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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齡化現象
及相關理財問題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投委會)於2012年成立，是以提升香港

市民的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的專責機構，並獲教育局及四家金融

監管機構支持。投委會管理獨立及持平公正的金融理財教育平台

「錢家有道」，該平台免費提供相關的資訊、教育資源及計劃，

以協助香港市民計劃及管理個人財務。投委會前稱投資者教育

中心。

請瀏覽投委會網站www.ifec.org.hk瞭解更多詳情。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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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fec.org.hk/


• 國際社會在推行金融理財教育均指出，應該儘
早為青少年灌輸金融理財教育

• 讓下一代能夠掌握所需的金融理財技巧和知識

• 兒童應及早開始接受理財教育，以應付未來更

加複雜的金融環境

• 未來能成為有信心作出有根據財務決定的消費

者和投資者

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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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課程中涉及金錢管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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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係

金錢運用；傳媒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生活技
能（如訂立目標）；朋輩影響

單元二：今日香港 消費者的權利和義務；政府的功能和所提供的服
務；生活素質

單元三：現代中國 傳統的家庭觀念（獨身、遲婚、低生育率、養兒
防老的觀念）

單元四：全球化 資金、貨品的快速全球流動；文化單一與多樣的
張力；跨境犯罪（網上騙案）

單元五：公共衛生 個人的權利與責任（醫療服務）

單元六：能源科技
與環境

影響環境的因素（個人生活模式，如物質主義和
消費主義的影響；生活素質的要求）



• 配合教育局 高中通識科課程指引

• 目標是為中學生建立正確且具遠見的理財觀、

教導他們做一個精明消費者及掌握基本財務管

理的知識和技能。

• 內容可配合個人成長課、價值教育、德育公民

及 資訊科技 進行跨主題學習

• 以生活化的例子教導學生解決日常消費及金錢

管理的問題。

• 資源套提供全面教學支援,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 兩個議題，每個議題三課節（每節40分鐘）

• 課前閱讀資料、工作紙、投影片、課堂活動及

教案

《理財通識》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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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通識》–青少年消費與網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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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與香港青
年消費有關的現象

• 香港青少年的理財模式
• 觀青少年的消費模式的形成因素及影響

單元二：網上購物 • 網上購物盛行的現象
• 網上購物的風險及注意事項’

《理財通識》–人口老化
單元一：香港的
人口老化問題

• 高齡化社會的定義
• 高齡化社會的特徵
•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

單元二：應對社
會老齡化的策略

• 政府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 個人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人口老齡化的特徵
• 香港的人口結構有何特徵？
• 社會老齡化的成因是什麼？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
• 人口老化對個人有什麼影響？
• 人口老化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人口老化」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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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人口比例上升（原因）

死亡率下降

平均預期壽命上升
• 戰後社會漸趨富裕
• 醫療水平及衞生意識提升
• 居住環境改善
• 飲食營養改善

嬰兒潮（約1946-1965年出生）
• 1946 + 65 = 2011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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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預防及

治療能力提高

生活壓力及

疾病傳播機會減少



香港人口結構的變化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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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人口比例上升（原因）

生育率下降

生活成本上升
• 物價、樓價飆漲
• 雙職家庭普遍（人工偏低）
• 家庭觀念轉變
• 節育科技和知識普及

總和生育率
• 婦女平均一生生育子女的總數
• 世代更替值：1196/每千人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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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子女成本

提高

遲婚遲育現象

普遍



香港的婚嫁及生育數字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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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撫養比率增加（原因）

老年撫養比率

長者人口數字(65歲以上)

勞動人口數字 (15−64歲)
× 𝟏𝟎𝟎

比率愈大，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愈重
(每個年輕人要養活更多長者)

勞動人口比例下降
長者人口比例上升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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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人口減少

受撫養人口增加



香港的撫養比率

人口老化的相關特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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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退休後遭遇的挑戰

• 起居、生活不便（個人生活：起居）
• 照顧難以周全（個人生活：起居）
• 身心壓力（醫療健康）
• 疾病纏身（醫療健康）
• 醫療需求增加（醫療健康）
• 社交受限（個人生活：社交）

還有什麼？
• 錢（生活、交通、醫療……）（經濟）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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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撫養人口增加



經濟

長者

• 長期求診或檢查→ 醫療開支增加

• 壽命增加、物價飛漲 → 退休開支難有效預計

照顧者

• 負擔長者醫藥費 → 醫療開支增加

• 或須長期供養兩位或以上長者 → 財政負擔沉重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個人生活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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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人口減少
長者

退休費用高

照顧者
供養壓力大照顧者

供養壓力大



經濟：養老開支

政府

• 長者及醫療服務需求增加

→ 醫療成本增加（醫療通脹）

→ 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 勞動力減少 → 稅收可能減少

年輕一代

• 供養父母費用增加 → 開支增加

• 政府可能加稅 → 可支配收入減少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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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安老開支大

下一代
財政負擔重



課前閱讀資料（三）：資料C

香港醫療衞生開支

人口老化的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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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人口減少

坊間服務
質素難維持

資助服務
壓力增加



高齡化社會的定義和特徵

• 長者人口比例增加

• 年輕人口比例下降

• 老年撫養比率上升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

• 持份者（長者、照顧者、政府、社福機構、下
一代、自己……）

• 個人層面（經濟、健康、個人生活……）

• 社會層面（經濟、社會……）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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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撫養人口增加



世界銀行提出的退休保障五根支柱發展模式

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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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政府的應對策略
（退休保障制度、公共服務……）

個人的應對策略
（自願儲蓄計劃、私人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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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子女成本

提高



公營或法定的退休保障制度：

公共福利金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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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或法定的退休保障制度：

職業退休福利計劃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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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或法定的退休保障制度：

強積金計劃

僱員稅款寬減

• 每個課稅年度$18,000

• 自願性供款不可扣稅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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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強積金計劃的質疑

涵蓋範圍不全面？

• 未能保障未有參與勞動市場人士

回報欠佳？

• 低收入人士供款不足以應付退休需要

• 市場波動風險大

• 行政費過高

對沖機制影響成效？

• 大筆供款被用於抵銷遣散費／長期服務金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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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退休保障（未達共識）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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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住屋及長期護理服務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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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津貼：公營醫療服務

政府的安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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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津貼：長者醫療券



課堂活動︰模擬退休生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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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選擇你想過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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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

提早為退休作儲蓄及投資

方法二

在強積金供款上，設立自願儲蓄方案

如何應付退休所需的額外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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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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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持不同退休生活水平，你可選擇合適的自願
儲蓄比率︰

活動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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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的定義和特徵
• 長者人口比例增加、年輕人口比例下降、老年撫養比率上升

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
• 持份者（長者、照顧者、政府、社福機構、下一代……）
• 個人層面（經濟、健康、個人生活……）

• 社會層面（經濟、社會……）

應對社會老齡化的策略
政府的應對策略（退休保障制度、公共服務……）
個人的應對策略（自願儲蓄計劃、私人醫療保險……）

學習要點

33

養育子女成本

提高



• 理財教育對教師及學生同樣重要

• 理財是一重要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 培養學生分析思考的能力 (thinking) 以及對金錢正確

的價值觀(Value)與傳授知識 (knowledge)同樣重要

• 除可配合通識教育課程外，也可配合個人成長課、價值

教育、德育公民及資訊科技進行跨主題學習

總結



謝謝!

免責聲明
此簡報旨在提供有關資料及僅供教育用途，並非對有關事項的全面論述。有關資料只屬概覽，並無考慮具體情況，因此不應被視為代替專業意見。投
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投委會)並無對此簡報所提述的任何產品 / 服務或產品類別 / 服務類別提出任何建議、推許、認許或作出推介。如有需要，讀者
/聽眾應自行諮詢專業意見。投委會致力確保此簡報所載的資料在發表時準確，但有關資料是按照其「現狀」予以提供的，投委會不會就有關資料之準
確性、時間性、或完整性作出保證。當法律及慣例變更時，投委會並無義務對此簡報作出更新。對於因為或有關於使用或倚賴此簡報 (包括不論是否由
於投委會疏忽或由於資料上有任何錯誤或遺漏或以其他方式所導致)而引致的任何虧損或損失，投委會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承擔任何責任(包括第三方責
任)；亦不會在任何情況下接受對上述損失或損害之索償。此簡報內提供的例子及個案僅作教育用途。所有例子及個案的背景資料、人物和情況均屬虛
構。此中文免責聲明為英文版本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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