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成人被訪者匱乏狀況

第一期 第二期
轉變 百分比

數目 百分比 數目 百分比

飲食和服裝

1. 每日三餐 11 0.9% 8 0.5%  ‐0.3%

2. 每天有新鮮的水果或蔬菜 17 1.3% 17 1.2%  ‐0.2%

3. 在特別的日子可以吃到新鮮 /冷藏的

家禽 (如農曆新年 ) 
25 2.0% 29 2.0% - 0.0%

4. 每年有一至兩件新衫 29 2.3% 52 3.5%  1.2%

5. 足夠的禦寒衣服 6 0.5% 10 0.7%  0.2%

6. 可以有一套體面的衣服 (如見工、慶

祝農曆新年時穿著 ) 
28 2.2% 50 3.4%  1.2%

醫療、牙齒及眼睛護理 

7. 當您患病時，可以看私家醫生 178 14.1% 182 12.4%  ‐1.7%

8. 當您患病時，可向中醫求診及購買處

方的藥物 
109 8.6% 125 8.5%  ‐0.1%

9. 每年一次的定期牙齒檢查 488 38.7% 391 26.7%  ‐12.1%

10. 可於需要時支付配眼鏡的費用 59 4.7% 63 4.3%  ‐0.4%

家居設施及用品

11. 在家裡有獨立洗手間，不用和其他住

戶共用洗手間 
11 0.9% 15 1.0%  0.2%

12. 手提電話或家居固網電話 5 0.4% 11 0.7%  0.4%

13. 洗衣機 30 2.4% 29 2.0%  ‐0.4%

14. 冷氣機 33 2.6% 30 2.0%  ‐0.6%

15. 家中電腦有連結上網服務 21 1.7% 43 2.9%  1.3%

16. 有足夠金錢更換破舊的傢俱 145 11.5% 207 14.1%  2.6%

17. 有足夠金錢更換／修理家中損壞的

電器 (如雪櫃或洗衣機 ) 
117 9.3% 146 9.9%  0.7%

成人自用的金錢

18. 每個星期有少量金錢可用於自己身

上而非家庭上 
58 4.6% 55 3.7%  ‐0.8%

社交和家庭生活 

19. 慶祝一些特別的日子 (如農曆新年) 29 2.3% 41 2.8%  0.5%

20. 至少每月一次可與朋友或家人出外

用膳 
118 9.4% 99 6.7%  ‐2.7%

21. 至少每月一次可與朋友或家人進行

餘暇活動 (如看電影、參與體育活動 ) 
192 15.3% 196 13.3%  ‐1.9%

22. 親友結婚時能夠支付賀禮 60 4.8% 55 3.7%  ‐1.0%

23. 在農曆新年時派利是 30 2.4% 24 1.6%  ‐0.8% 



 

 

 

 

 

 

 

 

 

 

 

 

 

 

 

 

 

 

 

 

 

 

 

  

  

  

  

  

  

附件 2：官方貧窮、相對貧窮及匱乏的不同家庭類型分佈 (2016)  

官方貧窮 相對貧窮 匱乏

獨居長者 23.1% 30.2% 25.3%

獨居人士 3.1% 4.6% 6.5%

有長者之二人家庭 21.2% 23.8% 20.8%

核心家庭 20.5% 12.8% 16.4%

單親家庭 12.2% 10.2% 8.1%

其他類型家庭 19.9% 18.4% 22.9% 



  

  

          

          

          

          

      

          

        

        

       

      

        

      

      

      

        

      

      

      

      

      

      

 
 

 

        

     

     

     

             
 

 

 

附件 3：兒童被訪者對「必需品」的概念及匱乏狀況之轉變 (N=574) 

必需品 匱乏

題目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1學生有合身的校服 89 93 2.5% 2.7% 

2合身的鞋 83 90 2.3% 1.8% 

3足夠的禦寒衣服 85 89 3.5% 2.5% 

4有便捷的公共交通，如鐵路網絡或巴士服務 83 88 5.4% 4.2% 

5家中有一個適合溫習或做功課的地方 82 85 13.9% 10.7% 

6家中電腦裝置連結上網服務 77 84 4.0% 2.8% 

7每星期有少量可自用的錢 73 82 12.9% 6.3% 

8有自己的手提電話 63 81 11.9% 7.6% 

9居所附近地方，如公園，可讓您安全地與朋友一起 62 75 11.9% 6.9% 

10每月您可以有少量的儲蓄 63 74 21.0% 15.9% 

11在家中，有適合您年齡閱讀的書籍 64 70 10.1% 7.8% 

12參與一些課外活動 56 67 12.1% 12.9% 

13至少每月一次可與朋友或家人參與餘暇活動 53 65 23.1% 17.3% 

14至少每月一次可與朋友出外用膳 50 62 18.0% 10.4% 

15可以有些新衣服 42 54 11.5% 9.5% 

16富教育性的遊戲 42 51 13.1% 14.1% 

17戶外消閒活動的設備 36 49 14.3% 10.8% 

18課後補習班 32 47 15.1% 14.9% 

19特別日子的禮物 38 46 21.6% 25.3% 

20至少一年四次可與家人進行境內一日遊 25 37 38.3% 39.1% 

21有牌子的運動鞋 24 36 20.4% 13.7% 
* p <0.05; ** p <0.01; *** p <0.001

附件 4：兒童被訪者匱乏狀況之轉變 (N=574) 

第一期 第二期 t

沒有匱乏 38.4% 50.2% 

1‐2 項 36.5% 31.2% 

3項或以上 25.1% 18.7%

平均值 (標準差 ) 1.77 (2.29) 1.32 (1.96) 3.98*** 
* p <0.05; ** p <0.01; *** p <0.001 



      

           

 

           

           

 

           

           

 

           

            

 

           

           
 

 

 

    
 

  

         

          

         

          

         

          

          

          

 
 
 

 

附件 5： 兒童被訪者的匱乏狀況 (N=574) 

沒有匱乏 1-2 項匱乏 3項或以上  t

所有兒童 50.2% (285) 31.2% (177) 18.7% (106)

性別 1.83

男 49.2% (153) 30.9% (96) 19.9% (62)

女 51.4% (132) 31.5% (81) 17.1% (44)

年齡 3.22**

10-14 歲 42.1% (99) 33.6% (79) 24.3% (57)

15-19 歲 55.9% (186) 29.4% (98) 14.7% (49)

出生地點 0.31

香港 50.0% (241) 30.9% (149) 19.1% (92)

非香港 50.6% (43) 32.9% (28) 16.5% (14)

等值住戶收入 3.75***

最低之五分二 45.9% (129) 29.9% (84) 24.2% (68)

最高之五分二 56.3% (81) 30.6% (44) 13.2% (19) 
* p <0.05; ** p <0.01; *** p <0.001

附件 6：兒童匱乏狀況與社會保障

第一期 第二期
轉變 t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有領取關愛基金的家庭 1.67 2.25 1.36 2.05  1.05

沒有領取關愛基金的家庭 1.80 2.30 1.31 1.95  3.91***

有領取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 2.19 2.66 1.79 2.48  1.35

沒有領取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 1.65 2.16 1.18 1.77  3.92***

有領取學習相關的關愛基金的

家庭 
1.66 2.26 1.24 1.94  1.41

沒有領取學習相關的關愛基金

的家庭 
1.79 2.29 1.33 1.97  3.73***

有領取學生資助計劃的家庭 2.04 2.44 1.63 2.10  1.98*

沒有領取學生資助計劃的家庭 1.64 2.20 1.17 1.88  3.47*** 
* p <0.05; ** p <0.01; *** p <0.001 



 

 

 
 

 

 

 

附件 7︰匱乏與非匱乏群組的平均生理及心理健康領域分數



 

 

 

附件 8︰貧窮與非貧窮群組的平均生理及心理健康領域分數



 

    

 

  
  

 

  
 

   

    

 

 

    

 

  
  

 

 

  
   

附件 9︰調整貧窮(匱乏)及社會與人口特徵的影響後，匱乏 (貧窮)與生理及心理健康的關係 ( 粗體表示顯著差異 ) 

第一期 

生理健康相關生活質素 ( PCS) 

修正比對值  P 值 

心理健康相關生活質素 (MCS)

修正比對值 P 值 

非匱乏 ref ref

匱乏 1.54 (1.20-1.98)*** <0.001 1.30 (1.01-1.66)* 0.042
非貧窮 ref ref

貧窮 0.92 (0.68-1.26) 0.615 1.24 (0.92-1.69) 0.163 

*p<0.05; ** p <0.01; *** p <0.001; 以 Q4 作對照組

第二期 

生理健康相關生活質素 ( PCS) 

修正比對值  P 值 

心理健康相關生活質素 (MCS)

修正比對值 P 值 

非匱乏 ref ref

匱乏 1.33 (1.04-1.70)* 0.024 1.68 (1.31-2.15)*** <0.001 
非貧窮 ref ref

貧窮 1.16 (0.87-1.56) 0.309 1.56 (1.17-2.10)** 0.003 
* p <0.05; ** p <0.01; *** p <0.001; 以 Q4 作對照組



 

 
 

   

 

    

         

 

    

           

 

 
 

附件 10︰第一階段匱乏及貧窮群組對第二階段平均生理及心理健康狀況的影響 

(已調整貧窮(匱乏)、社會與人口特徵及第一階段健康領域分數的影響；粗體表示顯著差異)

生理健康 心理健康

平均分數差距 修正比對值 平均分數差距 修正比對值 

匱乏狀況

 非匱乏 ref ref

 匱乏 ‐1.22 (‐2.43,0.00)* 0.049

 ‐

1.31 (‐2.62,‐0.01)* 0.048

相對貧窮

 非貧窮 ref ref

 貧窮 0.89 (‐0.61,2.38) 0.246 0.13 (‐1.49,1.75) 0.871 
*P<0.05; **P<0.01; ***P<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