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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簡要結果  
 

政府統計處處長歐陽方麗麗致辭全文  
 

二零一二年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正記者會  
 
各位先生、女士：  
 
簡介  
 
1.  大家好。歡迎各位蒞臨這個記者會。這個記者會的

目的是發表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簡要結果。  
 
2.  相信大家仍會記得，為期三十四天的二零一一年人

口普查資料搜集工作，已於去年六月三十至八月二日期間

進行。在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中，政府統計處首次以多模

式的資料搜集方法進行人口普查。住戶對新引入的自行填

報方式反應甚為熱烈，全港有超過一半的住戶透過自行填

報方式遞交郵寄問卷或在網上完成電子問卷。政府統計處

隨後透過統計員以面談訪問方式跟進餘下的住戶。整體而

言，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回應率十分理想。我特在今日

這場合向全港的住戶對人口普查工作的支持和合作表示謝

意。  
 
3.  現由我發表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主要結果。  
 
人口數目  [投影片 2 至 3]  
 
4.  根據「居住人口」的定義編製的香港人口，於二零

一一年六月底的數目為 7 071 576 人。其中 6 859 341 人為

常住居民，而 212 235 人為流動居民。  
 
人口特徵  [投影片 3 至 8]  
 
5.  在過去十年，本港人口持續老化。年齡中位數由二

零零一年的 36.7 歲升至二零零六年的 39.6 歲，並進一步上

升至二零一一年的 41.7 歲。這是由於出生率和死亡率持續

處於低水平所致。將二零零一年和二零一一年的人口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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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作比較，可見二零一一年的金字塔底部收窄，原因是十

五歲以下兒童的比例下降。金字塔的頂部則擴闊，但隨着

於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時年齡介乎五十五至六十四歲的戰

後嬰兒繼續老化，可預期金字塔的頂部在未來數年會進一

步膨脹。  
 
6.  性別比率低於一千水平，由二零零一年的每 960 名

男性相對一千名女性，下跌至二零一一年的每 876 名男性

相對一千名女性，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相對應的性別比率

分別為 1 012 及 939。  
 
7.  至於婚姻狀況，在二零一一年 28.1% 的二十歲及以

上男性人口是從未結婚，較二零零一年的 27.8% 輕微上

升。女性人口從未結婚的比例則由二零零一年的 24.4% 上
升至二零一一年的 25.4%。  
 
8.  在分析婚姻狀況時，必須考慮年齡結構的影響。儘

管整體從未結婚的比例只有輕微的變動，但男性及女性於

適婚年齡組別 (即二十至四十九歲 ) 從未結婚的百分比於二

零零一年與二零一一年期間卻顯著增加，分別由 39.3%及

34.0%上升至 46.8%及 38.9%。不過在最近五年這方面的增

加卻有所放緩。  
 
9.  在本港人口中，約 93.6% 為華人。而在本港的非華

裔人士中，則以印尼裔及菲律賓裔人士居多，各佔人口的

1.9%，大多數為外籍家庭傭工。  
 
10.  廣州話是家中最常用的語言，大約 89.5% 的五歲及

以上人口在家中以廣州話交談。另外有 6.3% 的人口報稱能

說這方言。在二零一一年，大約 1.4% 的人口以普通話為最

常用的語言，較二零零一年的 0.9% 略高。此外，尚有約

46.5% 的人口報稱能說普通話，與二零零一年比較大幅上升

約 13.2 個百分點。  
 
教育  [投影片 9 及 10]  
 
11.  本港人口的教育程度普遍有所提高。曾接受中學或

以 上 教 育 的 十 五 歲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例 ， 由 二 零 零 一 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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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增加至二零零六年的 74.6%，並進一步增加至二零一

一年的 77.3%。而曾修讀專上教育的學位課程的人口比例，

亦由二零零一年 12.7% 顯著增加至二零零六年的 15.4% 及
二零一一年的 18.0%。  
 
12.  在 本 港 院 校 就 讀 全 日 制 課 程 的 學 生 中 ， 約 有

56.6% 是在其居住的地區內上課。約 29.1% 的學生是步行上

學的。在跨區就讀的學生當中，有不少是在新市鎮內居

住。  
 
經濟特徵  [投影片 11 至 13]  
 
13.  雖然勞動人口參與率由二零零一年的 61.4%，下降至

二零一一年的 59.7%，但勞動人口數目由二零零一年的

3 437 992 人增至二零一一年的 3 727 407 人，這主要是由於

人口數目增加及人口的年齡和性別結構轉變所致。  
 
14.  在二零一一年，工作人口的每月主業收入中位數為

港幣 11,000 元，較十年前增加了 10%。  
 
15.  任職經理、行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的

工作人口比例由二零零一年的 31.6% 增加至二零一一年的

約 36.2%。相反，從事工藝及有關人員的比例，則由二零零

一年的 9.9% 下降至二零一一年的 7.4%。  
 
16.  「 進 出 口 、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 為 本 港 最 大 的 經 濟 行

業，從業員人數佔工作人口約 22.7%。「公共行政、教育、

人類醫療保健及社工活動」則為第二大經濟行業，從業員

人數佔工作人口 14.5%。  
 
住戶  [投影片 14 至 16]  
 
17.  在過去十年間，家庭住戶數目由 2 053 412 個增加至

2 368 796 個，增幅為 15.4%。由於家庭住戶數目比人口的

增長快，所以平均每戶人數由 3.1 人下降至 2.9 人。  
 
18.  隨着人口老化、結婚及其他人口的趨勢，家庭住戶

的結構亦起了變化。在過去十年間，有更多的家庭住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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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夫婦所組成或只是由父或母親及未婚子女所組成。兩

者所佔的比例分別由二零零一年的 13.2% 及 9.9%，上升至

二零一一年的 15.0% 及 11.9%。單人住戶所佔的比例亦由二

零零一年的 15.6% 上升至二零一一年的 17.1%。相反，由夫

婦及未婚子女所組成的家庭住戶的比例由二零零一年的

43.1% 下跌至二零一一年的 39.4%。  
 
19.  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數為港幣 20,500 元，較十年

前上升了 9.6%。   
 
房屋  [投影片 17 至 20]  
 
20.  3 640 206 人是居於私人永久性房屋，居於公營租住

房屋的有 2 092 638 人，而居於資助自置居所房屋的則有

1 205 391 人。在 1 233 595 個擁有自置居所的家庭住戶中，

60.1% 是沒有按揭供款或借貸還款需要支付。要支付按揭供

款或借貸還款的住戶每月付款中位數為 7,000 元，而按揭供

款及借貸還款與收入比率中位數為 19.6%。至於居於自置私

人永久性房屋的住戶，他們每月付款的中位數及相對收入

比率的中位數分別為 8,000 元及 20.0%。  
 
21.  租戶的月租中位數約為 1,600 元，租金開支處於較低

水平的原因是有大部分租戶是在公營租住房屋內居住。租

住私人住宅單位 (即多層住宅樓宇內的房屋單位 )的住戶在房

屋的開支較高，其月租中位數為 7,500 元，相對收入比率的

中位數為 25.7%。  
 
分區特徵  [投影片 21 至 23]  
 
22.  在過去十年，人口分布持續變動。十年前，港島、

九 龍 及 新 界 的 居 住 人 口 比 例 分 別 為 19.9% 、 30.2% 及
49.8%，但現已改變為 18.0%、29.8% 及 52.2%。  
 
23.  隨著新市鎮的發展，新界很多地區，如離島區、西

貢區及元朗區，在過去十年均錄得顯著的人口增幅。同

時，灣仔區、黃大仙區、東區等區的人口則有所減少。  
 
24.  在所有區議會分區中，以十五歲以下年輕人佔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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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比例而論，最高者為離島區。離島區的年齡中位數

為 39.1，在全港各區中是第二最低，略較元朗區的 38.6 為
高。以六十五歲及以上人口比例而論，最高者則為黃大仙

區。該區的年齡中位數為 44.5，是全港各區最高。  
 
25.  男性和女性勞動人口參與率最高為西貢區。男性勞

動人口參與率最低的是深水埗區，女性勞動人口參與率最

低的則是黃大仙區。  
 
總結   
 
26.  其他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結果概要已載錄於今日

出版的《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簡要報告》報告書及《二零

一一年人口普查主要統計數字》單張內。兩者皆可在政府

統計處網站內免費下載。政府統計處將於今年稍後陸續分

批發表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詳細結果，其中包括一系列

人口分組如長者及新來港人士等的主題性報告及一份有關

住戶收入分布的主題性報告。  
 
27.  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資料會廣泛應用在

政府的規劃及政策制訂工作上，尤其是教育、房屋、交

通、醫療、社會服務等各個範疇，而商界和市民亦可利用

這些統計資料，作多方面的用途。  
 
 
28.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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