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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獨立生活的20年趨勢 

 

眾所周知，現今的年輕人比起父母的一代，多數較遲完成學業、較遲找到穩定工作、較

遲結婚、較遲成家立室、較遲生兒育女。這個現象並非本港獨有，其他歐美發達國家均

有同樣情況。 

 

離開父母，獨立生活，是年輕人長大成人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由於香港近年的樓價已

升至難而負擔的地步，而且公共房屋供應亦未能顧及這些年輕人的住屋需要，以致這個

指標更顯重要。年輕人的居住情況趨勢，也受到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關心。 

 

筆者的研究是分析1991年、2001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首先，從樣本中選出18至

34歲的青年，樣本數目分別是81289、76415和76909。跟從過去研究的做法（Mykyta, 

2012），把年輕人的居住情況分成七類：一、已婚並與配偶同住；二、同居；三、獨居

（包括只與子女同住的年輕單親）；四、與父母同住；五、與親戚同住；六、與朋友同

住（與最少一名同性朋友同住）；七、仍然在學（18至24歲的學生，不論他們的居住情

況）。 

 

人口普查並無收集同居數據，筆者只好假如凡與16歲以上，與異性朋友同住的年輕人當

作同居人士；亦跟從過去研究的做法（Mykyta, 2012），把前3類歸納成獨立居住情況

（independent living），而後4類則合併成為依靠居住情況（dependent living）。結果顯示，

過去20年，年輕人獨立居住的百分比由1991年的36.6%，下跌至2011年的24.3%（【表】）。 

 

另一方面，依靠居住的百分比由1991年的63.4%，上升至2011年的75.7%。獨立居住的百

分率下降，主要由於已婚並與配偶同住的百分比由1991年的33.1%，下跌至2011年的

18.6%。依靠居住的百分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與父母同住和在學的百分比上升所

致。 

 

本港年輕人獨立居住的百分比在過去20年大幅下跌12個百分點、跌幅達三成三（﹝36.6%

－24.3%﹞÷36.6%）。近年樓價不斷上升，情況只會更惡劣。難怪年輕人對居住環境如

此不滿。 

 

除了樓價和公屋供應短缺之外，亦可能是由於近20年大專學位大幅增加，有更多年輕人

中學畢業後繼續升學，以致他們亦較遲獨立生活。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8至34歲的年

輕人中，有大專教育程度的百分比由1991年的一成七升至2011年的五成三。 

 



我們運用一些統計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推算年輕人獨立居住的百分比下跌，

是否基於過去20年一些個人因素的轉變，包括年齡分布、性別、出生地點、教育程度、

就業情況、家庭和個人收入等。結果顯示，只有一成二獨立生活百分比的轉變能夠歸咎

於這些個人因素；其中教育程度一項能令獨立生活百分比下降 2 個百分點，其餘只能

是基於其他個人因素或是一些如樓價等大圍環境的因素。 

 

年輕人能夠長大成人、成家立室，這不但是年輕人的希望，亦是整體社會的共同冀盼，

但如何幫助他們達到這些希望，社會人士及有關當局理應仔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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