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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家福會公佈「香港家庭幸福指數」2024： 
家庭幸福指數與 2022 年相若  屬「一般」水平 

 
高收入組別的家庭幸福水平顯示下跌趨勢 

「年長獨自照顧者」數字估計達 26 萬  情況需要關注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一直關注香港家庭的福祉，於 2020 年發佈全港首個

「香港家庭幸福指數」量度工具，喚起公眾關注家庭幸福。「香港家庭幸福指

數」是全港首個切合香港社會文化和信效度俱佳的量度家庭幸福的工具，透過

全港性調查，定期評估香港家庭的幸福水平，並作出相應的建議，為香港家庭、

政府及不同持份者，在促進家庭幸福方面提供重要的參考。 

 

調查於 2024 年 1 月進行，以隨機抽樣方式，透過固網及手提電話，邀請 2,014

名 18 歲或以上與家人同住的香港居民，回答「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問卷。問

卷共有 26 條題目，涵蓋以下六個範疇：（1）家庭團結、（2）家庭資源、（3）

家庭健康、（4）社會連繫、（5）社會資源和（6）生活平衡。此外，為回應

照顧者需要及作出適切的支援，是次調查亦特別探討家中有照顧者的家庭幸福

狀況。 

 

家福會於今日(5 月 8 日)發佈「香港家庭幸福指數」2024 及分享調查結果，重

點如下： 

 

 

 

2024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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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家庭幸福指數」2024 的分數為 6.06 分，數據顯示香港家庭幸福水

平與 2022 年相若，跌幅不明顯 

(分數範圍為0-10分、分數愈高代表家庭幸福水平愈高，根據樣本的指數分數，調查團隊

將家庭幸福水平劃分為四個層級：7.5 分或以上為「良好」，6 至<7.5 分為「一般」，5 至

<6分為「偏低」，5分以下則為「較差」。) 

 

n 「香港家庭幸福指數」2024 與「香港家庭幸福指數」2022 比較，由

2022 年的 6.10 分下跌至 2024 年 6.06 分，即跌幅為 0.04 分，跌幅

較 2019 及 2022 年的 0.21 分為少。 

 2024 年 2022 年 2020 年 

香港家庭幸福指數 6.06 6.10 6.31 

 

n 香港家庭在家庭內部相關的範疇的得分較社會相關的範疇高。而在六

個範疇中，「家庭健康」較 2022 年明顯下跌，而「家庭資源」顯著上

升；「社會連繫」在三次調查中皆是得分最低。 

 2024 年 2022 年 2020 年 

家庭內部 

相關的範疇 

家庭團結 7.46 分 7.40 分 7.45 分 

家庭資源 7.35 分 7.20 分 7.39 分 

家庭健康 6.74 分 7.07 分 7.09 分 

家庭與社會 

相關的範疇 

社會資源 4.69 分 4.80 分 5.27 分 

社會連繫 3.34 分 3.26 分 4.12 分 

生活平衡 4.60 分 4.66 分 4.52 分 

 

2. 貧富家庭的幸福指數差距較 2022 年收窄，較高月入家庭的幸福水平則顯

示下跌趨勢 

 

雖然在過去兩次調查中，家庭收入與家庭幸福指數有正面影響，但是次調

查發現較高月入家庭(HK$30,000 或以上)的幸福水平持續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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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照顧者的家庭幸福指數有明顯的影響，而且「年長獨自照顧者」情況需

要關注 

 

家中有照顧者的家庭幸福指數為 5.81 分，較家中沒有照顧者的 6.24 分相

距甚遠。而受訪的獨自照顧者中，有約四成超過 60 歲，而 70 歲或以上亦

佔約一成半。以此數據推算，全港「年長獨自照顧者」的人數估計超過 26

萬，而人口老化更將問題加劇，情況需要關注。此外，在有照顧者家庭

中，有超過一成家庭有照顧者移居海外，當中近五成照顧者表示照顧壓力

在家人移居海外後有不同程度增加。 

 

而調查發現有多於一位照顧者共同照顧的家庭，家庭幸福水平較獨自照顧

者為高，相信這反映有家人的支援及分擔照顧責任，讓照顧者能夠有放鬆

休息的私人時間，他們的照顧壓力亦會相對少。 

 
家福會根據以上結果，有以下建議： 

1. 以家庭作為單位推動「家庭健康」 

 

調查顯示「家庭健康」較 2022 年顯著下跌，當中包括「身體健康」及

「精神健康」。家福會提倡以家庭作為單位推動「家庭健康」，以心理治

療及基層醫療服務模式為例，提供以家庭單位而推出的健康護理服務包括

體重及營養管理，以提升整體家庭的健康。 

在實踐「健康是一家人的事」，家庭成員需要互相協助，一同提升家庭健

康。家福會建議家庭從「運動、營養、休息、溝通」四方面著手，讓「身

體健康」及「精神健康」同樣照顧得到，建立一家人的健康生活模式。 

 

2. 增加市民參與社會事務途徑從而提升香港家庭的「社會連繫」   

 

政府在過去兩年已經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積極加強家庭與社會之間的

連繫，然而家庭參與社會及貢獻社會的程度仍然偏低。家福會建議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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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更多參與社會事務的途徑，讓市民認識及認同參與公共事務的有效

渠道，加強參與空間，提升與社會事務的連繫。 

 

另外，家福會亦建議政府進行調查和研究，以深入了解家庭參與社會和貢

獻社會所面對的障礙和挑戰，從而製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建立及推動社

區支援網絡，以改善現有的情況。此外，建設更多「以家為本」的社區設

施、休憩和公共空間，不單有助促進家庭身心健康，亦能提升家庭對社會

的參與度以及歸屬感，提升香港家庭的社會連繫。 

 

3. 集中資源支援全港估計 26 萬「年長獨自照顧者」   

 

以此調查數據推算，全港「年長獨自照顧者」估計達 26 萬，家福會建議

政府集中資源，針對「年長獨自照顧者」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政府首

要投放資源，如大數據分析協助辨識及連繫隱閉及高危照顧者；同時亦應

透過設立專責外展服務隊，主動接觸及協助尋找高危人士。 

除協助「年長獨自照顧者」本人外，亦需強化其家庭成員間的協作，以

「家庭照顧夥伴」的理念，用團隊模式，彼此分工合作去處理照顧家人事

宜。 

 

如欲了解更多香港家庭幸福指數，請掃描以下 QR Code： 

 
www.hkfws.org.hk/hkfwi 

 

 

http://www.hkfws.org.hk/hkf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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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於 1949 年正式成立，為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的非牟

利社會服務機構。家福會本著「以家為本」的服務理念，致力提供高質素的專

業服務，以改善市民大眾的生活，凝聚家庭和促進家庭的健康與福祉，培育一

個互相關顧的社會。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歡迎瀏覽本會網址www.hkfws.org.hk。 

有關查詢，請聯絡︰ 

家福會企業傳訊經理 

梁嘉音女士 

電話: 2527 3171 

電郵: karen.leung@hkfws.org.hk 

家福會高級企業傳訊主任 

容沛鈴女士 

電話: 2527 3171 

電郵: cherry.yung@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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