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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老年化世界來臨

香港人口老化類近西方
福建中學（小西灣） 5A 黃澤曦

青少年培訓紓人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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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權威劉蜀永教授近年忙
於撰寫香港地方志，搜集了不少珍
貴的史料。去年，我有幸跟劉教授
到青山禪院考察，加深了我對屯門
區文物及歷史的認識。雖然他對香
港史作出了大量研究，但由於為人
作風較低調，暫未能成為一些 「明
星級」的香港史學者（如丁新豹、
高添強等）。當我與他接觸多了
後，引發了我對香港史的濃厚興
趣。為了全面認識他在香港研究的
成就，我差不多閱讀了他研究香港
的所有書籍。他主編的《簡明香港
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圖），是目
前較全面認識香港歷史的書籍，以專題形式探討
香港不同層面的發展。我發現書中有關人口的專
題，指出了香港人口發展的一些特點，是學習通
識科的重要參考資料。

首先，20世紀下半葉，香港人口出現了本地
化的趨勢，本地出生人口在香港人口中所佔比重
大幅度增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昔日在粵港之
間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香港定居下來，但他們的心
仍然如在旅途般地漂泊無依。自70年代開始，香
港的移民社會色彩淡去，香港民眾對香港社會的

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他們較以往更
加關注香港的現狀與未來。

其次，香港人口分布的格局改變
亦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特點。自上世紀
70年代以來，香港人口地域分布格局
的主要變化是：九龍人口迅速增長、
港島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下降、
新市鎮的崛起帶動新界人口增長。香
港人口在城鄉間的均衡分布改變了人
口過度集中於市區的狀況，有利於香
港城市的長遠後續發展。

最後，香港人口的年齡結構呈現
出以下特點：第一，15歲以下兒童在

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穩步減少，反映出生率持續下
降。第二，人口預期壽命進一步延長，達到70歲
以上。第三，香港人口步入老化時期。第四，人
口的性別比例不斷變化，近年則趨向女多男少。

首屆通識科文憑試的問題，以 「今日香港」
單元為考問重點。我建議來屆應考的同學除了多
讀報之外，亦要多讀有關香港現況的書籍。《簡
明香港史》有助建立研究香港的基礎，值得一
讀。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

概念是對事物特徵的本質反應，對概念學習的深化過程就是形成學
生學習能力的過程。通識教育科6個單元共提供了117個概念，對每個
概念的解釋都需很長篇幅，若為應付考試要所有學生都背下來不太現
實，再者考試時如有新概念或命題出現，可能背誦的概念就沒有用。其
實最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概念的學習，培養學生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分析
及解決新問題的遷移應用能力。

第一屆文憑試開考過後，對來屆考生的最大啟發就是要關注時事新
聞，將之歸於某一單元某一主題，即可用所學概念分析，或利用自己的
能力分析。如香港的人口問題是一個跨單元問題，涉及個人成長與人際
關係、今日香港、全球化、現代中國等。解讀香港人口問題會用到一系
列概念，進而理解香港人口現狀、產生人口問題的原因、有哪些影響及
應對可採取的措施。

人口年齡中位數5年升2.1歲
人口年齡中位數是衡量人口年齡結構的常用指標。按《人口學方法

與資料》的劃分方法，年齡中位數低於20歲為年輕型人口，30歲以上
為老年型人口，介於兩者之間
為成年型人口。2011 年香港人
口統計顯示，人口年齡中位數
由 2006 年的 39.6 歲，上升至
2011 年的 41.7 歲，65 歲以上人
口佔13.2%，可見香港已經進入
老齡社會。本港人口在過去 10
年持續老化，目前達65歲或以
上的人口超過 90 萬，即每 8 人
中便有 1 名長者；20 年後數字
將會上升至210萬人，即每4人
中便有1名長者。

分析人口老齡化的原因，
需要藉助人口出生率、死亡
率、生育率、自然增長率等概
念。

出生率及死亡率是以一年
內出生及死亡的所知人數，分
別與同年年中的人口數字為分

母構成比率。據2011年香港人口統計，男女性別比率下降，由2001年
的每960名男性相對1000名女性，跌至2011年876名男性相對1000名女
性，除去外籍家庭傭工後，相對應的性別比率分別為1012及939。從未
結婚的人口百分比顯著增加，男性及女性於適婚年齡組別（即20至49
歲）在10年間，分別由39.3%及34%上升至46.8%及38.9%，這些皆會影
響出生率；而因生活水平、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壽命提高、死亡率降
低，導致香港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6%。

2018年人才短缺1.4萬人
總和生育率指1000名婦女在生育齡期（15至49歲）活產子女的平

均數目。許多發展中國家總和生育率超過5，而許多發達國家則低於2，
香港只約為 1.1。總和生育率能很好地說明婦女現在究竟生育多少孩
子，因此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之一。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很複
雜，如父母不依賴子女撫養、教育子女成本太高、樓價高、婦女經濟角
色改變、職業前景下降、未來不確定感增加、工作高要求使教育延長、
就業難、不願結婚、子女價值改變、同居不結婚、婚姻關係不穩定等，

其中經濟壓力大當屬首位。
政府最新人力需求推算報告顯

示，香港未來 6 年有 30 萬人退休，至
2018年全港人才短缺達14000人，是政
府進行有關分析推算 24 年來首次供不
應求。未雨綢繆，關注人口老齡化帶
來的影響，採取積極解決措施是政府
必須抓緊的問題。針對勞動力不足，
宜透過優秀人才輸入計劃、非本地畢
業生留港安排工作、輸入外勞填補短
缺、延長退休年齡等應付；另為着長
者得享豐盛晚年，宜優化服務和配
套；針對老年人需求開發產品，如為
行動不便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準
備輔助儀器，專門研製為老人服務的
機械人；亦有針對老年生活的金融服
務，以先進環保技術為特色的高端養
老宿舍等等。

撰文：于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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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問題除了可從政府的人口統計數字中反映及體現了
本港人口年齡老化原因外，從社會現象角度亦可剖析箇中原因並
作立體分析。

在已發展國家有一名詞稱為 「頂客族」（DINK）。根據維基
百 科 ， 「頂 客 族」意 即 雙 職 無 孩 家 庭 （Double Income, No
Kids），當中特徵為夫婦兩人均擁有中高以上的學歷。

頂客族寧願着重消費享受人生，也不願意生兒育女。從香港
的生育率下降，可反映香港頂客族的趨勢正不斷上升，這與現今
工作及生活條件改善不無關係，現今打工族有強積金供款計劃，
未來退休生活有保障，當然可以及時行樂。

另一方面，撇除未來教學資源及學位競爭及培養課外活動支
出的金錢和時間等問題，單最基本的養兒成本與物價上漲成正
比。據《香港企業家》報道，單是首兩年的奶粉及尿片開支每月
平均為800元，惟過往有不少報道反映因內地遊客及水貨客來港狂
掃嬰兒奶粉，令嬰兒奶粉經常斷貨，本港父母總要為購買兒女的
必要糧食而大費周章，加上樓價及租金壓力、社會問題如青少年
吸毒等，往往影響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欲，促使生育率下滑。

香港未來6年將面臨人才求過於供的階段，目前亦有一些行業
面對青黃不接的問題。誠然，未來要解決人才短缺或勞動人口不
足的問題，除了從優秀人才輸入計劃或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工作安
排的向外求方法外，也應從增加大學學額或增撥資源成立專科培
訓等內在方向入手，為本港青少年提供更多培訓或學習機會，才
可紓減人才短缺的情況。

▲香港人口老齡化加劇

香港勞動力香港勞動力66年後或出現短缺。年後或出現短缺。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問題本來就是一個難題，隨着香港人口不
斷膨脹，亦衍生出其他社會問題，例如固體廢物的處理、房屋及孕
婦醫療安排等問題。

香港的人口狀況到底有什麼問題呢？人口老化也許是最引人注
目的。事實上，世界各地有很多國家同樣面對着人口老化的問題，
尤以發達國家為重。人口老化有各方面的成因，香港乃世界經濟發
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社會思想受西方文化影響，因此，香港人口老
化的成因與其他已發展國家也十分類近。

香港的醫療技術先進，醫療系統完善，對老人家的照顧較全面
及妥善，加上中國文化中對 「孝」的重視影響港人的觀念，子女一
般會照顧父母的老年生活。老一輩失去生產能力後卻仍需社會供
養，無形中加重了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另一方面，低出生率也造就了香港人口老化問題。香港人現在
多不願生育，女性學歷越來越高，有些女性甚至選擇專注發展個人
事業而輕感情，以致有很多人遲遲不能找到終身伴侶，即使找到
了，也過了生育的最佳時期，生育率因此大大降低。

最後，香港人普遍崇尚西方的思想，個人主義使香港年輕一輩
只享受二人世界，傳宗接代的責任便退而次之了。

其實，人口老化是發達社會無可避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社會
如何善待老人家和好好運用老人家的經驗。如日本把退休年齡押
後，令老年人仍然有生產力，同時，日本的社會也十分看重他們的
經驗，年紀愈高薪金愈高的例子屢見不鮮。希望香港政府可參考其
他國家的政策，妥善解決人口問題吧！

當大城市的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
結構也相應出現變化。社會學家、統計
學者便會提出相關數據。例如勞動人口
減少、人口老化，醫療福利開支增加，
供養者與被供養者之比例極端化，影響
了地方或國家的財政平衡，亦會影響相
關地區的競爭力。面對一籃子問題，便
要在移民或外勞政策中予以配合。有色
族裔及基層人口湧入城市，亦會導致人
口質素下降。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的陳振寧、戴慶
成曾發表研究報告，並指出： 「發達區
首先失守，養老資源短缺」；內地的人
口老齡化現象呈現：增速驚人、東快西慢、未富先
老。由於生活改善，人均壽命延長，入不敷支，導致
晚年無依。學者提出了解決方案，例如：1.重投工
作。2.適度生養。3.完善社保。4鼓勵發展老齡產業。
5.填補城鄉差異。

著名新聞工作者泰德．費雪曼著的《當世界又老
又窮：全球人口老化大衝擊》（圖）他把統計學上令
人漠不關心的數字，轉化成切身的問題，訪談對象包
括不同的家庭、僱主、員工、經濟學家、老人病學
家、政府官員、醫療專業人員、企業管理人。作者揭
露了全球老化的問題，遍布各階層，影響全球。

台灣目前已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
區，在面對小孩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
的必然趨勢下，不僅個人、企業、社會與
國家，都應好好正視老化世界的來臨，並
做好萬全的準備！

書介網頁這樣提出：老年化現象與每
一個人息息相關，尤其是你：

你的子女是否比你的兄弟姊妹還少？
你是否一直希望自己的外表看起來年

輕漂亮？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原本計劃退休，但

現在卻無法退休？
你現在需要照顧年邁的父母嗎？

你的公司是否在國外僱用年輕勞工，卻強迫國內
的老年勞工退休？

你之所以投資海外市場，是不是因為這些市場像
極了 「幾十年前的台灣」？

你的成年子女是不是搬回家裡跟你同住？你了不
了解老年化世界對他們有何影響？

你對七十五歲到一百歲的人有何期待？如果你是
這個歲數，你希望自己能做什麼？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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