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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實証觀察 

 

1. 2016 年的整體社會發展指數為

205（基準年 1991 為 100），

較 2014 年輕微倒退 1 點，是自

社會發展指數發布 18 年來，首

次錄得社會發展停滯。 

2. 房屋分類指數自 2008 年起急劇

下跌，由 2008 年的 86 大幅跌

至 2016 年的-342，較 2014 年

的-238 大幅倒退 43.5%。 

3. 整體住屋開支佔住戶總開支的比

例升至 35.8%；而租住私樓的

基層巿民，租金佔開支比例更達

44%。 

4. 家庭團結分類指數雖較之前錄得

升幅，惟發展趨勢仍處於負數，

錄得-114。 

5. 在 5 組社群研究中，「婦女」及

「青年」社群指數均遜於 2014

年。其中，10 至 19 歲青年自殺

率由每十萬名有 2.87 人升至 4

人，情況值得關注。 

6. 婦女社群指數的發展明顯較

2014 年下跌，各項指標均錄得

倒退。例如，女性入息中位數只

有男性入息中位數的 66%，跌

幅超過半成，兩性入息比例差距

創近十年新高。      
 

 

香港社會發展指數 2018 

核心議題 

社會發展指數自 2000 年發佈至今已有 18 年，最新一期的「香港社會

發展指數（2018）」，首次在經濟發展強勁下，錄得社會發展停滯。

當中房屋分類指數的倒退，是拖累社會發展指數下跌的關鍵因素。 

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設計了一套客觀及科學化的社會發展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

不同的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評估本港整體社會

發展需要。 

研究目的 

嘗試藉系統性收集及整理不同的官方統計數據，追蹤香港社會發展進

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發展需要。 

研究方法 

 「香港社會發展指數」於 1999 年制訂，是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

為香港發展的一套指標系統，並自 2000 年起每兩年發表結果； 

 是次研究為第十份報告，採用 2016 年的官方統計數據，概括描

述香港 2016 年的社會發展狀況； 

 社會發展指數由 47 項指標組成，涵蓋 14 個領域，包括經濟、環

境質素、康體、政治參與、人身安全、衛生健康、治安、公民社

會力量、文娛、科技、房屋、家庭團結及國際化； 

 同時分析 5 組選定社群的發展，包括婦女、低收入人士、兒童、

青年及長者； 

 以 1991 年 (SDI=100)為基準年進行比較分析。 

聯絡資料 

姓名﹕游佩珊小姐 (政策研究及倡議(社會發展)主任) 

電話﹕2864 2967    

電郵﹕natalie.yau@hkcss.org.hk 

 

研訊 Research Briefing 
       2017 – 2018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