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基層家庭租住處境調查 2020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2021年1月25日

一人慘「租」漠視
「疫」境下難求存



評估背景



調查背景

疫情下面對
龐大的經濟

壓力

長期居住於昂貴
的不適切居所
(劏房、寮屋、
需共用廚廁的房
間、工廈劏房及

村屋)

一人基層家庭
在現時房屋政
策下未能得到

保障

現時
將來

(津貼未能惠及)



調查目的

了解一人基
層家庭在
疫情下的
經濟狀況

了解一人基
層家庭的
住屋情況

探討支援一
人基層家庭
的政策



採集數據及抽樣方法

共取得 246
份有效問卷

聚焦小組及曾
接受明愛社區
發展服務

採用立意
抽樣方式

服務範圍(寮屋、
村屋及私人樓宇)



調查結果及分析



1.一人基層家庭需要長時間面對在職貧窮
及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中

少於30歲 (4.1%)

30至45歲(25.2%)

46至60歲(52.8%)

沒有回答(1.2%)

大於60歲(16.7%)

受訪者年齡
大部份年齡低於60歲

(82.1%)

在職(84.1%)

沒有工作(15.9%)

受訪者的
就業狀況

入息中位數:$10,000



1.一人基層家庭需要長時間面對在職貧窮及
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中

在職貧窮

大部份年齡低
於60歲(82.1%)

在職
(84.1%)

入息中位數:
$10,000

搬入租金便宜但是
環境惡劣及狹窄的

不適切居所

遠低於「在職家庭津貼」
一人入息限額$14,100



1.一人基層家庭需要長時間面對在職貧窮及
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中

沒有(49.6%) 有(50.4%)
有沒有

申請公屋?

公屋非長者一人基層家庭輪
候制度：
• 編配予一人基層家庭的公屋數

量每年設定配額
• 設有計分制度，令到一人基層

家庭的輪候時間較其他類型的
申請住戶長

• 根據房屋署公佈的「非長者一
人申請」的編配進度，已接受
配屋的最低分數為434分

• 若要達到上述分數，假設由18
歲開始申請，大概需要40年的
時間才可以獲編配公屋



1.一人基層家庭需要長時間面對在職貧窮及
居住在「不適切居所」中

有申請公屋：
公屋非長者一人基
層家庭輪候制度

沒有申請公屋

長時間留在私人租務市場並
長期租住「不適切居所」

健康和經濟造
成巨大的壓力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劏房(63.4%)

寮屋(15.4%)

房間(需要共用廚廁)(8.9%)

工廈劏房(8.5%)

村屋(3.7%)

受訪者的
住屋類型
絕大部份居住於
不適切居所



人數 百分比 (%)

少於$2,000 16 6.5

$2,000至$3,999 108 43.9

$4,000至$5,999 95 38.6

$6,000至$7,999 27 11.0

總數 246 100.0

受訪者現時單位每月淨租金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人數 百分比 (%)

少於15% 16 6.5

15%至29% 108 43.9

30%至49% 95 38.6

多於50% 27 11.0

沒有收入 44 17.9

總數 246 100.0

受訪者租金佔入息比例

}
按照國際量度租住房屋的可負擔性，
一般會以租金佔入息比例(Rent to 
Income Ratio)的30%作為分界線

高過可負擔性

} 沒有收入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人數 百分比(%)

少於$10 7 2.8

$10至$19 19 7.7

$20至$29 37 15.0

$30至$39 45 18.3

$40至$49 57 23.2

多於$50 75 30.5

沒有填寫 6 2.4

總數 246 100.0

受訪者的呎租

中原地產2020年12
月份進行的二手私
人住宅平均租金統

計分析
物業平均呎租:

＄33.7

高於

不適切居所的租金

極度不合理



人數 百分比(%)

沒有積蓄 60 24.4

一至三個月 103 41.8

四至六個月 39 15.9

七至十二個月 26 10.6

多於一年 9 3.7

沒有填寫 9 3.7

總數 246 100.0

你認為你的儲蓄能夠應付多少個月的租金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各種住屋類型與租住單位、租金、呎租及租金佔入息中位數

住屋類型 人數 租住單位面
積中位數
(平方呎) 

每月淨租金
中位數(元) 

呎租中位數
(元) 

租金佔入息
比例中位數
(%) 

工廈劏房 21 100 3,800 36.5 37.0

房間(需共用
廚廁) 

22 60 2,700 41.7 30.0

劏房 156 90 4,100 45.0 36.8

寮屋 38 150 3,350 22.8 46.5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各種住屋類型與租住單位、租金、呎租及租金佔入息中位數

住屋類型 人數 租住單位面
積中位數
(平方呎) 

每月淨租金
中位數(元) 

呎租中位數
(元) 

租金佔入息
比例中位數
(%) 

劏房 156 90 4,100 45.0 36.8

呎租最高每月
淨租金中位數

最高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各種住屋類型與租住單位、租金、呎租及租金佔入息中位數

住屋類型 人數 租住單位面
積中位數
(平方呎) 

每月淨租金
中位數(元) 

呎租中位數
(元) 

租金佔入息
比例中位數
(%) 

房間(需共用
廚廁) 

22 60 2,700 41.7 30.0

呎租極高面積中位數
最少

疫情下
衛生風險大增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各種住屋類型與租住單位、租金、呎租及租金佔入息中位數

住屋類型 人數 租住單位面
積中位數
(平方呎) 

每月淨租金
中位數(元) 

呎租中位數
(元) 

租金佔入息
比例中位數
(%) 

寮屋 38 150 3,350 22.8 46.5

租金佔入息
中位數
極高

位置偏遠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各種住屋類型與租住單位、租金、呎租及租金佔入息中位數

住屋類型 人數 租住單位面
積中位數
(平方呎) 

每月淨租金
中位數(元) 

呎租中位數
(元) 

租金佔入息
比例中位數
(%) 

工廈劏房 21 100 3,800 36.5 37.0

沒有任何
住屋保障

法律風險
極大



一至三個月(41.8%)

沒有積蓄(24.4%)

四至六個月(15.9%)

七至十二個月(10.6%)

多於一年(3.7%)
沒有填寫(3.7%)

你認為你的儲蓄
能夠應付多

少個月的租金?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2.在職貧窮令一人基層家庭的住屋選擇
「揀無可揀」

愈搬愈差的
「惡性循環」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下降(53.7%)

上升(12.2%)

維持不變(34.1%)
相比於2019年，
2020年上半年的

收入狀況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有(33.7%)

沒有(63.0%)

沒有回答(3.3%)

由2019年開始，
你有面對加租情

況嗎？



人數 百分比(%)

少於5% 18 21.7

5%至9% 26 31.3

10%至14% 15 18.1

多於15% 10 12.0

沒有回答 14 16.9

總數 246 100.0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受訪者的加租幅度 (n=83)

} 遠高於通脹率：
0.3%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足夠(36.6%)

不足夠(63.4%)

扣除租金及水電
費用，剩下的收
入足夠應付生活
其他開支嗎?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人數 百分比(%)

失業或入息減少導致不足以應
付租金

51 20.7

每月可動用入息少於$2,000 13 5.3

每月可動用入息介乎$2,000-
$3,999 

26 10.6

每月可動用入息介乎$4,000-
$5,999 

27 11.0

每月可動用入息多於$6,000 129 52.4

總數 246 100.0

扣除租金後每月可動用的入息情況

} 生活變得更為

壓縮



人數 百分比(%)

沒有積蓄 60 24.4

一至三個月 103 41.8

四至六個月 39 15.9

七至十二個月 26 10.6

多於一年 9 3.7

沒有填寫 9 3.7

總數 246 100.0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你認為你的儲蓄能夠應付多少個月的租金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會(85.4%)

不會(14.6%)

在此時此刻，
你會減少開支
以應付租金?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醫
25.7%

食
82.9%

行
29.0%

日用品
3.3%

其他
4.8%

在此時此刻，你認為你會減少那一項開支以應付租金?
(可選多項) (n=210)



3.疫情下一人基層家庭出現嚴重的經
濟危機

收入下降
疫情下

加租幅度大

扣除租金後
入息不足以
應付開支

沒有積蓄
應付租金

被逼
減少生活
基本開支

獨自面對龐大的生活和經濟壓力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否(18.3%)

是(78.5%)

沒有回答(3.3%)

相比於2019年，
2020年的收入不穩
定的風險是否有所

增加?

放無薪假

開工不足

失業率及
就業不足率

達2017年新高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沒有回答(3.3%)

租金上升(52.4%)租金不變(38.6%)

租金下降(5.7%)

受訪者認為將
來一年的租金
水平會：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完全不擔心(2.8%)

十分擔心(34.1%)

不擔心(17.9%)

擔心(45.1%)

對於租金將來的
變化，你的
擔心程度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會(89.0%)

不會(11.0%)

若然租金再
上升，你會
減少開支以
應付租金
升幅?



醫
29.7%

食
77.6%

行
24.2%

日用品
5.0%

其他
4.2%

若然租金再上升，你認為你會減少那一項開支以應付租金升幅？
(可選多項) (n=219)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收入不穩定
風險增加

預計未來
租金水平
上升

擔心將來
租金變化

減少生活
基本開支
應付租金

加劇對經濟的擔憂
對將來缺乏信心

4.現時經濟與住屋的困境令一人基層
家庭對將來感到憂慮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租金昂貴
租金佔

收入比例高

積蓄不足以
應付
租金

呎租昂貴

住屋困境
缺乏援助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住屋困境
缺乏援助

支持(98.0%)

不支持(2.0%)

政府曾提出會
研究租金津貼
恆常化，你對
此有什麼意見?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現金津貼
試行計劃」
申請資格

60歲以下
一人基層家庭
不合資格

沒有申請公屋
不合資格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無計劃推出第三輪N無津貼，
亦不會研究恒常化，相信N
無津貼已完成使命。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60歲以下
一人基層家庭
不合資格

沒有申請公屋
不合資格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支持(97.2%)

不支持(2.8%)

政府成立「劏房」
租務管制研究工作
小組，你對設立租
金管制的意見

住屋困境
缺乏援助



5.一人基層家庭冀望政府設立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舒緩住屋苦況

保障到租客
減少因加租等
不合理情況
而被逼遷

令租金
變得合理

限制租金
加幅

設立
租金上限

監管
濫收水電費

租務管制

受訪者認為內容應包括:



調查建議



1.短期建議：「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應
包括非長者一人基層家庭資格

•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舒緩基層家庭因
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壓力

• 但計劃並不包括「非長者的一人申請者」
• 計劃是為了補償當初政府所說「公屋輪候
超過三年的住戶便能夠配置公屋單位」的
承諾

• 但「非長者的一人申請者」的輪候情況則
設有計分制度，並不包含在上述三年的承
諾當中



1.短期建議：「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應
包括非長者一人基層家庭資格

公屋積分
制度

長時間留在
私人租務市場

租住
環境惡劣的
不適切居所

z
獨力

面對昂貴
的租金

租金佔入
息大部份
沒有多餘
積蓄

一人基層家庭難以應付突發情況 (如失業、收入下降)

政府即將推行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應包括非長者一人基層家庭



2.中期建議：盡快落實推行租務管制

在職貧窮 長期租住
不適切居所

不能申請
現金津貼

可動用
資金少

較大機會需要面對租務上各種不公平對待
(例如被逼簽訂不標準的租約而令其沒有法律上保障、遭迫遷、面對大幅度

加租、等各種業主對租戶的剝削)

欠缺議價能力



2.中期建議：盡快落實推行租務管制

較大機會需要面對租務上各種不公平對待
(例如被逼簽訂不標準的租約而令其沒有法律上保障、遭迫遷、面對大幅度

加租、等各種業主對租戶的剝削)

政府應盡快推行租務管制

租務管制上
的條例應涵
蓋「不適切
居所」的住
屋類型

管制
標準合約

設定
起始租金

限制租金加
幅不得高於
通脹率

優先
續租權
等等



3.長期建議：取消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的計分制度

房屋政策一直以
「家庭」為優先

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配額及計分制度:

• 現定為每年擬編配予輪
候冊申請者的單位數量
的 10%

• 上限為 2,200 個單位

2020年9月底:
• 156,400一般公屋申請
• 103,600非長者一人申請
• 只相差56,400宗，但每

年配屋設限額

政府應檢討並取消現有的「配額及計分制」

政府應盡快覓地建屋、減少推出「綠置居」、
增加一人公屋單位的比例



個案



個案



-完-
謝謝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