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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務者難紓勞動人口短缺  

 

早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下稱「文件」）指出，為了解決人口老化的問

題，須增加勞動人口保持生產力。  

「文件」提出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鼓勵料理家務的人投入勞動市場。據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12 年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為 58.8%，15 至 64 歲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有 160 萬人之多，他們正是寶貴的人力資源，

可用以補足因人口老化而減少的勞動力。  

他們當中，女性家務者應為首選組別。2012 年，30 至 64 歲，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比男性少約 20 至 30 個

百分點。  

筆者採用總經濟撫養比率，計算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比率。按 2012 及

2041 年人口的年齡分布為基礎，加上 2012 年年齡組別和性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計算總經濟撫養比率。  

結果顯示，由於人口老化的原因，總經濟撫養比率將從 2012 年的 916，上升至 2041 年的 1354。  

撫養比率輕微減低  

即是說，2012 年每名從事經濟活動者，平均只須照顧 0.92 名非從事經濟活動者；到 2041 年，每名從事經

濟活動者，平均須照顧 1.35 名非從事經濟活動者，增幅有近五成。  

「文件」提出的一個問題是： 「哪些是鼓勵女性料理家務者就業或重投勞動市場的有效措施」。筆者認

為，我們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推動這些婦女投身勞動市場，對本港面對的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能有多少

幫助？  

「文件」提到，據政府統計處調查所得，約有 8%女性家務者表示，如有合適工作，將願意工作。根據這個

資料，假設 2041 年年齡 30 至 59 歲（根據 2012 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本來沒有工作的婦女，有 8%投入

勞動市場，她們的勞動市場參與率將上升 3 至 5 個百分點【表】；總經濟撫養比率亦由原來的 1354，輕微

減至 1316 而已。  

筆者大膽假設，有 50%本來沒有工作的婦女投入勞動市場，其勞動市場參與率將大幅上升 10 至 30 個百分

點不等【表】。以此推算，總經濟撫養比率將減至 1107，減幅為 18%，但仍然與 2012 年的 916 相去甚遠

（達 20%）。所以鼓勵女性家務者重投勞動市場，對本港面對的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成效不大。  

教育程度大多不高  

筆者試分析這些勞動市場生力軍的教育水平，比較 25 至 59 歲女性在職與非在職的教育水平。一般來說，

沒有工作的女性的學歷均比在職的為低（只有一成沒有工作的女性擁有大學學位），當中超過一半只有中

三或以下程度；至於在職女性大約四分一擁有大學程度，只有二成七持較低學歷（中三或以下）。  

由此看來，就算女性家務者可以投入勞動市場，大多只能從事一些低技術的基層工作。  



勞動市場有了這批新血加入，會否因供求問題而進一步壓低基層工人的工資？假如她們家有幼兒，所需的

幼兒服務也須方便可靠，以及可以負擔的。筆者擔心，這類孩子因母親出外工作而缺乏照顧，有機會誤入

歧途。  

總括而言，鼓勵女性家務者就業，對解決人口老化引致勞動人口短缺的問題，可謂杯水車薪，只能起到相

當有限的作用，而且還可能出現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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