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作為致力促進香港婦女福祉和權益的中央機制，婦委會自2001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倡議
性別主流化為達致性別平等的主要策略。性別主流化是指在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
劃、以及它們的各個層面中，納入性別觀點和需要。故此在分析現時情況時，需要有系
統及科學化地收集和分析按性別分類的數據，以達致性別主流化。

為此，婦女事務委員會很高興推出2017年版《香港女性統計數字》。本冊子輯錄有關香
港女性和男性的主要統計數字，並展示香港婦女現況和發展趨勢。

《香港女性統計數字》於2007年首次編印，至今推出第六版，繼續就香港女性狀況的演
變與發展，為大眾提供簡便而全面的參考。本冊子以鮮明易讀的方式，羅列以下十個範
疇所得數據：

·人口
·婚姻與家庭
·教育
·就業
·健康
·社會及政治參與
·社會保障及福利
·暴力及罪行
·資訊科技使用情況
·國際比較

性別分類數據對制訂切合兩性需要的政策至為重要，也有助監察和評估婦女在各方面的
轉變。婦女事務委員會希望本冊子能幫助婦女調查研究，並能讓關心婦女事務的人士對
香港女性的狀況有更深入的認識，推動社會對婦女議題多加反思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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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

1.1	 人口金字塔

1.2	 性別比率

若比較2007年和2017年的人口金字塔，可見該段期間人口持續老化。2017年，在20至69歲和75歲

及以上的年齡組別中，女性普遍多於男性。

過去十年，男性對女性的人口比率持續下降。這是由於大量中國內地女性單程通行證持有人來港，

以及為數不少的女性外籍家庭傭工來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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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性別劃分的持單程通行證來港人數

從中國內地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中，女性人數較男性為多，因這些女性來港與丈夫團聚。

1.4	 按性別劃分的外籍家庭傭工(1)人數

由2008年至2016年，女性外籍家庭傭工的人數增加了約94 000人，男性外籍家庭傭工的人數則增加

約1 300人。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男 4 100 4 253 4 453 4 718 4 904 5 003 5 086 5 292 5 435 

女 252 497 263 525 281 228 295 243 307 491 315 985 325 564 335 088 346 078

註釋：(1)	數字為該年年底獲准以外籍家庭傭工身分有限期逗留在港人士的數目。

資料來源：	入境事務處



4     人口

1.5	 按性別及居住情況劃分的居住於家庭住戶的	
	 人數百分比(1)

1996至2016年間，男女的居住情況都有所改變，尤其是獨居女性的比例，由1996年的3.3%，穩步

增加至2016年的6.3%；獨居男性的比例，也由1996年的5.8%，輕微增加至2011年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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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婚姻
2.1.1	 按性別及婚姻狀況劃分的15歲及以上人口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1)

2.1.2	 按婚姻狀況劃分的15歲及以上女性人數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1)

女性喪偶/離婚/分居的人數及比例在過去十年間上升。

在2006及2016年，女性喪偶/離婚/分居人數均較男性多，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因女性壽命較長及男

性離婚/分居人士的再婚率較高。

6     婚姻與家庭



2.1.3	 按性別劃分的初婚年齡中位數

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由2006年的28.2歲，穩定地上升至2016年的29.4歲 。

2.1.4	 按性別劃分的粗結婚率

男性和女性的粗結婚率(即每千名年中人口的結婚數目)自2012年大致呈下跌趨勢，但在2014年微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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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按婚姻類別劃分的結婚宗數

2016年男女一方或雙方屬再婚的結婚宗數佔全部婚姻數目的34.7%。

8     婚姻與家庭



2.1.6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跨境婚姻宗數(1)(2)

香港女性和中國內地男性結婚佔所有跨境婚姻的比例，在過去十年間持續上升 。

香港女性統計數字2017     9



2.1.7	 粗離婚率

粗離婚率(即每千名年中人口的獲頒離婚判令數目)在近年下跌。

2.1.8	 按性別劃分的單親人士數目(1)

女性單親人士的數目在過去20年遠超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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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至24歲女性的生育率呈下降趨勢，而30至44歲女性的生育率則呈上升趨勢。

2.2	 家庭及生育
2.2.1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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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

過去十年，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由29.2歲上升至31.4歲。

2.2.3	 總人口、15至49歲女性及0至14歲人口的趨勢

自1970年代起，0至14歲的年輕人口出現下降趨勢。自1990年代後期，15至49歲女性人數保持平

穩。2040年代起，預測整體人口會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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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圖表中的戶主率，按年齡組別和性別顯示住戶戶主數目比對家庭住戶人口的比率。2006至2016

年間，50歲及以上女性的戶主率增加。

2.3	 戶主
2.3.1	 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戶主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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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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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	
	 男女學生百分比

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高等教育課程的學生中，女生仍然比男生為多。女生在2016/17學

年佔所有學生的百分比為53.7%。

2016年，15歲及以上的女性人口中，78.6%具中學及以上的教育程度，男性則有84.5%。與2006年

相比，具中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人數在2016年增加24.2%，男性則增加12.6%。

3.1	 按性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15歲及以上人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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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修課程度及性別劃分的修讀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資助課程的學生人數

修課程度 性別
學生人數(1)

2006/07 2016/17

副學位課程(2)

女
6 346

(65.3%)
2 549

(51.6%)

男
3 375

(34.7%)
2 392

(48.4%)

學士學位課程

女
27 831
(53.0%)

45 789
(54.6%)

男
24 682
(47.0%)

38 149
(45.4%)

研究院修課課程(2)

女
2 673

(57.3%)
2 006

(62.5%)

男
1 995

(42.7%)
1 206

(37.5%)

研究院研究課程

女
2 413

(42.2%)
3 167

(41.9%)

男
3 303

(57.8%)
4 400

(58.1%)

合計

女
39 263
(54.1%)

53 511
(53.7%)

男
33 355
(45.9%)

46 147
(46.3%)

總計 72 618 99 658

註釋：(1)	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在該學年各修課程度內的女性及男性學生分別所佔的百分比。
	 	(2)	根據政府政策，大部分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在2005/06至2007/08的3年期逐步改以自資方式運作。	
	 						因此，教資會資助副學位課程和研究院修課課程的學生數目相對有所減少。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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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6/17學年按學科類別劃分的修讀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資助課程的男女學生百分比

在2016/17學年，修讀下列科目的女生人數比男生人數為多，包括：教育科(72.7%)、文科和人文科

學科(72.5%)、護理科(66.8%)、社會科學科(64.2%)、牙科(59.7%)、商科和管理科(59.3%)及醫科

(51.1%)。

3.5	 2016/17學年按職員類別劃分的大學教育資助	
	 委員會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的男女全職人員	
	 百分比(1)

在2016/17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中以綜合撥款支付全部薪金的全職人員共20 588

名，其中10 497名為女性(51.0%)。女性在高級教學人員中佔16.9%，在初級教學人員中佔32.9%。

另一方面，較多非教學人員由女性出任(61.3%)。

18     婚姻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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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2006年的49.3%，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50.7%。反觀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

率，則由2006年的70.9%，下降至2016年的68.6%。

除20至24歲的年齡組別外，各年齡組別的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均較男性的為低。

4.1.2	 2016年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4.1	 勞動人口參與
4.1.1	 按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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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女性教育程度愈高，勞動人口參與率也愈高。

4.1.3	 2016年按教育程度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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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按婚姻狀況、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22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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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婚姻狀況，40歲及以上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均大幅上升。

24     就業



在2016年，女性擔任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的比例較男性高。然而，擔任經理及行政

級人員、專業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女性比例至2016年也普遍上升。

4.1.5	 按職業劃分的男性及女性就業人數百分比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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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按行業劃分的男性及女性就業人數百分比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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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按選定行業(按香港標準行業分類2.0版)及職業劃分的男性及	
	 女性就業人數百分比(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a)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1)

相比2011年，女性在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擔任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於

2016年上升，但擔任專業人員的比例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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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製造業(1)

女性在製造業擔任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較低。

28     就業



(c)  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1)

女性在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擔任專業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在過去五年間上

升，但擔任經理及行政級人員的比例則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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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零售、住宿(1)及膳食服務業(2)(3)

除非技術工人外，女性在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擔任各職業的比例在過去五年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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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按性別劃分的選定專業人員數目

各個界別女性專業人員數目不斷上升。例如女性註冊會計師、持有執業證書的律師和註冊醫生人數

在過去十年持續上升，但具專業資格的女性工程師的數字仍然偏低。

(a) 註冊會計師(1)

(b) 持有執業證書的的律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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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註冊醫生(3)

(d) 具專業資格的工程師(4)

32     就業



(a) 按主業所屬職業及性別劃分

雖然女性和男性在一些職業組別如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和文書支援人員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大致相若，但在其他職業組別的差別則較大。

4.2	 就業收入
4.2.1	 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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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教育程度及性別劃分

教育程度 年份
中位數 (港元)

女 男

未受教育 / 學前教育
2006 4,500 7,000

2016 8,000 10,500

小學
2006 5,400 8,500

2016 8,800 12,500

初中(1)
2006 6,000 9,000

2016 9,800 14,000

高中(2)
2006 9,000 11,000

2016 13,000 15,800

專上教育 - 非學位(3)
2006 12,000 15,000

2016 15,000 18,000

專上教育 - 學位
2006 20,000 25,000

2016 25,000 32,000

合計 

2006
9,300 11,500

10,500(4)

2016
14,000 18,000

16,000(4)

綜觀所有教育程度，女性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都較男性為低。

註釋：	(1)	包括所有中學的一至三年級。		 	 	
	 (2)	包括所有中學舊學制的四至七年級及新學制的四至六年級或同等程度、毅進計劃/毅進文憑以及工藝程度教育。
	 (3)	包括本地及非本地教育機構的證書、文憑、高級證書、高級文憑、專業文憑、副學士、副學士先修、增修證書、	
	 					院士銜及其他非學位課程。	 	 	 	
	 (4)	數字指所有就業人士（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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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主業所屬行業及性別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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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按性別及教育程度劃分的僱員(1)每小時工資中位數

在相同教育程度下，男性僱員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一般較女性僱員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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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按性別及職業組別劃分的僱員(1)每小時工資中位數

除文書支援人員外，相同職業的男性僱員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均較女性僱員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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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性別
1998

5月至6月
2001

4月至6月
2002

4月至6月
2003

1月至3月
2004

2月至3月
2005

1月至3月
2008

7月至9月
2009

7月至9月
2010

7月至9月

女 17.9 31.3 38.9 49.1 49.2 55.5 54.4 44.1 39.8

男 115.7 145.1 148.7 176.9 186.2 173.4 158.2 144.1 130.3

總計 133.5 176.3 187.6 226.0 235.4 228.9 212.6 188.2 170.1

註釋：	(1)		指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中國內地工作而在統計時從事的工作職位仍需其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

在內地工作的女性人數一直比男性少。

4.3.2	 2016年按以前從事行業劃分的失業男性及女性百分比

比較各個行業，女性佔以前從事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及零售、住

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失業人士的比例較高。

4.3	 就業情況
4.3.1	 按性別劃分的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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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按性別劃分的失業人數

4.3.4	 2016年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失業率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女性失業人數一向較男性失業人數少。2016年在30-39歲及40-49歲的年齡組別，女性的失業率較男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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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按性別劃分的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人數

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女性僱員一直多於男性僱員。2009年，其性別比率為1 000名女性對553名男

性。

料理家務/在家照顧兒童、長者或傷病成員是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女性僱員沒有工作較長時數的主

要原因，而男性僱員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工作量不足。

4.3.6	 2009年4月至6月按性別及沒有工作較長時數的主要原因	
	 劃分的從事部分時間制工作的僱員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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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按性別劃分的自僱人士數目

過去十年，自僱女性的人數雖有上升趨勢，但始終較男性為少。

大部分的全職料理家務者為女性。

4.3.8	 按性別劃分的全職料理家務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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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2016年按性別及成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的原因劃分的	
	 15歲及以上非從事經濟活動人數百分比

2016年2 500 800位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中，1 587 400(63.5%)為女性及913 400(36.5%)為男性。

料理家務是女性成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的主要原因，所佔百分比大大高於男性。男性成為非從事

經濟活動人士的主要原因則是退休/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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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按性別劃分的嬰兒死亡率

比較2006年及2016年，女性及男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分別上升了1.8及1.9年，顯示在該段期

間，人口的健康情況改善。

女嬰和男嬰的死亡率近年都持續偏低。

5.1	 按性別劃分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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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按主要死因及性別劃分的登記死亡人數
主要死因(1)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惡性腫瘤 5 157 7 682 5 245 7 831 5 305 7 936 5 403 7 933 5 655 7 934 5 580 8 223 5 971 8 345 5 762 8 447

肺炎 2 436 2 876 2 736 3 078 2 852 3 359 3 277 3 683 3 140 3 690 3 464 4 038 3 781 4 223 3 899 4 394

心臟病 3 070 3 344 3 157 3 479 2 981 3 353 2 885 3 398 2 624 3 210 2 895 3 510 2 841 3 349 2 805 3 396

腦血管病 1 679 1 764 1 728 1 695 1 630 1 709 1 596 1 680 1 595 1 657 1 619 1 717 1 588 1 671 1 558 1 666

疾病和死亡的
外因 749 1 189   657 1 207 577 990 585 1 069 658 1 202  659 1 175  714 1 279 637 1 176

5.4	 2016年按性別劃分的十大死因的年齡標準化	
	 死亡率(1)

惡性腫瘤(癌症)仍然是女性和男性的頭號殺手，其次為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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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最常見的十種癌症中，乳腺癌是婦女罹患人數最多的癌症，其次是大腸癌和肺癌。最多男性

罹患的癌症則是肺癌，其次是大腸癌和前列腺癌。

2013年，年滿60歲及以上的殘疾婦女人數遠多於男性。

5.6	 2013年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殘疾人士數目(1)

5.5	 2015年按性別劃分的十大常見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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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按性別劃分的習慣每日吸煙人士數目(1)

男性吸煙人士數目一直遠多於女性，但女性吸煙人士數目自2003至2015年一直維持在約100 000

人。

5.8	 按性別劃分的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數目

被呈報吸食毒品的男性及女性人數在2006至2016年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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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按性別劃分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新呈報	
	 個案宗數

自2006年起，感染愛滋病病毒的男女人數均見上升。在過去十年間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和愛滋病新呈

報個案中，男性感染者的數目較女性為多。

(a) 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

(b) 愛滋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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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按性別劃分的報稱患有骨質疏鬆症的人士數目

報稱患有骨質疏鬆症的女性人數及百分比均較男性高。

5.11	 2016年按性別劃分以為香港的華裔成年人而定	
	 的體重分類編製的體重指標

超重或肥胖的女性百分比(30.5%)較男性的(48.2%)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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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按性別劃分的民選立法會議員人數(1)

6.1	 按性別劃分的行政會議成員人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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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按性別劃分的立法會選舉已登記選民及	
	 投票人士數目

2008至2016年間，女性登記選民及投票人數增加。男性也出現同樣情況。

6.4	 按性別劃分的民選及政府委任(1)

	 區議會議員人數(2)

歷年來女性當選區議員的人數有所增加，但女區議員的比例仍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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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男性及女性公務員百分比(1)	(2)	(3)

女性公務員的百分比由2006年的33.7%上升至2016年的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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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男性及女性首長級公務員百分比(1)	(2)

女性首長級公務員人數由2006年的348人，大幅增至2016年的470人，增幅為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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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女性委任成員百分比(1)

女性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百分比由2006年的26.0%上升至2016年的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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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按性別劃分的義工運動登記義工人數(1)	(2)

女性登記義工的人數一直多於男性，佔登記義工總人數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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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領取綜援的人數整體比男性多。領取綜援的女性和男性數目由2006年起穩步下降。

就領取綜援人士的類別而言，單親個案的性別差距最為明顯，當中女性領取綜援的人數遠多於男

性。

60     社會保障及福利



7.3	 按性別劃分的領取公共福利金的人數

(a)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廣東計劃(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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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領取公共福利金的人數一般比男性多。2016年領取公共福利金的女性及男性數目分別為 

452 893 人及382 369人。

(b) 傷殘津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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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2016年按施虐者與受害人關係劃分的新呈報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百分比

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受害人大多被配偶虐待，數字佔所有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的71.0%。

過去十年新呈報的虐待配偶/同居情侶個案中，女受害人數較男性多。

8.1	 家庭暴力
8.1.1	 按受害人性別劃分的新呈報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個案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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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按受害人性別劃分的非禮案件舉報數字

與2006年的數字(1 240人)比較，2016年涉及女性受害人的強姦和非禮案件的女受害人數下跌(1 030

人)。

8.2	 性侵犯
8.2.1	 強姦案件舉報數字

香港女性統計數字2017     65



與2006年比較，雖然犯罪被捕的女性人數減少，其比例由2006年的25.1%上升至2016年的29.2%。

8.3	 罪案
8.3.1	 按性別劃分的犯罪被捕人士數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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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2016年按暴力罪案類別劃分的男性及女性暴力罪案	
	 受害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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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按投訴人性別劃分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接獲而	
	 調查的性騷擾投訴數字

過去十年須予調查的性騷擾投訴，大部分是由女性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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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自殺率一直高於女性。

8.5	 按性別劃分的自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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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資訊科技使用情況

9.1	 按性別劃分的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	
	 人士數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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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按性別劃分的擁有手提電話(包括智能手機)的
	 10歲及以上人士數目(1)(2)

曾使用互聯網及擁有手提電話(包括智能手機)的百分率在過去數年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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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指數透過生殖健康、充權及勞動市場三個範疇綜合量度性別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指數數

值越低表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程度越低。2015年香港在這項指數的數值稍次於南韓及新加坡，和排

名第14的奧地利相若。

10.1	 2015年選定國家/地區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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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事務委員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01年1月成立婦女事務委員會，作為專責促進本港婦女福祉和

權益的高層次中央機制。

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使命為：

「促使女性在生活各方面充分獲得應有的地位、權利及機會。」

為實踐這項使命，婦女事務委員會採取三管齊下的策略，從提供有利環境、增強婦女能

力和公眾教育三方面進行工作。

如欲取得更多關於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資料，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址：www.women.gov.hk
或電郵至：women@lw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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