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結果簡報 

彭嘉麗小姐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助理總監 

2018年5月4日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2 

研究背景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於2018年2月委託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民研計劃」）進行是次《香港家庭幸福感

調查2018》，目的為了解香港家庭對於與家人相處、日常生

活、及整體家庭關係的滿意程度，並與《香港家庭幸福感調

查2017》的結果作比較，而今年更特別新增一些題目以探討

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壓力來源及家人所扮演的角色。 

 調查的目標對象為15歲或以上並與家人同住的香港居民。 

 調查問卷由民研計劃諮詢家福會後獨立設計，最終審議權由

雙方共同擁有，而調查所有操作，包括數據收集和分析，均

由民研計劃獨立進行，調查結果亦由民研計劃全面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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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測量工具 

 調查沿用去年採用的「家庭生活質素」量表，當中包括二十一

句句子以了解香港人的家庭幸福感，但與家福會商討後，「我

的家人擁有車輛到他們想去的地方」此句並沒有納入今年的調

查內，因為去年的報告反映這條題目不能準確地反映香港人的

物質幸福感，而對香港一般市民的居住環境亦不太適用。此外，

調查亦沿用去年問及整體家庭關係的四條題目。 

 至於去年兩題關於如何改善香港家庭幸福感的題目，即「家人

能同心協力解決衝突」及「我的家人有有效的財政計劃確保能

應付必需的家庭開支」，由於重要性相對較低，今年同樣被剔

除。取而代之，是次調查加入有關精神健康狀況的題目，希望

結果可為家福會日後的服務發展定向提供有用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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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 

調查日期： 2018年3月23至4月12日 

訪問對象： 15歲或以上與家人同住的香港居民 

調查方法： 透過真實訪問員以隨機電話訪問形式進行 

樣本數目： 1,003個成功個案 

實效回應比率： 61.3% 

標準誤差： 
少於 1.6%  
(即在95%置信水平下，各項百分比誤差不超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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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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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日常相處及 
家庭幸福感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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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溝通」評分為74分 

[Q1-Q20]首先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家人相處及日常生活嘅句子，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同意

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家庭溝通 (綜合以下6項得出) 3.95 74 3.96 0.78 74 

[Q1] 我嘅家人享受彼此在一起嘅時光。 4.19 80 4.13 0.94 78 

[Q6] 我嘅家人可以開心見誠地談話。 3.93 73 4.02 1.01 75 

[Q11] 我嘅家人經常表現得相親相愛。 3.99 75 3.99 0.99 75 

[Q10] 我嘅家人經常互相支持去達成目標。 3.89 72 3.90 1.00 73 

[Q17] 我嘅家人可以處理各種順境逆境。 3.90 72 3.88 0.87 72 

[Q9] 我嘅家人經常一齊努力解決問題。 3.82 71 3.88 1.0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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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父母教養」評分為70分 

[Q1-Q20]首先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家人相處及日常生活嘅句子，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同意

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父母教養 (綜合以下6項得出) 3.78 69 3.81 0.75 70 
[Q7] 我嘅家人經常教導我／子女如何與其他人相處。 3.97 74 3.96 0.97 74 
[Q2] 我嘅家人經常幫助我／子女學會獨立。 3.96 74 3.92 0.98 73 
[Q13] 家庭裡嘅成年人經常教導我／子女如何做適  

當嘅決定。 3.89 72 3.87 0.95 72 

[Q18] 家庭裡嘅成年人有時間去照顧每一個子女嘅
個人需要。 3.82 70 3.83 0.96 71 

[Q16] 家庭裡嘅成年人知道我／子女嘅生活圈子 (如
我／子女嘅老師、朋友等)。 3.65 66 3.74 1.05 69 

[Q5] 我嘅家人經常幫助我／子女完成作業及課外
活動。 3.30 58 3.47* 1.31 62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兩次調查結果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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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精神幸福感」評分為68分 

[Q1-Q20]首先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家人相處及日常生活嘅句子，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同意

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精神幸福感 (綜合以下4項得出) 3.69 67 3.72 0.74 68 

[Q8] 我嘅家人有時間去做佢哋喜歡嘅事情。 3.98 75 4.02 0.95 75 

[Q3] 我嘅家人可以得到支持去紓緩壓力。 3.85 71 3.86 0.98 71 

[Q4] 我嘅家人可以從朋友或其他人當中獲得支持。 3.67 67 3.69 0.94 67 
[Q12] 我嘅家人有來自家庭以外嘅支持，去關顧

家庭成員嘅特殊需求。 3.15 54 3.28* 1.16 57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兩次調查結果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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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物質幸福感」評分為76分 

[Q1-Q20]首先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家人相處及日常生活嘅句子，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同意

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物質幸福感 (綜合以下4項得出) 4.08 77 4.03 0.78 76 

[Q15] 我嘅家人有方法應付生活所需嘅日常開支。 4.27 82 4.24 0.86 81 

[Q20] 我嘅家人喺唔同嘅環境中都覺得安全。 4.10 77 4.10 0.86 78 
[Q14] 喺有需要嘅時候，我嘅家人可以獲得醫療

護理。 4.11 78 4.04 1.01 76 

[Q19] 有需要時，我嘅家人可以獲得牙科護理。 3.82 71 3.71* 1.23 68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兩次調查結果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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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幸福感」評分是72分 
與去年完全相同 

[Q1-Q20]首先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家人相處及日常生活嘅句子，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同意

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整體幸福感 (綜合Q1-Q20得出) 3.88 72 3.88 0.66 72 

物質幸福感 (綜合4項得出) 4.08 77 4.03 0.78 76 

家庭溝通 (綜合6項得出) 3.95 74 3.96 0.78 74 

父母教養 (綜合6項得出) 3.78 69 3.81 0.75 70 

精神幸福感 (綜合4項得出) 3.69 67 3.72 0.7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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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家庭溝通的整體評分較去年顯著下跌 
其他項目皆與去年相若 

[Q21-Q24] 跟住，我會讀出一啲關於對整體家庭意見嘅句子，請你同樣用1至5分表示你對呢啲句子嘅

同意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2017 2018 

  平均值 
(1-5) 

轉化 
平均值 
(0-100) 

平均值 
(1-5) 標準差 

轉化 
平均值 
(0-100) 

父母教養 
[Q22] 總括嚟講，父母對我／子女嘅照顧係足夠嘅。 4.33 83 4.35 0.82 84 

家庭溝通 
[Q21] 總括嚟講，家人之間嘅相處係融洽嘅。 4.30 82 4.20** 0.85 80 

物質幸福感 
[Q24] 總括嚟講，我屋企嘅生活條件能夠滿足我哋

嘅需要。 
4.10 78 4.09 0.87 77 

精神幸福感 
[Q23] 總括嚟講，每個家庭成員都係開心快樂嘅。 4.11 78 4.05 0.90 76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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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組群的 
家庭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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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家庭幸福感普遍較其他家庭角色明顯為低 
女性的「精神幸福感」明顯較男性高 

3.91  
3.76  

3.67  

4.06  

3.85  

4.01  

3.84  
3.77  

4.00  
3.91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男 
女 

4.09 
3.97 

3.80 

4.15 

4.00 

3.76 

3.52 
3.59 

3.89 

3.69 

3.93 3.88 

3.67 

3.96 

3.86 

4.03 
3.95 

3.84 
3.96 3.95 

4.14 

3.75 

3.90 
4.04 3.96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父母 
子女 
既是父母，又是子女 
爺爺嫲嫲／公公婆婆 
其他親戚 

家庭幸福感  - 以家庭裡面的主要角色分類 

家庭幸福感  - 以性別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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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越高 「物質幸福感」越高 
已婚或同居人士在各方面的幸福感都較高 

3.74  

3.50  
3.57  

3.88  

3.67  

4.07  
3.94  

3.80  

4.10  
3.98  3.92  

3.80  
3.69  

3.97  
3.85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喪偶 

3.91  
3.80  

3.70  
3.81  3.81  

3.99  

3.82  
3.72  

3.97  
3.87  

3.95  
3.80  

3.73  

4.14  

3.91  

3.20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家庭幸福感  - 以教育程度分類 

家庭幸福感  - 以婚姻狀況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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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照顧父母的被訪者「物質幸福感」明顯較高 
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在多方面的幸福感亦較高 

3.92  

3.72  3.72  

4.01  
3.85  

4.06  4.02  

3.73  

4.07  3.97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沒有子女 有子女 

3.98  

3.73  3.75  
3.91  3.84  

3.96  
3.82  

3.72  

4.05  
3.89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需要 
唔需要 

家庭幸福感  - 以是否需要照顧父母的日常生活分類 

家庭幸福感  - 以未成年子女數目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3.92  

3.72  3.72  

4.01  
3.85  

4.09  4.06  

3.78  

4.04  3.99  4.03  
3.97  

3.65  

4.11  

3.94  

3.40
3.60
3.80
4.00
4.20

家庭溝通* 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整體幸福感* 
沒有子女 只有1名子女 2名子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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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狀況及 
家庭支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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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44% 

8% 

8% 

2% 

<1% 

0% 10% 20% 30% 40% 50%

非常留意 

有留意 

一半半 

沒有留意 

完全沒有留意 

不知道／很難說 

82% 

10% 

平均分：4.08 

抽樣誤差：+/-0.06 

基數：998 

逾八成被訪者有留意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 

[Q25] 你有幾留意自己嘅精神健康狀況？(訪員追問程度) (基數=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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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女性及離婚／分居／喪偶者明顯較留意 
年紀越大及家庭收入越高亦會越留意 

[Q25] 你有幾留意自己嘅精神健康狀況？(訪員追問程度) (基數=1,002) 

家庭主要
角色** 

父母 4.25+/-0.08 

年齡** 

15至19歲 3.88+/-0.16 

子女 3.84+/-0.11 20至29歲 3.62+/-0.20 

既是父母，又是子
女 4.04+/-0.19 30至39歲 3.94+/-0.15 

爺爺嫲嫲／公公婆
婆 4.23+/-0.21 40至49歲 4.23+/-0.12 

其他親戚 3.99+/-0.35 50至59歲 4.25+/-0.13 

性別* 
男 4.00+/-0.10 60至69歲 4.23+/-0.17 

女 4.15+/-0.08 70歲或以上 4.32+/-0.17 

婚姻狀況
** 

單身 3.77+/-0.12 
家庭每月
收入** 

$30,000或以下 4.01+/-0.10 

已婚／同居 4.20+/-0.07 $30,001-$60,000 4.02+/-0.12 

離婚／分居／喪偶 4.33+/-0.23 $60,000以上 4.28+/-0.12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5%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精神健康狀況的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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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3% 

12% 
9% 

6% 
6% 

4% 
3% 
3% 
2% 
2% 
2% 
1% 
1% 
1% 
1% 

<1% 
4% 

35% 
1%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工作 
經濟／財政狀況 

學業 
健康／身體狀況 

照顧子女 
與子女的關係 

居住環境 
與父母的關係 

朋輩關係 
與伴侶的關係 

社會問題 
要處理家人之間的磨擦 

照顧父母 
家人的健康／身體狀況 

婆媳關係 
起居飲食 
祖孫關係 

其他 
沒有任何精神壓力 
不知道／很難說 

有精神
壓力：

64% 

約三分二感受到生活上不同的壓力 
逾四成表示壓力是來自家庭以外的問題 

[Q26] 請問你而家生活上有冇感受到任何精神壓力？如有，咁請問壓力主要係嚟自邊方面？(不讀答案，可選

多項) (基數=1,002) 

8% 

12% 

44% 

35% 

1% 

只來自家人 

來自家人及以外 

只來自家人以外 

沒有任何精神壓力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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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以下的被訪者明顯感到較大精神壓力 
但他們的壓力大都是來自家庭以外的問題 

0% 3% 
7% 

11% 10% 11% 12% 12% 
7% 

20% 21% 

10% 7% 4% 

69% 73% 

51% 

38% 39% 

28% 
19% 19% 18% 

22% 
30% 

42% 

54% 

66% 

0%

20%

40%

60%

80%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或以上 

只來自家人 

來自家人及以外 

只來自家人以外 

沒有任何精神壓力 

壓力來源 – 以年齡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壓力 
來源 

(首三項) 

學業 
(81%) 

工作 
(44%) 

工作 
(54%) 

工作 
(38%) 

工作 
 (28%) 

健康／ 
身體狀況 

(13%) 

健康／ 
身體狀況

(14%) 

朋輩關係
(11%) 

學業 
(33%) 

經濟／ 
財政狀況

(16%) 

經濟／ 
財政狀況

(16%) 

經濟／ 
財政狀況

(15%) 

經濟／ 
財政狀況 

(12%) 

經濟／ 
財政狀況 

(6%) 

與父母關係 
(10%) 

經濟／ 
財政狀況

(18%) 

照顧子女 
(12%) 

照顧子女 
(13%) 

健康／ 
身體狀況 

(14%) 

其他 
(8%) 

與子女關係 
(6%) 

有精神 
壓力 81% 82% 78% 70% 58% 4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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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較多年輕女性表示所有壓力 
都是來自家庭以外的問題 

4% 4% 
7% 

0% 

12% 
14% 

10% 

17% 

8% 7% 

23% 

8% 

67% 

52% 

34% 

75% 

39% 

28% 

19% 

26% 

52% 

17% 

26% 

51% 

0%

20%

40%

60%

80%

15-29 30-49 50或以上 15-29 30-49 50或以上 

只來自家人 

來自家人及以外 

只來自家人以外 

沒有任何精神壓力 

壓力來源 – 以年齡及性別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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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2% 

21% 

4% 

3% 

3% 

1% 

<1% 

5% 

9% 

4% 

0% 20% 40% 60% 80%

自我減壓 (包括吃喝、購物、聽音樂、做運動、旅行等) 

找朋友／同事傾訴 

找家人傾訴 

透過宗教信仰減壓 

尋求專業人士，如社工、輔導員或心理學家的輔導 

休息／冷靜 

於網上找人傾訴 (如在網上討論區發佈帖子) 

尋求社區中心／社福機構協助 

其他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會想辦法
紓緩：
87% 

當感受到巨大精神壓力時 
六成半被訪者會選擇自我減壓的方式 

[Q27] 當你感受到巨大精神壓力嘅時候，你會用咩方法去紓緩？(不讀答案，可選多項)(基數=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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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15-19歲的被訪者較傾向會想辦法 
去紓緩自己的精神壓力 

98% 

2% 0% 

89% 

10% 
1% 

93% 

5% 2% 

92% 

5% 4% 

88% 

8% 4% 

77% 

14% 8% 

71% 

19% 
10% 

0%

20%

40%

60%

80%

100%

會想辦法紓緩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或以上 

紓緩壓力方法– 以性別分類** 

紓緩壓力方法 – 以年齡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82% 

12% 6% 

92% 

6% 2% 
0%

20%

40%

60%

80%

100%

會想辦法紓緩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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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較高、需要供養父母及家庭收入較高的被訪者 
較傾向會想辦法去紓緩自己的精神壓力 

84% 

10% 6% 

92% 

6% 2% 

93% 

5% 2% 
0%

20%

40%

60%

80%

100%

會想辦法紓緩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30,000或以下 
$30,001-$60,000
$60,000以上 

紓緩壓力方法– 以教育程度分類** 

紓緩壓力方法 – 以家庭每月收入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91% 

6% 3% 

85% 

10% 5% 
0%

20%

40%

60%

80%

100%

會想辦法紓緩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需要 唔需要 

80% 

14% 7% 

84% 

11% 6% 

94% 

5% 2% 
0%

20%

40%

60%

80%

100%

會想辦法紓緩 不會做任何事 不知道／很難說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紓緩壓力方法– 以是否需要供養父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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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2% 

37% 

9% 

5% 

1% 

<1%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非常同意 

同意 

一半半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適用 

不知道／很難說 

48% 

14% 平均分：3.47 

抽樣誤差：+/-0.07 

基數：993 

近半被訪者認同家人能夠幫助他們 
紓緩精神壓力 

[Q28] 你有幾同意你嘅家人能夠幫助你去紓緩精神壓力？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嘅同意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

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基數=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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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單身及20-29歲的被訪者較傾向認為 
家人不能夠提供他們需要的協助 

[Q28] 你有幾同意你嘅家人能夠幫助你去紓緩精神壓力？請你用1至5分表示你嘅同意程度，1分代表非常唔同

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3分代表一半半∕中立。 (基數=1,003)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家人能幫助紓緩精神壓力的交叉分析 

家庭主
要角色

** 

父母 3.55+/-0.10 

年齡** 

  

15至19歲 3.49+/-0.21 

子女 3.25+/-0.11 20至29歲 3.05+/-0.18 

既是父母，又是
子女 3.57+/-0.21 30至39歲 3.54+/-0.14 

爺爺嫲嫲／公公
婆婆 3.65+/-0.25 40至49歲 3.44+/-0.14 

其他親戚 3.74+/-0.34 50至59歲 3.56+/-0.15 

婚姻狀
況** 

單身 3.22+/-0.11 60至69歲 3.57+/-0.20 

已婚／同居 3.57+/-0.08 70歲或以上 3.62+/-0.21 

離婚／分居／喪
偶 3.5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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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5% 

14% 
13% 

4% 
3% 

2% 
2% 
1% 
1% 
1% 

<1% 
<1% 
1% 

15% 
9% 

0% 10% 20% 30% 40%

聆聽 

多關心／溝通 

花時間陪伴 

了解／分析問題 

幫忙照顧家庭／子女 

給予足夠的空間 

家人能照顧好自己／做好本份 

經濟支援 

家人不要去製造問題／壓力 

介入／協助調停 

提供適合服務的資訊 

陪伴尋求專業協助 

鼓勵尋求專業協助 

其他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希望家人可
以有角色： 

77% 

逾三分一人最希望家人能擔當聆聽者的角色 
其次是多關心和溝通 

[Q29] 你最想你嘅家人擔當咩角色以協助你去紓緩精神壓力？(不讀答案，可選多項)(基數=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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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子女、女性、15-19歲對家人可以協助 
其紓緩壓力的期望明顯較高 

92% 

5% 2% 

83% 

13% 4% 

85% 

8% 8% 

75% 

17% 9% 

76% 

13% 11% 

66% 

22% 
12% 

61% 

27% 
12% 

0%
20%
40%
60%
8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69歲 
70歲或以上 

家人的角色 – 以家庭角色分類** 

家人的角色 – 以年齡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72% 

20% 
9% 

81% 

11% 8% 
0%

20%
40%
60%
8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男 
女 

75% 

14% 11% 

81% 

15% 
4% 

80% 

10% 10% 

61% 

27% 
11% 

77% 

13% 9% 
0%

20%
40%
60%
8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父母 
子女 
既是父母，又是子女 
爺爺嫲嫲／公公婆婆 
其他親戚 

家人的角色 – 以性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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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較高、單身、有未成年子女及 
家庭收入較高的被訪者亦明顯對家人期望較高 

73% 

18% 9% 

78% 

11% 11% 

87% 

11% 2% 
0%

5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30,000或以下 
$30,001-$60,000
$60,000以上 

家人的角色 – 以教育程度分類** 

家人的角色 – 以家庭每月收入分類** 

**代表統計測試成立，而各組別在99%置信水平下有顯著差異。 

76% 

17% 8% 

79% 

10% 11% 
0%

5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沒有子女 
有子女 

56% 
30% 15% 

77% 

13% 10% 

81% 

13% 6% 
0%

5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家人的角色 – 以未成年子女數目分類** 

83% 

13% 3% 

74% 

15% 10% 

72% 

15% 13% 
0%

50%

100%

希望家人可以有角色 家人不會做到任何角色 不知道／很難說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喪偶 

家人的角色 – 以婚姻狀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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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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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是次調查發現，被訪香港市民的整體家庭幸福感為72分，
與去年相同。而家庭溝通、父母教養、精神幸福感及物質
幸福感的綜合平均分亦跟去年十分接近，顯示過去一年香
港家庭於各方面的生活質素並沒有出現明顯變化。 
 

 逾八成人對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表示留意，當中為人父母
者、女性、年紀越大及收入越高者留意度明顯較高，而單
身人士則是比較忽略自己精神健康的一群。 
 

 近三分二被訪市民表示正承受著生活上不同的精神壓力。
當中，較多30歲以下的年輕被訪者感到有精神壓力，而壓
力來源主要是家庭以外的問題，例如學業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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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減壓方面，六成半被訪者會選擇自己想辦法解決，例如吃
喝、購物、聽音樂、做運動和旅行等，並不會尋求其他協
助。當中女性、15-19歲、教育程度較高、需要供養父母
及家庭收入較高者，較傾向會找方法疏導自己的精神壓力。 
 

 近半被訪者同意家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他們紓緩精神壓
力。然而，子女、單身及20-29歲的人士就較傾向不認同。 
 

 最多被訪者希望家人能夠多聆聽、多關心、多溝通、多陪
伴及多了解，以協助他們渡過精神上的難關。為人子女、
女性、15-19歲、教育程度較高、單身、育有未成年子女
及家庭收入較高的被訪者，皆對家人可以協助其紓緩壓力
的期望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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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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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建議 

 沿用2017年首次同類調查的設計，是次訪問對象只包括15歲或以
上現時與家人同住的香港居民，民研計劃建議日後可考慮將訪問
對象擴闊為1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即獨居或與朋友同住的人士
亦會成為合資格的訪問對象，令整體結果能夠更全面反映不同家
庭狀況人士的意見及需要。 

 是次調查已經按全部有收集的被訪者背景，例如性別、年齡、教
育水平、收入等進行深入分析，以探討不同組別及階層的意見有
否明顯差別。為進一步提升調查的參考價值，民研計劃建議日後
可以考慮加入更多背景資料，例如居住地區、房屋類別及同住家
人數目／關係等。 

 此外，民研計劃同時建議日後可進行焦點小組討論會，以深入了
解不同意見背後的成因，並嘗試獲取更詳盡的服務改善建議。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36 

附錄：被訪者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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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45% 
55%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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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要角色 

46% 

33% 

9% 
8% 4% 父母 

子女 

既是父母，又是子女 

爺爺嫲嫲／公公婆婆 

其他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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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7% 
14% 

18% 

18% 

20% 

13% 

10% 15至19歲 
20至29歲 
30至39歲 
40至49歲 
50至59歲 
60至69歲 
70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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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10% 

46% 

44%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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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況 

29% 

66% 

5%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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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父母 

42% 

58% 

需要 

唔需要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43 

照顧父母的日常生活 

17% 

83% 

需要 

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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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數目 

17% 

11% 
1% 1% 

70% 

1名 

2名 

3名 

4名或以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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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每月收入 

43% 

30% 

21% 

<1% 

6% 

$30,000或以下 

$30,001-$60,000

$60,000以上 

不穩定 

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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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詳細報告結果，請瀏覽  
http://hkupop.hku.hk  

 

http://hkupop.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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