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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響家庭結構和功能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改變
因素？

2.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家庭發生了哪些變化？

3. 現在的主要家庭出現了什麼挑戰？

反思問題

蛻變 1:

影響家庭結構和功能的歷史、
社會和文化的因素



11/13/2022

5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2017)

o 香港的生育率急劇下降
• 1971年: 3,459兒童/1,000婦女
• 1980年: 2,047兒童/1,000婦女
• 2001年: 927兒童/1,000婦女

o 平均家庭戶數逐漸下降 : 1981年: 4.3人; 2014年: 2.9人

o 兩孩政策「兩個夠晒數」??

• 年輕一代對“繼後香燈很重要”的認同度較低
• 子女是「負累」，不是「資產」;「養兒防老」觀念弱化

1. 香港生育率急劇下降

1993 2010 2020

管理人員/行政人員 403,000 1,065,000 1,454,000

專業人員職位 377,000 861,000 1,209,000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2021)

o 勞動力中的女性人口增加:
• 女性勞動力百分比(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由2001年的47.4%增加
到2020年49.6%

o 擔任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職位的女性人數上升

2. 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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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2021)

o十二年免費教育
• 就讀大學教育資助課程（副學位、本科生、研究生）的
女學生上升; 1987年:15,609 人（32.9%）增加到 2020年: 
53,200 人（52.3%）

• 研究生和本科生入學的女生比例超過男生入學比例

2. 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12

o銀行、金融、法律諮詢、信息科技等第三產業大幅擴張，需要
高水平的知識和專業技能

o管理和專業職位增加，需要員工具有更高教育程度和職業承諾
的員工
• 「改革開放政策」
• 促進了跨境婚姻、跨境婚外情、跨境兒童教育的問題

3. 外地勞動力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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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 2020)

o外籍家庭傭工人數:
• 1998年:172,119人
• 2014年: 330,650人
• 2019年: 399,320人
• 2020年: 373,884人

o其中菲律賓和印尼女傭分別佔外籍家庭傭工人數的55%和42%
• 「改革開放政策」
• 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十二年免費教育)
• 父母皆要工作 傭工需求上升

4. 外傭的引入

1999 2001 2003 2006 2007 2009 2011 2014 2015 2017

住在香港 1700 7200 13000 17000 18100 20000 21500 17400 21500 17300

住在中國內地 5800 12500 17000 16100 19600 22300 27700 24000 26000 25300

總數 7500 19700 30000 33100 37700 42300 49200 41400 47500 4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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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勞工人數

(199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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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隔家庭及跨境家庭增多

來源：香港規劃署 (199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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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60年至2021年
65歲或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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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香港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銀行 (1960-2021) 和政府統計處 (2021)
中國內地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銀行(1960-2020)和國家統計局(2016)
世界平均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銀行(1960-2020) 和國家老齡研究所 (2016)

6. 人口老化上升

7. 貧富差距增長

16

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注：2017年至2020年的統計目前未有; 2021年的統計將會在2020年度發出)
中國內地：世界銀行 (1966-2020)和國家統計局(2001-2016)

由1966年至2020年的堅尼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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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

8. 工作時間過長

18

以前不離不棄的叫夫妻，
現在不離不棄的是手機。

一機在手，
天長地久。
機不在手，
魂都沒有。

其實古人早已了然，
並專門設置了一句成語：
《機不可失》。

9. 資訊科技和智能手機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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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2: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家庭發生了
哪些變化？

20

o教育的普及延遲成年人完成學業的時間
• 20-24歲男女勞動力參與率明顯下降;2001年:72%和68.5%，

2020年: 56.7%和56%
•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齡的中位數上升;1981年:27.0和23.9，

2020年:31.9和30.4
o香港的婚姻和生育時間和社會規範存在差異

• 節育運動帶來生育文化觀念的變化
• 女性第一胎的中位年齡從1981年的25.1歲上升到2020年的

32.3歲
• 高齡產子難產的風險很高，夫婦普遍表示對撫養孩子的財
政及各方面的困難感到擔憂

(政府統計處,2021;政府統計處社會統計科, 2020)

1. 家庭發展階段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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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社會統計科, 2020)

o「丁克家庭」
• 受訪家庭為無子女家庭（不包括非自願不孕或低生育能力的家庭
）(2013年: 23.4%)

• 7.1%的女性和 5.3%的男性皆表示喜歡“無孩子”
• 表示不想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43.3%女性和42.0%男性)

o「跨境婚姻」
• 2014年香港的跨境婚姻有26330宗，其中絕大部分在香港結婚

o「離異家庭」
• 離婚率比例高企 (雖有下降趨勢)
• 1984年: 0.76; 2020年: 2.14
• 離婚普遍被認為是夫妻不能和睦相處的最佳解決辦法(63.2%)

2. 不同形式家庭的出現

蛻變 3:
家庭出現了什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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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數 2062 4257 6295 9473 1342 1742 1959 2112 2227 2001 2007 1719 1939 2032 2115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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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一. 離婚指數上升

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1972-2020)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人數 1025 2196 3333 4892 5896 7273 16890182681954219508191971752317300175201746715832 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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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二. 再婚人數上升

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197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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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來自中國內地的新娘 703 590 2215 5169 18182159781420613751154001650616930157371526613123123031145710926 9792 1015

來自中國內地的新郎 79 90 269 723 3406 2490 2409 2599 3259 4129 4930 5293 5432 4830 5064 5078 5033 4726 4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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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86年至2018年在香港註冊的跨境婚姻人數

來自中國內地的新娘 來自中國內地的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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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三. 跨境家庭數量上升

來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 (197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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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非香港居民 (“雙非”) 兒童人數

(2000-2020)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雙非”
兒童 709 620 1250 2070 4102 9273 16044 18816 25269 29766 32653 35736 26715 790 823 775 606 502 434 939 218

26

挑戰四. 香港“雙非” 兒童人數增長

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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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祖父母和外傭的介入
• 「4-2-1溺愛式」育兒文化（即四個祖父母和兩個父母
溺愛一個孩子）

• 上學時間以外，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的百分比:祖父母
(22.9%);外傭(14.9%);其他(2.0%)

• 大約半數父母欣賞祖父母給予的幫助
• 祖父母、外傭和父母之間的權力轉移

(香港願景計劃,2017)
27

挑戰五. 溺愛式育兒文化的衍生

上學時間以外，幼兒的主要照顧者的百分比(2017)

母親 57.45

外祖父母或祖父母 22.88

外傭 14.85

父親 2.87

自聘保姆 0.98

社區保姆 0.06

中心託管 0.05

其他 0.87

總數 100(6,653)

28

挑戰五. 溺愛式育兒文化的衍生

來源：
-香港願景計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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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父母「望子成龍」的價值觀
• 「直昇機家長」、「怪獸家長」和「割草機式父母」
• 父母感到比以前更累(68.2%)

• 生活被孩子的所需約束(63.2%)

• 嚴重缺乏個人時間(60.4%)

(家庭議會問卷調查,2017)

挑戰五. 溺愛式育兒文化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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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社會福利署

挑戰六. 令人不安的虐待兒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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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七.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問題上升

來源：
The Administration's replies to questions on examination of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19-2020, LC Paper No. 
CB(2)468/19-20(04)

32

(星島日報,2021; 保安禁毒處,2021)

o二十一歲以下吸毒人數大幅上升67%（由387人上升至647
人）
• 吸食大麻:二十一歲以下青少年被呈報吸食大麻的人數較
去年同期上升37%（由260人上升至357人）

• 吸食可卡因:二十一歲以下青少年的人數大幅上升87%（由
154人上升至289人）

挑戰七.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問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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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保安禁毒處 (2021)

2019 2020 2021

21歲或以下人士 387 461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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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七.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問題上升

34

2018 2019 2020 2021

大麻 132 196 260 357

可卡因 198 150 154 289

冰毒 61 53 29 29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21歲以下常被吸食毒品種類劃分的首次/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2018-2021)

來源：
-保安禁毒處 (2021)

挑戰七. 兒童和青少年發展問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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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香港家庭議會調查（2011年，2013年，2015年, 2017年）
o 根據2017年香港家庭議會調查：

• 大部分傳統家庭觀念在香港依然是很盛行(但不是壓倒性地)
• 願意和父母同住（66.8%），資助他們的生活（84.7%），
和成年子女同住（67.2%）

• 婚姻是人生中必要的一步（ 55%）
• 重視祖父母對家庭的貢獻和幫忙（ 38.7% ）
• 孝順父母（超過50%）

作為香港社會基石的家庭，安全穩固嗎？

(香港家庭議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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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運作在整體上很好（ 76% ）：

• 互相信任、關懷、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及家人之間
的溝通

• 和家人之間的關係很滿意（80%）
• 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不錯（85%）
• 對撫養孩子感到很大壓力（46.8%）
• 為子女樹立榜樣（90%）
• 關心子女的所需和行為（超過90%）
• 大約三分二的父母比之前更快樂(64.2%)

(香港家庭議會,2019)

作為香港社會基石的家庭，安全穩固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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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k DTL. COVID-19 and Quality of Life: Twelve 
Reflections. Appl Res Qual Life. 2021;16(1):1-11. doi: 

10.1007/s11482-020-09898-z.

對個人的影響!
對家庭的影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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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k, D.T.L., Leung, T.Y., & Tan, L.D. (in press).  Social Policies and Theories on 

Quality of Life under COVID-19: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Links.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44

壓力事件對香港家庭造成的創傷令人關注

疫情初期已發現19%受訪人士出現抑鬱情況，14%出現焦慮徵狀，
25.4%受訪人士的精神狀態變差(Choi, Hui, & Wan, 2020)

持續疫情使11.5%受訪人士出現嚴重精神困擾，40%受訪人士財政
問題擴大。(Zhuang et al., 2021)

一項在香港的大型研究顯示：相比2016-2017年,2020年發現香港
居民的心理壓力增加28.3%, 焦慮增加42.3%, 抑鬱徵狀增加一倍
(Zhao et al, 2021)

Choi, E. P. H., Hui, B. P. H., & Wan, E. Y. F. (2020).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Hong Kong during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0), 3740.

Zhao, S. Z., Wong, J. Y. H., Luk, T. T., Wai, A. K. C., Lam, T. H., & Wang, M. P. (2020). Mental health crisi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in Hong Kong,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00, 431-433.

Zhuang, X., Lau, Y. Y., Chan, W. M. H., Lee, B. S. C., & Wong, D. F. K. (2021). Risk and resilience of vulnerable familie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an 

ecological resilience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6(12), 231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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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壓力事件、家庭抗逆力及個人心理健康

Stressful Events, Family Resilience, and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in Hong 

Kong Families

主辦機構：

捐助機構：

45

父親心理健康

正常 輕微 中等 嚴重 中等及嚴重

n (%) n (%) n (%) n (%) n (%)

壓力 647 (77%) 74 (9%) 65 (8%) 52 (6%) 117 (14%)

焦慮 574 (68%) 46 (6%) 130 (15%) 92 (11%) 222 (26%)

抑鬱 584 (70%) 82 (10%) 114 (14%) 60 (7%) 174 (21%)

各項負面情緒等級根據 Lovibond & Lovibond (1995) 制定之DASS測量表分類

Lovibond, P. F., & Lovibond, S. H. (1995).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3), 335-

34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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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心理健康

正常 輕微 中等 嚴重 中等及嚴重

n (%) n (%) n (%) n (%) n (%)

壓力 710 (72%) 89 (9%) 94 (10%) 92 (11%) 186 (21%)

焦慮 618 (63%) 63 (6.4%) 155 (16%) 150 (15%) 305 (31%)

抑鬱 674 (69%) 110 (11%) 123 (13%) 75 (8%) 198 (21%)

各項負面情緒等級根據 Lovibond & Lovibond (1995) 制定之DASS測量表分類

Lovibond, P. F., & Lovibond, S. H. (1995).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3), 335-343.

47

子女心理健康

正常 輕微 中等 嚴重 中等及嚴重

n (%) n (%) n (%) n (%) n (%)

壓力 694 (69%) 88 (9%) 110 (11%) 115 (11%) 225 (22%)

焦慮 590 (59%) 63 (6%) 155 (15%) 200 (20%) 355 (35%)

抑鬱 617 (61%) 104 (10%) 152 (15%) 135 (13%) 287 (28%)

各項負面情緒等級根據 Lovibond & Lovibond (1995) 制定之DASS測量表分類

Lovibond, P. F., & Lovibond, S. H. (1995).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3), 335-34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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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對社會事件帶來之心理創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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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因社會事件帶來之心理創傷最大。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家庭成員的社運壓力平均值差異顯著，F (2, 2851) = 

12.15, p = .000。
• 而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s)指出，子女平均值大過父親，p = .000, 95% CI = [.07, .23])和

母親，p = .001, 95% CI = [.04, .19])。

49

家庭成員對新冠疫情帶來之心理創傷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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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因新冠疫情帶來之心理創傷最大。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家庭成員的社運壓力平均值差異顯著，F (2, 2851) = 7.52, p = .001。
• 而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s)指出，子女平均值大過父親，p = .001, 95% CI = [.04,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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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的負面情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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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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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情緒最負面。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家庭成員的負面情緒平均值差異顯著，F (2, 2849) = 17.26, p = 

.000。
• 而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s)指出，子女平均值大過父親，p = .000, 95% CI = [.10, .22])和母親，p = .002, 

95% CI = [.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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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的絕望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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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絕望感最大。
•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家庭成員的絕望感平均值差異顯著，F (2, 

2851) = 3.65, p = .026。
• 而事後比較檢定(Post Hoc tests)指出，子女平均值較母親高，p = .024, 95% CI = 

[.0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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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平均分 (標準差) Mean (Std Deviation): 6.98 
(1.94)

個人開心指數
Personal Happiness Index

(整體來說，你個人有多快樂？Overall, how happy am I? )
(0-10)(N=1,633) 6-10 = 75.6%

家庭開心指數
Family Happiness Index

（整體來說，你家庭有多快樂？ Overall, how happy is my family? ）
(0–10) (N=1,633) 6-10 =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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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平均分 (標準差) Mean (Std Deviation): 6.59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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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開心指數
Family Happiness Index

2022與2021年之間的指數下降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p<0.001)
This decrease from 2021 to 2022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2019 (N=1005) 2021 (N=1338) 2022 (N=1633)

Family Happiness over the years 6.89 7.26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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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of Family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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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身份在「家庭開心指數」和各項目的表現 (N=715)
Parental Status and its Performance on Family Happiness Index and Other Items

N=715
父親 (N=185)
Fatherhood

母親 (N=530)
Motherhood

p-value

心理資本
Mental Capital (0-40)

29.44 (5.33) 28.53 (6.40) p=0.081

五種愛的語言
Five Love Language (0-25)

13.34 (3.67) 14.21 (3.94) p=0.017

家庭團結
Family Solidarity (0-40)

30.17 (6.50) 29.90 (6.99) p=0.642

家庭資源
Family Resources (0-10)

7.80 (1.40) 7.43 (1.78) p=0.009

家庭開心指數
Family Happiness Index (0-10)

7.42 (1.80) 7.17 (2.02) p=0.126

個人開心指數
Personal Happiness Index (0-10)

7.14 (1.81) 6.80 (2.05) p=0.047

父親身份在「家庭開心指數」
和各項目的表現皆比母親理想，
而母親則較多使用五種愛的語
言。
父親於「個人開心指數」和
「家庭資源」的較高分表現具
統計學上的意義。

Fathers perform better in 
Family Happiness Index and 
other areas, while mothers 
perform better in ‘5 Love 
Languages’. 
Fathers’better performance 
in ‘Personal 
Happiness’and‘Family
Resour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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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跟「家庭開心指數」和各項目的關係 (N=1,633)
How Income Relates to Family Happiness Index and Other Items

57

N=1,633
$0-14,999
(N=609)

$15,000-29,999
(N=567)

$30,000-59,999
(N=346)

$60,000-100,000或以
上

(or above) (N=108)
p-value

心理資本
Mental Capital (0-40)

27.03 (7.10) 27.42 (6.04) 28.72 (5.74) 30.66 (4.58) p<0.001

五種愛的語言
Five Love Language (0-25)

12.13 (4.51) 12.69 (3.90) 13.02 (4.45) 13.75 (4.42) p= 0.002

家庭團結
Family Solidarity (0-40)

27.73 (8.13) 28.19 (6.38) 29.42 (6.48) 30.51 (5.98) p<0.001

家庭資源
Family Resources (0-10)

6.97 (1.89) 7.32 (1.50) 7.84 (1.47) 8.25 (1.30) p<0.001

疫情對家庭的影響
Impacts of COVID-19 to Family (0-10)

6.02 (2.23) 5.76 (1.96) 5.00 (2.29) 4.16 (2.09) p<0.001

整體疫情影響
Overall COVID-19 Impacts (0-10)

6.35 (2.75) 5.96 (2.47) 4.90 (2.74) 4.11 (2.76) p<0.001

家庭成員身體健康
Family Physical Health (0-10)

6.92 (2.02) 7.34 (1.48) 7.54 (1.48) 7.59 (1.30) p<0.001

家庭成員精神健康
Family Mental Health (0-10)

6.68 (2.17) 6.97 (1.70) 7.23 (1.77) 7.20 (1.56) p<0.001

家庭開心指數
Family Happiness Index (0-10)

6.63 (2.14) 7.10 (1.74) 7.20 (1.93) 7.65 (1.47) p<0.001

個人開心指數
Personal Happiness Index (0-10)

6.37 (2.19) 6.51 (1.91) 6.90 (1.95) 7.27 (1.59) p<0.001

**Significant at 1% level; *significant at 1% to 5%

社會混亂

財務不安全
社會隔離

時間推移

家庭照顧者身心健康

父母壓力
抑鬱

心理困擾

兒童適應
情緒問題

功能性行爲問題

既存的家庭風險
經濟困難，種族主義及邊緣化,家庭照顧者/
兒童心理健康和特殊需要，家庭功能失調

COVID-19 疫
情

家庭韌性

個人韌性

社會政策

常規社會政策
COVID-19社會政

策

- +風險因素 保護因素

沟通

信念组织

家庭繫统

夫妻子繫統

兄
弟
姊
妹
子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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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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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下的家庭幸福模型

(Adapt from: Prime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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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瞭解不同形式家庭的影響
2. 在家庭中建設性地使用資訊技術
3. 反思強調成就的社會中的社會社会资本
和家庭社会资本

4. 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 …>導致家庭和諧
5.建立家庭團結 …>導致社會團結
6. 促進家庭心理健康
7. 促進COVID-19下的家庭復原力

反思要點

感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