的困難

•家長：子女學習出現問題 –家庭資源缺乏、父母工時長 -彼此

缺乏溝通

•青少年：英文程度

•住屋問題：空間小、租金昂貴、家人間相處的挑戰



對子女期望

•大部分希望子女能夠用功學習，學業有成

•但多數受訪青少年表示家人對他們的升學與未來有期望，

造成壓力，尤其就讀於名校



對教會/社福機構的看法及建議

• 受訪者大多認為區內社福機構的服務足夠

• 個別受訪者表示區內機構沒有為服務作宣傳，所以他們無法得悉

• 有參與教會活動與服務的受訪者大多表示滿意，並建議可提供更多為學生

提供補習班，特別是英文科

• 大部份的青少年受訪者普遍滿意社工與教會提供的支援



期望生活的改善

•受訪者普遍期望可以盡快獲分配到公屋

•長者期望在社區能夠更方便地接受醫療和支援服務

•家長期望獲取更多學習上的資源

•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都對將來沒有一些很強烈的期望，主要都

是希望能夠順利升學



問卷調查主要發現



性別

N %

男 44 21.7

女 159 78.3

Total 203 100.0

(未作答、不適用=31)

您的宗教信仰是

N %

基督教 62 29.8

天主教 9 4.3

佛教 23 11.1

道教 4 1.9

伊斯蘭教 1 .5

其他宗教信仰 18 8.7

其他 2 1.0

沒有宗教信仰 89 42.8

Total 208 100.0

(未作答、不適用=26)

家中成員是否從事有薪工作

N %

是 75 37.1

否 127 62.9

Total 202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2

住所是自置或租住

N %

自置 72 35.5

租住 109 53.7

其他 22 10.8

Total 203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1

住所類別

N %

公屋 51 24.9

私樓 106 51.7

套房 22 10.7

板屋 7 3.4

Others 19 9.3

Total 20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29

殘疾

N %

沒有任何殘疾 88 59.1

肢體傷殘 25 16.8

視障 14 9.4

聽障 3 2.0

失聰 1 0.7

完全不能說話 4 2.7

需要儀器才可以
說話

4 2.7

精神病 10 6.7

Total 14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85



• 最大群組的受訪者為老年人 (75歲以上）(29.2%)，其次是35-44歲和45-54歲。

• 大多數受訪者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中學或以下，超過30%的受訪者則只有小

學或以下的教育程度。

• 受訪者的家庭總收入普遍偏低，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收入每月低於$10,000，

而只有34%的受訪者家庭每月總收入高於$15,000。



在區內生活狀況



未來三年會否住中西區

N %

絕對不會 16 7.0

可能不會 16 7.0

可能會 67 29.1

絕對會 131 57.0

Total 230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4

現在的生活水平

N %

非常低 18 7.9

低 54 23.6

一般 139 60.7

高 15 6.6

非常高 3 1.3

Total 22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5

過去兩年生活水平有沒有以下變化

N %

生活水平下降 50 21.8

沒有明顯變化 149 65.1

生活水平少許改善 27 11.8

生活水平大幅改善 3 1.3

Total 22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5



家庭凝聚力與個人孤獨感

•問卷樣本中的受訪家庭有相當高的凝聚力，以五分為滿分，他

們評價自己家庭關係狀況的平均分數為3.9分

•他們對於自己家庭成員的關係感到滿意和享受彼此一起生活

•整體來說，個人感到孤單的頻率較低，而他們亦擁有強大的人

際網絡去支持自己



各類因素的相關性

• 這意味著受訪者家庭的凝聚力越強，他們感到的孤獨感就越低

• 家庭緊密度與受訪者的住所是否是自置或租住成負相關

• 如果他們對自己的住所和目前的生活水平更滿意，他們的家庭也會更加緊密

• 租戶往往更容易受到個人孤獨感的影響

• 生活水平下降可能會導致個人孤獨

• 住屋條件和生活水平可能是與受訪者的家庭生活和心理狀態的重要相關因素



政策及服務建議

• 居民住屋問題

• 政府部門以至有關社會持份者應更關注基層居民的住屋需要

• 區內各機構、團體與教會，推展創新與具彈性的社區照顧服務，幫助有關家庭的家居清潔

• 基層家庭成員之間關係

• 舉辦更多家長工作坊，了解在不同成長階段的特質與思維，掌握溝通與危機處理的技巧

• 促進夫婦溝通的活動

• 學習英語方面

• 招募區內有英語水準的大學生、退休或其他熱心人士爲基層青少年補習

• 學校可提升關注基層學生的英語學習



• 青少年人的心理與需要

• 服務提供者需要更創新、以更開放的態度了解青少年人的思維與期望

• 政府部門亦應與社福機構和教會緊密合作，為區內青少年提供更多場地

• 牧者照顧及關心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提供全人的關懷

• 有長者家庭

• 提供切實的服務以支援他們在的健康與長期護理的需要

• 考慮向有經濟和健康需要的長者與照顧者發放「教會版」的醫療或照顧券

• 教會應動員會眾定期陪伴區內長者與陪診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