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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齊下防人口老化惡果  

 

沈建法 

 

香港的生育率從 1981 年每名婦女生育 1.9 名嬰兒，下降至 2012 年的 1.3 名，遠低於人

口自然更添所需的 2.1 名嬰兒的水平，這將加速香港的人口老化。政府統計處對

2012-2041 年的香港人口推算表明，2041 年香港每三個人中，有一個是 65 歲以上的老

人，老年人口將於 2012-2041 年期間急增 150%，即由 98 萬增至 256 萬人；即使人均支

出不變，政府在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公共開支必須增加 150%。 

 

雪上加霜的是，在人口老化加速的同時，勞動力供應將進入負增長。由於低生育率，出

生人口將由 2011 年的 57579 人（包括單非嬰，但不包括雙非嬰），下降至 2027 年的 56900 

人、2041 年的 52100 人。死亡人口則由 2011 年的 42700 人，增加至 2027 年的 57200 

人、2041 年的 82400 人。 

 

至 2027 年，香港人口將出現歷史性轉變，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即是出現人口自然

負增長；至 2041 年，人口每年因自然負增長而減少至 30300 人。 

 

15 至 64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出現負增長的時間更早。勞動年齡人口將由 2011 年的 531 

萬人增至 2018 年的 538 萬人，之後將下降至 2026 年的 525 萬人、2041 年的 482 萬

人；勞動年齡人口在二十三年期間減少 8.2% （2018-2036 年期間減少 4.5%），約為 44

萬人。 

 

考慮到勞動參與率的因素，香港勞動力供應將由 2018 年的 371 萬人下降至 2035 年的

351 萬人，減少 5.4%。據估計，GDP 增長率將減速一個百分點，相當於香港過去平均

經濟增長率的四分之一。目前，香港不少行業如運輸、建築和零售業面臨人力資源短缺

和招聘的困難；勞動人口負增長將令情況更為惡化。 

 

除了按單程證制度從中國來港的移民和外國來港的家庭傭工之外，香港的輸入人才計劃

的規模小、增長慢。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於 2001 至 2011 年期間增加 31%，即由 344000 

人增至 451200 人，其中 59%主要以外籍家庭傭工身份留港的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她們

的數量於 2002 至 2012 年期間，由 237000 人增至 312000 人；扣除 75000 個增加的家

庭傭工，其他少數族裔人口於 2001 至 2011 年期間只增加 32200 人， 即每年只有 32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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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特區政府有多個輸入人才的計劃，大部分人才可通過一般就業計劃和輸入內地人

才計劃來港工作。2012 年一般就業計劃批准 28625 人來港，62%將在港工作一年以上；

2012 年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批准 8105 人來港，56%將在香港工作一年以上；優秀人才入

境計劃於 2012 年的名額為 298 人；2006 至 2012 年的總名額為 2553 人。 

 

2010 至 2012 年期間，通過一般就業計劃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工作的總人數只從

75325 人增至 86781 人，即每年只有 5728 人。顯然，每年輸入的 35000 名人才，很多

幾年後就會離開香港，由於人才的流動性很高，許多世界城市如倫敦和新加坡均面臨相

同的挑戰。 

 

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化的大背景下，政府須要多管齊下，確保人力資源供應：一、加

強香港人口的教育與培訓，提高人口質素；二、考慮延長退休年齡，並提高勞動參與率；

三、須要增加香港對外地人才的吸引力，讓來港工作的外地人才數量有顯著增加，否則

將不利香港與新加坡和上海的城市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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