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家庭幸福感調查2018 

香港家庭福利會 社會工作顧問  

駱慧芳女士 



討論和建議 
 香港家庭幸福感與去年比較 

      相同  

      整體家庭幸福感達72分 (3.88)  

家庭溝通、父母教養 

精神幸福感、  物質幸福感 

 

 
 

 



討論和建議 
 香港家庭於各方面的生活質素並沒

有出現明顯變化。 

保持平穏合格以上，但仍有隱憂? 

人口結構改變政策措施的配合 

 

 
 

 



討論和建議 
 • 子女家庭幸福感仍然較低 

• 子女無論在「家庭溝通」、「父母教養」及
「精神幸福感」三方面都比其他家庭角色的
平均分明顯為低，只有「物質幸福感」沒有
顯著差別。 

• 未婚者的家庭幸福感比已婚 / 離婚 / 分居 /鰥
寡的為低。 

 

 



討論和建議 
 • 年青子女在面對學業及前途，發展事業的階

段，遇有適應的困難和種種不穩定的人和事
因素，容易產生壓力。加上，角色的轉變，
生活期望、社交等問題，自然與父母相處容
易形成張力。 

• 初婚年齡一直推遲、沒有結婚的成年子女日
益增多。由於樓價飆升，單身子女要與父母
同住比率也不斷上升，在有限居住空間，容
易產生張力，令他們的幸福感減低。 



討論和建議 
 現實及暫時的限制中、創造各自的自主空間，

嘗試重新整理居住空間，找出新安排，配合
成年子女與父母各自的需要。 

提倡推動家庭成員協商調解、處理彼此分歧 
多接納、多包容(暫時的限制和困難)、少批評 
多感恩能成為一家人，也是一種幸福。 
製造共處開心的時刻，提升精神的幸福感 

 
    
 
 
 



 

探討家庭精神健康狀況 

家庭成員精神健康狀況及壓力來源 

• 逾八成被訪者有留意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但
仍接近 18% (表示無留意、一半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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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和建議 



討論和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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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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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反映家庭面對外在的壓力時(工作、經濟及學  
業等) ，大致上家庭幸福感尚算不錯，家庭可以
發揮重要的功能，支援家庭成員面對壓力。 



討論和建議 
 • 有65%受訪者感到壓力，當中年青子女的壓

力來源主要工作(44%)及學業(33%)，而30-49
歲則來自工作(54%)、經濟/財政狀況 (16%)。
其中照顧子女也佔12-13%。 

• 紓壓方法大部受訪者65%表示採取自我減壓
方法，32%會找朋友或同事傾訴，21%會與家
人傾訴。 



討論和建議 
 

• 值得留意，65%受訪者表示有壓力，但當中
12%不會做任何事或不知道怎樣舒壓力。這
樣他們不知不覺累積壓力，超出自己的負苛
也不知，容易產生壓力爆煲的危機。而男士
較傾向表示不會故任何事或不知道怎樣紓緩
壓力。需要加强男士的精神健康及家庭如何
支援他們，提升他們精神幸福感。 



討論和建議 
 

建議 : 

需要加强推擴男士的精神健及支援服務，促
家庭溝通，提升他們精神幸福感。 

 

 

 (本會2000年已開展男士支援服務，為男土提供一個平台，分享家庭丶

工作丶子女丶健康等問题，促進與家庭關係) 



討論和建議 
 • 女士的壓力來源除工作和經濟/財政狀況外，   

照顧子女及與子女關係也佔重要比例，比男  
士高出2至3倍，這反映女士通常在家庭較多
擔當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要兼顧工作和照顧
家人，在時間安排和家庭關係也容易出現有
張力和焦慮。 

 



討論和建議 
 建議 

政府可提供更多到位社區為本的兒童照顧服   
務，減低女士照顧未成年子女的壓力，以及
多元化支援服務給婦女，促進她們精神健康
並與其他家庭成員的溝通。 

 (本會已開展婦女健康及家庭支援中心接近10年，為婦女提
供家庭資源、健康資訊丶興趣材藝等活動。) 

 



討論和建議 
 • 大部受訪者都期望家人能多聆聽丶關心和溝

通，有助紓緩精神壓力。 

• 在調查報告顯示有25%希望家人多聆聽和溝
通和陪伴(14%)最能支持和舒援自己的壓力，
這給我們啟示，被了解、被明白，已給家庭
成員最大力量去面對外面的壓力和困難，有
時不要太多的追問，即時提供解决問題的方
法。 

  

 



討論和建議 
 建議： 

促進家人的精神健康和提升家庭幸福感，原
來可以好簡單如每天吃飯時聆聽家人在工作
或生活上的分享，不一定給意見或幫他解決
問題。 

為家人送上一些喜歡吃的食物，送上鼓勵的  
語句或一張小字條等，都能為家庭製造有利
的條件促進幸福，為家人提供精神上支持面
對困難。 



討論和建議 
 政策層面的建議 

面對工作、學業、居住、經濟等壓力，香港整體   
家庭幸福感仍然有72分尚算正面。這反映家庭對
支援家庭成員面對外在困難和舒援壓力等方面能
發揮重要的功能。近年，家庭內或外都有不同衝
擊和挑戰，政府應在政策上投放多社區資源，推
動「家庭精神幸福」如舉辦家庭月、大型家庭活
動及提供家庭友善措施，社區和文化康樂設施，
增强家庭功能，促進家庭正向溝通，預防家庭問
题發生。 

 



討論和建議 
 政策層面的建議 

官、商、民繼續攜手合作，共同創造家庭善
的工作條件，以提升香港家庭整體的幸感。 

 

 

 



討論和建議 
 研究層面的建議 

• 由於是次調查沿用2017年同類調查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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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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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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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進行焦點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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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家庭幸福感建議 

• 包容丶接納、少批評 

• 製造共處開心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