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統計處處長何永煊先生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記者會上簡報 
香港人口推算 2004–2033 的致辭全文 

 
 
 
各位先生、女士： 
 
1. 政府統計處每隔兩三年會就香港人口作出推算。在每次人口普查或中

期人口統計之後會進行編製人口推算，而在兩或三年之後，會就最新數據進

行分析，並視乎需要，更新推算。上一套的人口推算於二零零二年五月發表，

涵蓋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三一年的三十年。新一套人口推算，涵蓋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三三年，經已編製完成。 
 
2. 人口推算資料，是為政府在教育、房屋、交通、社會服務、醫療衞生

服務及基本建設等各方面的規劃工作，提供共同基礎。推算結果亦為私人機

構廣泛應用。 
 
3. 《香港人口推算 2004–2033》的刊物內載列了推算結果，並說明推算

方法及假設。該刊物於今日開始發售。 
 
 
推算方法 
 
4. 香港人口以「居港人口」量度。「居港人口」包括「常住居民」及「流

動居民」。簡單來說，「常住居民」是指所有時間或大部分時間在港的居民，

而「流動居民」是指只有小部分時間在港的居民。 
 
5. 較嚴謹的統計定義是，「常住居民」指兩類人士：（一）在統計時點

之前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三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六個月內，

在港逗留最少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

港；及（二）在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 
 
6. 至於「流動居民」，是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

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六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一個

月但少於三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 
 
7. 人口推算採用的方法為「組成部分法」，是國際間普遍使用的方法。

按照這方法，先將某基準年的人口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然後結合不同的生育

推算、死亡推算及人口遷移推算，逐年向前推算，直至推算期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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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編製人口推算的起點為二零零三年的人口情況。關於生育、死亡及人

口遷移的假設，是經過使用統計模型方法研究香港社會及經濟情況的過往趨

勢及近期發展後訂定。若有涉及政府政策之處，在編製推算時，假設現行政

策維持不變。例如，目前每日有 150 個單程通行證持有人從中國內地來港名

額的政策，假設於推算期內會繼續生效。 
 
 
推算假設 
 
9. 香港的生育水平，在過去二十年明顯持續下降。生育水平以「總和生

育率」顯示，即每一千名婦女在一生中生產子女的數目。過去二十年間，總

和生育率由一九八三年的每千名女性相對 1 722 名嬰兒顯著下跌至二零零三

年的每千名女性相對 925 名嬰兒。與生育率低的已發展經濟地區經驗比較，

香港的下降幅度非常顯著。香港現時的生育水平已經較其他低生育率的地區

如日本及德國低很多。根據推算，總和生育率推算由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

年維持每千名女性相對 925 名嬰兒，然後逐漸回升至二零一一年的 993 名嬰

兒，並在其餘的推算年份保持在該水平。 
 
10. 香港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死亡率持續下降，相應地平均預期壽命上升。

在二零零三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為 78.6 年，而女性則為 84.3 年。

與其他經濟地區比較，香港的死亡率處於一個甚低的水平。醫學的持續進步

及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可能會令死亡率再下降，雖然其下跌速度將會放

緩。根據推算，在二零三三年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上升至 82.5 年，

女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則上升至 88 年。 
 
11. 香港人口的近期居住和流動形態，是擬定人口淨遷移假設的基礎。 
 
12. 生育、死亡及人口遷移的假設，有一定程度的不肯定性。故這些假設

在每兩至三年進行的人口推算中，以向前滾動形式作出修訂。 
 
 
推算結果 
 
13. 「居港人口」推算由二零零三年年中的 680 萬增加至二零三三年年中

的 838 萬，平均每年增長率為 0.7%。每年人口增長率會由二零零四年年中

的 0.6%增加至二零一一年年中的 0.9%。然而，由於人口老化而導致死亡人

數增加，每年增長率將隨後下降至推算期末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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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居港人口」中，「常住居民」數目推算從二零零三年年中的 662
萬上升至二零三三年年中的 802 萬，平均每年增長率為 0.6%。至於「流動

居民」，其數目則從 18 萬 5 千人增加至 36 萬 5 千人，平均每年增長率較快，

為 2.3%。這主要由於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愈趨密切，令香港居民更

多時間在內地工作及停留的趨勢增加。 
 
15. 預期未來的人口將持續老化。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推算將由二

零零三年的 11.7%顯著上升至二零三三年的 27%。在期間，比例的上升在二

零一五年前比較慢(該年的比例為 14.3%)，之後，比例的上升速度將快得多。

與此同時，十五歲以下人口的比例將由二零零三年的 16%逐漸下跌至推算期

末的 11%。 
 
16. 年齡中位數的上升也可反映人口老化的趨勢，預計年齡中位數會由二

零零三年的 38 歲升至二零三三年的 49 歲。 
 
17. 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亦可從總撫養比率顯示出來。這是一個反映

年齡結構的人口指標，定義為十五歲以下和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數目與每千

名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相對的比率。該比率推算將由二零零三年的 378，稍

跌至二零一一年的 334，然後持續上升至二零三三年的 598。 
 
18. 人口的性別比率（即男性數目相對每千名女性的比率）將由二零零三

年的 939 顯著下跌至二零三三年的 698。然而，不同年齡組別的性別比率互

有異差，尤其是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的年齡組別，因受大多屬年輕女性的外籍

家庭傭工所影響。此外，單程通行證持有人持續流入，而其中有很多是香港

男士居住在內地的妻子，亦是相關因素。根據撇除外籍家庭傭工的數據，人

口的性別比率會較高，但仍會由二零零三年的 997 下降至二零三三年的

749。內地妻子遷入香港及女性較男性長壽，是主要的原因。 
 
19. 人口數目的變化涉及增長及減少因素。增長來自出生以及人口遷入，

而減少則源自死亡以及人口遷出。 
 
20. 根據推算，出生人數每年保持約 4 萬 6 千人。 
 
21. 死亡人數從每年的 3 萬 7 千人上升至推算期末的每年 7 萬 1 千人。雖

然人口愈趨長壽（即死亡率下降），但老年人口所佔比例增加是引致死亡人

數上升的主要原因。 
 
22. 根據推算，至二零一六年左右，每年死亡的人數將超過每年出生的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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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二零零三年年中至二零三三年年中的整個推算期計算，香港的整體

人口將增加 158 萬，人口自然增長為負數（死亡多於出生 16 萬人），而香

港居民人口淨遷移人數（即移入減移出）為淨移入 174 萬。 
 
24. 單程通行證持有人的移入及出生均是整體人口增長的重要元素。單程

通行證持有人的移入與整體人口增長的比率為 104%，而出生人數與整體人

口增長的比率為 88%。此外，不計算上述單程通行證持有人的移入，淨遷移

將為淨移入 10 萬人士，與整體人口增長的比率為 6%。 
 
25. 與此同時，死亡抵銷部分增長。死亡人數與整體人口增長的比率為

98%。 
 
26. 人口金字塔圖是一個通常用來簡明地展示人口結構的圖表。把二零零

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二三年和二零三三年的人口金字塔一同展示，可以

方便比較。在較低的年齡組別，男性數目稍微比女性多，這與男性的出生數

目比女性為多的生物學現象有關。由於在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大多為女性，

加上持單程通行證到港定居的人士中，女性佔頗高的百分比，所以在中間的

年齡組別，女性數目比男性多。至於在較高的年齡組別，則女性的平均預期

壽命比男性長。 
 
27. 與上一套人口推算比較，人口總數有所調低。調整幅度於推算期的首

三至五年間，為 2–3%左右。至推算期末，由原數字 2031 年的 872 萬調低至

832 萬，約 4.5%。 
 
28. 人口推算對不同的數據使用者有不同的用途。數據使用者可能需要就

人口的某些組成組別進行分析及研究。例如，有些研究只涵蓋常住居民;有

些則需要扣除外籍家庭傭工。以上的簡介只展示人口推算的整體狀況，不同

的數據使用者，特別是不同的政府部門，可能需要以基本的推算為基礎而作

更詳細計算，統計處會提供所需服務。 
 
 
人口推算的結果對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工作的影響 
 
29. 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在二零零三年二月發表報告書之前，已詳細研究當

時的人口推算，並認定香港在人口趨勢及特徵上面對的主要問題和挑戰。專

責小組的報告書內載列了這些建議。 
 
30. 自從發表了報告書後，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通力合作，已就專責小組

所有建議進行妥善的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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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統計處的最新人口推算確定了一些早前認定的人口趨勢，例如老

化和低生育率的情況持續。  
 
32. 專責小組報告指出，政府會每年檢討有關決定和計劃的推行情況，以

便每兩至三年發表最新報告一次。最新的一套人口推算以及其相關的資料，

將會是專責小組進行更多研究及考慮的依據。 
 
33. 專責小組將會委託進行詳細研究，並公開發布研究和分析的結果，以

便與立法會及公眾一同掌握足夠資料，討論人口政策面臨的挑戰及制訂可

行的政策以應付這些挑戰。而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在制訂政策時要顧及香

港長遠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家庭價值觀及社區各界別的期望。 
 
34. 各位對人口推算有任何問題，我和在座的同事會樂於解答。 
 
35.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