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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社會由眾多家庭組合而成，建設和諧社會，必先有和諧的家庭關係。但隨著社會不斷

變化，家庭結構更趨複雜及多元化，各種家庭問題亦相繼出現。 

 

為推動家庭和諧，香港賽馬會於二零零七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會捐款二億五千萬港元，

邀請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合作，主導推行「愛 + 人：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計劃

包括一個為期六年的全港住戶調查，藉以了解家庭問題的根源，並以收集到的數據為

基礎，利用科學化的研究及跟進，以實證為本，設計有效的預防方案；另外，亦透過

家庭支援項目及多元化的公眾教育活動，以多種手法及渠道加強宣傳家庭和諧的信息。 

 

「愛 + 人：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的理念是提倡、促進及強化家庭質素及關係的三個

H，分別是健康 (Health)、快樂 (Happiness) 及和諧 (Harmony)。我們相信每一個優質的家

庭都必須具備及發揮好以上三個元素。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為計劃所進行的全港住戶調查第二階段已經完成，我們希望能

透過這份報告，令全港市民更加了解香港家庭的情況，從而提升大家對家庭健康、快

樂及和諧的了解和重視。 

 

我謹代表馬會感謝所有參與全港住戶調查的家庭的支持及提供寶貴資料，使調查研究

得以順利進行。最後，我亦要感謝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愛 + 人」計劃團隊，與我

們並肩推動「家有康和樂」。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 

 張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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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 人」計劃  
參考資料  

計劃背景及目標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和諧的社會更是建基於融洽的家庭關係之上。隨著香

港經濟愈趨發達，教育水平提高，科技更見先進，傳統家庭觀念卻逐漸受到衝

擊，出現不少家庭問題。  

為協助建構一個和諧社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款二億五千萬港元，邀

請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攜手合作推行「愛  + 人」計劃和研究。 

計劃的基本理念是，傳統的家庭觀念仍適用於現代社會，而且能夠為老、中、

青三代帶來健康、快樂及和諧 (3Hs: Health, Happiness and Harmony) 的家庭生

活（「家有康和樂」）。有別於一般以補救已發生的家庭問題為目標的項目，本

計劃以如何預防家庭問題發生為研究重點。 

 

計劃內容  

包括三大項目：  

1. 全港住戶調查 

研究以「家庭」為單位，研究採用公共衞生的理念和模式進行，結合醫學、行

為及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社會工作學）、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和環境科

學等角度，再配合社會習俗、醫藥、教育和大眾傳媒，以科學化的方法，透徹

分析問題根源，發展一套能夠深入針對問題、覆蓋層面廣泛、具成本效益的有

效預防方法，為政府及其他相關機構提供有用的數據及資料，作為制定長遠政

策及社會服務計劃的依據。  

1.1.  調查範疇及時間：  

-  個人及住戶資料、生活習慣（包括飲食、運動等）、健康（生理及心理）

狀況、快樂指數、家庭和諧程度、信仰、鄰舍關係、工作狀況、醫療及

社會資源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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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項調查預計為期六年。第一次住戶訪問於 2009 年 3 月開始，於 2011

年 5 月完成，成功訪問 20,964 個住戶，共 47,697 人。第二次訪問已於

2011 年 8 月正式展開，跟進 20,964 個住戶的情況，第二次全港住戶調查

於 2013 年 6 月完成。（15,155 住戶；32,016 人）  

1.2.  調查對象：  

-  整項調查已共訪問 15,155 個住戶。為使調查能涵蓋人生不同階段以及促

進社區發展，除了隨機樣本外，特別誠邀五類目標住戶參加，包括 1)新

婚夫婦、 2)有突發性危疾 /長期病患者、3)在深水埗、觀塘、港島東或南

區育有小一學童、4)居住於東涌、天水圍及將軍澳區的家庭及 5)隨機抽

樣其中一個人的家庭。  

1.3.  調查方法：  

-  在六年的調查期內，調查員上門為住戶進行兩次家訪，並每隔三至六個

月與受訪住戶進行電話或網上聯絡跟進。本調查獲取的所有資料絶對保

密。  

1.4.  參與調查的住戶均自動成為 1% Club 會員，免費享用一系列「家有康和

樂」的健康資訊服務，亦可隨時登入附有加密程式的網上平台，瀏覧本

調查所搜集的健康數據，並儲存個人身體檢查資料，如血壓度數等，以

獲取個人健康狀況評估，同時會定期收到住戶調查的最新通訊。  

2. 家庭支援項目 

2.1.  以促進家庭成員間和諧共處，建立健康、快樂及和諧家庭生活為最終目

標，研究小組與四間非政府組織及衞生署合作，共同研發和完成五個促

進「家有康和樂」的家庭先導支援項目。  

2.2.  研究小組與合作的社區伙伴以公共衞生學的理論為基礎，設計出具成本

效益及可持續發展的先導支援項目。每個家庭支援項目課程都有清晰明

確、可實現的目標，課程簡短精煉(每節約二至三小時，為期四至五節 )，

同時鼓勵參加者在課堂後練習所學的管教子女技巧。為了增加課程的可

持續性，所有課程均由區內註冊社會工作者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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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支援項目的先導小組就提升家庭和親子關係兩大課題，於香港 13 個地區

進行測試，並已於 2009 年至 2010 年初順利完成。對象包括懷孕婦女和

育有小學學童的家庭，每個支援項目分別有 100 至 150 個家庭參加。研

究小組會評估測試對象在參加個別支援項目前後，其行為及態度上的轉

變，並檢討先導支援項目在促進「家有康和樂」方面的成效。五個支援

項目分別為 :  

-  與香港明愛合作推行的《愛+人︰「有教‧無慮」家庭和諧計劃》、  

-  與香港家庭福利會合作推行的《愛+人︰「家多‧和諧」計劃》、  

-  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合作推行的《愛+人︰「愉快學習上小一」》、  

-  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作推行的《愛+人︰「愛家‧Teen 希望」》及  

-  與衞生署合作推行的《愛+人︰「共育共樂」》。  

2.4.  根據先導小組研究所得的經驗和成效，已於 2010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

期間，分別由香港明愛和香港家庭福利會展開兩項主研究，並豐富課程

內容、增加參加人數及擴展服務區域。  

2.5.  於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研究小組與香港國際家庭服務社合

作開展另一個支援項目，名為《「愛+人‧家添正能量」計劃》，協助強

化新移民家庭的抗逆能力。  

2.6.  於 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5 月期間，研究小組與東華三院合作推行

《「多讚少彈康和樂」計劃》，向約 1,000 名學生及其家長推廣多讚賞少

批評的溝通模式。  

2.7.  研究小組亦積極致力與不同非政府組織及社福機構合作，構思及推行更

多家庭支援項目，期望可照顧不同階層人士的需要。  

3. 公眾教育 - 健康傳訊 

3.1.  計劃透過不同渠道，宣傳「家有康和樂」的訊息，提高公眾對傳統家庭

觀念的關注，加強溝通和投入感。另外，亦會舉辦社區活動，讓全港市

民參與，從而維繫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3.2.  借助傳媒對公眾的影響力，於不同媒體，例如報章雜誌、互聯網、電視、

電台、廣告等，宣傳正面的「家有康和樂」訊息，增加公眾對訊息的認

同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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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每年進行一次電話調查，評估在宣傳「家有康和樂」的過程中，公眾在

行為上的轉變，以及公眾教育計劃的成效。第一次及第二次全港電話問

卷調查「香港家庭及健康資訊問卷調查」已於 2009 及 2010 年完成，分

析結果亦於 2010 年 9 月 26 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傳播媒介的廣泛報

導成功引起社會人士對「家有康和樂」的關注。第三次和第四次全港電

話問卷調查已於 2013 年完成，而第五次全港電話問卷調查已於 2014 年

完成。 

3.4.  舉辦工作坊、講座及研討會，透過經驗分享及交流，培訓社區工作者運

用有效的溝通策略，合力宣傳「家有康和樂」的訊息。  

3.5.  由馬會贊助、香港電台製作的「愛回家」電視單元劇系列，是公眾教育

活動之一。電視系列由 2010 年 1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逢星期六晚上八

時於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映(除 1 月 30 日外)  。啟播禮已於 2010 年 1 月 17

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  

3.6.  與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地區層面推行地區為本參與計劃，透過與

地區團體合作將健康、快樂及和諧的家庭生活模式帶入社區，並會就社

區參與方式進行訊息推廣的成效進行評估。四個計劃分別為：  

-  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於元朗區推行的《「快樂家庭廚房」計劃-第

一階段》  

-  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作於觀塘區推行的《「齊來學‧愛家」計劃》  

-  與社會福利署深水埗區福利辦事處、四十多間社會服務機構、學校、

社區團體及政府部門合作，於深水埗區推行《「家」「深」幸福計劃》  

-  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於荃灣及葵青區推行的《「快樂家庭廚房」

計劃-第二階段》  

3.7.  於 2010 年與沙田區議會合作舉辦《沙田節賽馬會「愛+人」家家康和樂

嘉年華》。  

3.8.  於 2011 年與香港賽馬會合作舉辦《愛+人 :  沙田藝圃樂》。  

3.9.  在 2010／11 學年，與六個不同地區的 85 間小學合作，以環保為主題，

將「家有康和樂」的訊息透過專題研習環節向 18,000 個小四至小六學生

及家長進行深化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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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作，於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10 月期間推行《家添

戲 FUN》計劃，以話劇形式於 100 間小學巡迴演出，向學生及其家人推

廣家有康和樂（家庭健康、快樂及和諧）及正面溝通的訊息。  

3.11.  於 2013 年 10 月 20 日與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香港

島婦女聯合會、香港中西區婦女會、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香港小童

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合作於

中西區舉辦《愛+人：家家樂聚日》。  

3.12.  積極參與不同形式的社區活動，透過展覽、攤位遊戲、演講等活動，宣

揚「家有康和樂」的訊息，如《中西區健康城市「一齊減壓」嘉年華》

2013、《中西區健康節》 2012 及 2013、社會福利署於不同地區舉辦的

《地區福利規劃研討會》2011 及 2012、《中西區關愛日 2010》、《九龍

城世界衞生日》2010 及 2011 等。  

3.13.  於 2013 年 10 月 20 日與中西區區議會中西區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香港

島婦女聯合會、香港中西區婦女會、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香港小童

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合作於

中西區舉辦《愛  + 人：家家樂聚日》，目的旨在推廣家庭健康、快樂及

和諧的訊息。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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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意識到家庭和睦及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在二零零七年邀請香

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攜手合作，推行「愛＋人」計劃。是次計劃包括社區支援行動項

目及一個根據全港住戶追蹤研究結果建立的「社會探熱針」資料庫。此獨創的資料庫，

將首次廣泛全面地闡述香港市民及家庭的健康 (Health)、和睦 (Harmony) 及快樂 

(Happiness)，簡稱為 ‘3Hs’ (也稱「康和樂」)。這份報告將闡述此項追蹤研究於二零

一一至二零一三年期間收集的數據，包括 5,363 住戶以及 10,640 接受第二次家訪調查

的受訪人士，是次研究樣本足以反映全港一般市民的情況。 

這份報告提供一個全港住戶追蹤研究的第二次家訪調查的結果。 是次追蹤研究由二零

零九年開始跟進受訪家庭及其成員的情況，至二零一四年頭已透過電話方式成功進行

了五次跟進訪問，而第二次全港住戶研究家訪亦已完成。而且，「愛＋人」研究團隊

已建立一個專屬網站來管理及發佈資料(http://familycohort.sph.hku.hk/)，當中包括使

用地理資訊系統的互動詢問資料庫，此研究資料貯藏庫亦包括其他相關資料，有助公

眾 瞭 解 香 港 市 民 及 家 庭 的 「 康 和 樂 」 ， 歡 迎 各 位 人 士 到 以 下 網 址

http://familycohortgis.sph.hku.hk/ 。 
  

http://familycohort.sph.hku.hk/)
http://familycohortgis.sph.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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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身高及體重 

男性受訪者的平均身高為 166.2 厘米，女性為 154.4 厘米。男性受訪者的平均體重為

66.1 公斤，女性為 56.2 公斤，體重分佈與年齡的關係呈鐘型曲線，中年人士的體重最

重。 

 

身高體重指數  

身高體重指數 (BMI) 是測量體重狀況的指標，經常用於界定過重及肥胖。計算方法是

將體重 (公斤) 除以身高 (米) 的二次方 (kg/m2)。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訂立的標準，

24.0% 受訪者屬於「過重」(BMI 25 – <30)，6.7% 屬於「肥胖」(BMI ≥30)，4.7% 為
「過輕」(BMI <18.5)，而 61.1% 為「正常」(BMI 18.5 – <25)。「過重」或「肥胖」的

百分比，男性 (33.8%) 比女性 (28.3%) 為高。 
 
根據世衞制定的亞洲人 BMI標準，30.7% 受訪者屬於 「肥胖」(BMI ≥25)，22.1% 屬於

「過重」(BMI 23 – <25)，4.7% 為「過輕」(BMI <18.5)，38.9% 為「正常」(BMI 
18.5 – <23)。「過重」或「肥胖」的百分比，男性 (56.5%) 比女性 (50.0%) 為高。 
 

高血壓 
 
20.1% 受訪者經醫生診斷患高血壓，由 20–34 歲組別的 0.0%，上升至 65 歲及以上的

44.6%。但是，根據世衞制定的高血壓臨床指引 (收縮壓 ≥ 140 mmHg 及/或舒張壓 ≥ 90 

mmHg)，用電子血壓計量度的結果反映出另外 14.5% 受訪者亦患高血壓。總體高血壓

患病率為 34.6% (女性佔 31.9% 及 男性佔 38.1%)。經醫生診斷及「經量度而非診斷」

的高血壓患病率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主要慢性疾病 

「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曾否經西醫診斷患有某種主要慢性疾病。最常見的五

種主要慢性疾病為過重或肥胖 (52.8%)、高血壓 (20.1%)、糖尿病 (9.0%)、關節肌肉系

統疾病 (6.7%) 及冠狀動脈心臟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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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患有一種、兩種、三種、四種及以上慢性疾病的比率分別為 23.4%，10.0%，6.1% 和
3.1%。19.0% 的女性及 19.5% 的男性患有兩種及以上慢性疾病。患慢性疾病的比率隨

年齡增長而上升。 

 

口腔健康狀況 

41.6% 受訪者自我評估口腔健康狀況為好或非常好 (女性: 39.0%; 男性: 45.0%)，49.2% 
為一般，而 9.1% 為差或非常差。評估好或非常好的百分比，由 20-34 歲組別的 55.0% 
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30.1%。 

 

飲食 

「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的飲食習慣，包括吃蔬菜和水果的次數

及份量。 

66.7% 受訪者每天都吃水果，女性 (71.7%) 比男性 (60.1%) 為高，並隨年齡增長而遞升。

14.9% 每天平均吃最少兩份水果 (女性佔 16.8%，男性佔 12.6%)。22.0% 每天吃最少三

份蔬菜，包括 25.0% 的女性及 17.9% 的男性。18.4% 受訪者每天吃五份水果及蔬菜及

以上(21.7% 的女性，14.0% 的男性)。由此可見，普遍人口食用水果及蔬菜不足。

76.5% 受訪者每天都吃肉類，而 43.6% 每天都吃魚。 

 

吸煙 

16.0% 受訪者曾經吸煙，當中 61.9% 現時每天吸食最少一根香煙，0.9% 間中吸煙 (每
天吸食少過一根香煙)，37.2% 已戒煙。包括所有非吸煙及吸煙人士，每日吸煙的流行

率則為 9.9% (女性佔 3.1%；男性佔 18.4%)。 
 

在現時每日有吸煙的人士當中，42.8% 在 18 歲前開始吸煙，而 31.4% 每日吸食最少一

包煙 (或 20 根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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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酒精飲料 

75.1% 受訪者從不飲用酒精飲料，16.2% 間中飲酒 (在一個月內少過一次)，6.9% 一星

期飲酒一次及以上，而 2.5% 則每天都飲酒。在曾經飲酒的人士當中，開始飲酒的平均

年齡是20.0 歲，25.8% 在 18 歲前開始飲酒。男性開始飲酒的平均年齡為 19.0 歲，而女

性為 21.9 歲。在曾經飲酒的人士當中，5.6% 在受訪前一個月曾經暴飲過一次或以上，

包括 8.8% 的男性及 0.0% 的女性。6.3% 的受訪者的一星期酒精攝取量超過英國皇家醫

學院釐定的標準，包括 7.8% 的男性及 3.5% 的女性。 

 

體能活動 

� 體能活動 
在過去一星期，10.8% 受訪者曾參與劇烈體能活動，22.0% 曾參與中度體能活動，而

91.4% 曾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 
 

19.7% 受訪者達到世衞建議的每星期體能活動量 (21.2% 的男性，18.7% 的女性)。
26.4% 的 20–34 歲人士及 17.0% 的 65 歲及以上人士達到建議體能活動量。 
 

� 靜態行為 
在過去七天，受訪者平均每天坐着的時間大約 5.5 小時，男女之間沒有明顯差別。受

訪者平日平均每天看電視大約 1.7 小時，而週末平均每天看電視亦為大約 1.8 小時。平

日及週末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在男女之間沒有明顯差別。 

 

� 與家人一起做運動 
在過去七天，受訪者平日平均做運動大約 1.3小時，而週末平均做運動大約 0.9 小時。

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時間在男女之間沒有明顯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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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 
33.3%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六合彩一次或以上，男性 (45.0%) 較女性 (24.5%) 高
很多，9.5% 曾投注多過一次但少於每月一次。11.8%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賽馬

一次或以上，男性 (24.4%) 亦較女性 (1.5%) 高很多，1.9% 曾投注多過一次但少於每月

一次，而 9.9% 每月投注至少一次。3.7%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球賽一次或以上，

男性 (7.6%) 比女性 (0.8%) 較高。0.7%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一

次或以上，而 7.6% 在過去一年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一次或以上 (例如打麻雀及撲克

牌) ，包括 7.6% 的男性及 7.7% 的女性。58.6% 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沒有在賭博上花費

任何金錢，女性 (69.5%) 比男性 (44.2%) 為高。 
 

與健康相關之生活量表 

� 與健康相關之生活量表 (SF-12 v2) 
標準十二題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第二版 (SF-12 v2) 是有效評估八項健康狀況的方法。

八項健康狀況分別是：生理功能 (Physical Functioning)，生理問題對角色限制 (Role 
Physical)，身體痛楚 (Bodily Pain)，一般健康 (General Health)，生命力 (Vitality)，社交

功能 (Social Functioning)，情緒問題對角色限制 (Role Emotional) 和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SF-12 v2 能評估兩大健康範疇──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身體健康範疇包括前

四項，而心理健康範疇則包括後四項。兩個健康範疇的分數由 0 至 100 分，分數越高

表示身體和心理健康越好。 
 

身體健康的平均數為 47.6 (男：48.3；女：47.2) ，而心理健康的平均數為 55.5 (男：

56.0；女：55.1)。身體健康的得分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而心理健康的得分則隨年齡增

長而輕微上升。 

 
� 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 

1.2% 受訪者評估自己現時的健康狀況為極好，7.3% 為很好，43.5% 為好，41.0% 為一

般，而 7.0% 為差。評估自己現時的健康狀況為極好、很好或好的百分比，男性佔 
55.8%，而女性佔 49.1%。與年輕人士相比，較多的年長人士評估健康狀況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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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 

整體快樂指標 

6.2% 受訪者表示「非常快樂」，85.4% 「快樂」，8.3% 「不甚快樂」，而 0.0% 「完

全不快樂」。按性別分析，91.8% 的男性和 91.4% 的女性表示「非常快樂」或「快

樂」。  

 

病人健康問卷 (PHQ-9)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九條病人健康問卷 (PHQ-9) 來量度抑鬱症狀。大部分受訪者 
(92.2%) 沒有或只有極微的抑鬱症狀。1.9% 的女性及 1.1% 的男性在過去兩星期內表示

有中度、中度嚴重或嚴重抑鬱症狀。 

 

生活壓力指數 

根據近期生活變化問卷 (RLCQ)，詢問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有沒有經歷過十八種生活壓

力事件。21.8% 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內有經歷至少一種生活壓力事件，包括 
22.8% 的女性及 20.5% 的男性。 

 

和睦 

家人的支持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 Family APGAR (adaptability,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 量表來量度受訪者自我評估家人給予的支持。此量表共有五條題目，由 0 至 
10 分計算，分數越高代表家人的支持度越高。所有受訪者的平均家人支持度為 7.8 分，

而女性普遍得到的家人支持度與男性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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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睦及滿意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自行研發的量表來量度受訪者對於家庭和睦及滿意的情況，

此量表總共有二十四題，分為五個範疇：身份  (identity)，沒有衝突  (absence of 
conflicts)，有效的溝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忍耐寬容 (forbearance) 及家庭時間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後四個範疇乃經由質性研究證明是和睦家庭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除了三題在身份範疇的陳述之外，八成以上受訪者在其他二十一題陳述皆作出

正面回應 (回答「非常同意」或「同意」)。 

 

家人間的衝突 

受訪者回答過去三個月內有否與家人因為 12 種原因發生糾紛或衝突 (包括家庭關係、

投入工作以致影響家庭生活、金錢和財務優先序及個人習慣等)。 62.6% 的受訪者與家

人沒有任何衝突 (66.2% 的男性及 59.9% 的女性)，而在所有受訪者中衝突指數平均值

為 0.6。較年輕人士跟家人的衝突指數比較年長人士為高。 

 

工作與家庭 

全職工作受訪者每天在工作場所工作大約 8.8 小時，男性比女性每天工作時間長。

「愛＋人」隊列研究以六條問題詢問受訪者的工作有否影響其家庭生活。分數為 6 至 
42 分，越高分數代表工作與家庭之間衝突越嚴重。衝突指數的平均值為 21.4 分。 

 

家庭活動 

「愛＋人」隊列研究有問及受訪者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例如每天用多少小時在

戲院看電影、打遊戲機或麻雀及食飯等，男性及女性受訪者在這方面沒有明顯差別。

同時，男性及女性受訪者和家人閒談及食飯平均比其他的家人活動較多，而受訪者在

週末的家庭活動時間比平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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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的社會資本 

� 鄰舍凝聚力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Sampson 的問卷 (包括五條問題) 來評估受訪者鄰舍凝聚力的

程度。58.4% 非常或一般同意「街坊很樂意幫助鄰居」，57.4% 非常或一般同意「這

是一個關係密切的鄰里」，而 57.8% 非常或一般同意「這裡的街坊是值得信任」。

60.0% 表示非常或一般不同意「這裡的街坊相處不融洽」，而 25.2% 非常或一般不同

意「這裡的街坊價值觀不一致」。 

 

� 參與義工服務 
11.8%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有參與過義工服務，包括 16.5% 的女性及 5.8% 的男性。

88.2% 受訪者在過去十二個月沒有參與過任何義工服務，6.1% 曾做過義工但少於 20 
個小時，而 5.8% 曾做過 20 個小時及以上的義工。沒有參與的百分比以男性 (94.2%) 
比女性 (83.5%) 為高。至於出席任何社區會議或活動，絕大部份的受訪者沒有出席過，

6.5% 一個月出席少於一次，而 5.3% 每月出席至少一次。 

 
� 宗教信仰及參與程度 

69.2% 受訪者沒有宗教信仰，8.7% 信奉佛教、10.6% 相信基督教、3.9% 相信天主教及

0.6% 相信道教。64.5% 完全不崇尚宗教，而 13.7% 少許崇尚。中度或高度崇尚宗教的

比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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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 1     「愛＋人」計劃全港大型住戶隊列研究 

由於香港社會及家庭凝聚力受到時代轉變衝擊而變得日益薄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很早便察覺到家庭及社會和睦的重要性，所以邀請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攜手合

作，推行「愛＋人」計劃。此計劃最重要的部分，是首次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全港

大型住戶隊列調查 (簡稱：「愛＋人」隊列研究)，目的有兩個︰(1) 檢視及描述香港市

民及家庭的健康 (Health)、和睦 (Harmony) 與快樂 (Happiness)，簡稱為‘3Hs’ (也稱「康

和樂」)； (2) 確認與 3Hs 及其變化相關的因素。而「愛＋人」隊列研究的首要目標，

是用科學嚴謹的方法及分析，為制定健康衞生及社福政策，提供充份證據，並透過公

開、全面的數據庫，與社會各界人士分享研究成果。 

與其他本地調查比較，「愛＋人」隊列研究優勝之處，是調查的對象包括了所有符合

條件的家人，即使是一些延伸家庭 (例如受訪家庭的親戚)，也能成功訪問。這個研究

方法非常獨特，能夠用來分析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康和樂」。另一方面，根據調查所

建立的數據庫含有大量寶貴資料，而且是從公共衞生的角度出發，因此可以作為「社

區晴雨表」，追踪及反映香港人「康和樂」的現況和轉變。最後，由於家庭與社會和

睦，在香港這個儒家思想社會有着深厚根源及意義，所以「愛＋人」隊列研究專門研

發了量度香港人「康和樂」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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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抽樣範圍 

1.2.1     樣本的代表性 

「愛＋人」隊列研究就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三個特徵，與二零一一年《香

港人口普查》的數據作比較，結果顯示兩者沒有明顯差別 (表 1.2.1) 。 
 

表 1.2.1︰樣本的代表性 (以個人為單位) 

  
「愛＋人」追蹤研究 政府統計處人口 效應值 

年齡     0.37 
10–14 29 (3.9%) 17385 (4.9%)   

15–19 64 (8.7%) 21910 (6.2%)   

20–24 51 (6.9%) 22501 (6.4%)   
25–29 23 (3.1%) 27226 (7.7%)   
30–34 35 (4.8%) 26876 (7.6%)   
35–39 24 (3.3%) 28949 (8.2%)   
40–44 63 (8.6%) 30083 (8.5%)   
45–49 51 (6.9%) 33046 (9.3%)   
50–54 80 (10.9%) 31032 (8.8%)   
55–59 62 (8.4%) 28300 (8.0%)   
60–64 67 (9.1%) 22114 (6.2%)   
65–69 37 (5.0%) 14269 (4.0%)   
70–74 42 (5.7%) 16327 (4.6%)   
≥75 107 (14.6%) 34253 (9.7%)   
性別     0.04 
男性 325 (44.2%) 163851 (46.3%)   
女性 410 (55.8%) 190420 (53.7%)   

最高教育程度 (15歲及以上)     0.28 

小學及以下 230 (33.5%) 87893 (26.1%)   
初中 (中一至中三) 144 (21.0%) 67415 (20.0%)   
高中 (中四至中七) 187 (27.3%) 99398 (29.5%)   
高級文憑 7 (1.0%) 15232 (4.5%)   
大專 (非學位/副學士課程) 44 (6.4%) 13495 (4.0%)   
大學及以上 74 (10.8%) 53453 (15.9%)   
不詳 20 (2.8%)     
基數：所有受訪者。 
效應值有三種水平－0.1 是小，0.3 是中及 0.5 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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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樣本的人口社會特徵 

1.3.1     婚姻狀況 

60.0% 受訪者已婚 (表 1.3.1a)，包括 65.5% 的男性及 55.8% 的女性。至於從未結婚的比

率，這區有 25.9% 的男性及 19.8% 的女性從未結婚。20–34 歲受訪者大部分 (80.7%) 
從未結婚，而 55 歲及以上受訪者只有 13.6% 從未結婚 (表 1.3.1b)。 

 

表 1.3.1a︰按性別劃分婚姻狀況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從未結婚 72 19.8 72 25.9 144 22.4 
已婚 203 55.8 182 65.5 385 60.0 
喪偶 58 15.9 14 5.0 72 11.2 
離婚/分居 30 8.2 9 3.2 39 6.1 
不詳 1 0.3 1 0.4 2 0.3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1.3.1b︰按年齡組別劃分婚姻狀況︰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從未結婚 88 
(80.7%) 

36 
(16.5%) 

12 
(9.3%) 

8 
(4.3%) 

144 
(22.4%) 

已婚 19 
(17.4%) 

158 
(72.5%) 

99 
(76.7%) 

109 
(58.6%) 

385 
(60.0%) 

喪偶 0 
(0.0%) 

4 
(1.8%) 

9 
(7.0%) 

59 
(31.7%) 

72 
(11.2%) 

離婚/分居 2 
(1.8%) 

20 
(9.2%) 

9 
(7.0%) 

8 
(4.3%) 

39 
(6.1%) 

不詳 0 
(0.0%) 

0 
(0.0%) 

0 
(0.0%) 

2 
(1.1%) 

2 
(0.3%)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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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最高教育程度 

64.1% 受訪者的最高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上。以高級文憑及以上而言，女性比例比男

性高 (表 1.3.2a)。按年齡組別分析， 20–34 歲組別中有 89.9% 的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 
(中四) 及以上，而 65 歲及以上組別中只有 11.3% 的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 (表 
1.3.2b)。 

 

表 1.3.2a︰按性別劃分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小學及以下 143 31.3 87 39.3 230 35.8 

初中 (中一至中三) 74 24.1 67 20.3 141 22.0 

高中 (中四至中七) 90 23.0 64 24.7 154 24.0 

高級文憑 0 1.8 5 0.0 5 0.8 

大專 (非學位/副學士

課程) 
18 7.2 20 4.9 38 5.9 

大學及以上 39 12.2 34 10.7 73 11.4 
不詳 0 0.4 1 0.0 1 0.2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1.3.2b︰按年齡組別劃分教育程度︰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小學及以下 0 
(0.0%) 

33 
(15.1%) 

58 
(45.0%) 

139 
(74.7%) 

230 
(35.8%) 

初中 (中一至中

三) 
11 

(10.1%) 
66 

(30.3%) 
39 

(30.2%) 
25 

(13.4%) 
141 

(22.0%) 
高中 (中四至中

七) 
37 

(33.9%) 
83 

(38.1%) 
20 

(15.5%) 
14 

(7.5%) 
154 

(24.0%) 

高級文憑 1 
(0.9%) 

2 
(0.9%) 

2 
(1.6%) 

0 
(0.0%) 

5 
(0.8%) 

大專 (非學位/
副學士課程) 

22 
(20.2%) 

12 
(5.5%) 

2 
(1.6%) 

2 
(1.1%) 

38 
(5.9%) 

大學及以上 38 
(34.9%) 

22 
(10.1%) 

8 
(6.2%) 

5 
(2.7%) 

73 
(11.4%) 

不詳 0 
(0.0%) 

0 
(0.0%) 

0 
(0.0%) 

1 
(0.5%) 

1 
(0.2%)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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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每月個人收入 

男性受訪者的每月個人收入比女性受訪者為高，63.8% 男性及 39.9% 女性的每月個人

收入為一萬港元及以上 (表 1.3.3a)。 

 

表 1.3.3a︰按性別劃分每月個人收入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 $2,000 6 3.6 5 3.1 11 3.4 
$2,000–$3,999 16 9.5 5 3.1 21 6.4 
$4,000–$5,999 15 8.9 3 1.9 18 5.5 
$6,000–$7,999 22 13.1 12 7.5 34 10.4 
$8,000–$9,999 27 16.1 18 11.3 45 13.7 
$10,000–
$14,999 35 20.8 49 30.6 84 25.6 

$15,000–
$19,999 13 7.7 15 9.4 28 8.5 

$20,000–
$24,999 6 3.6 14 8.8 20 6.1 

$25,000–
$29,999 2 1.2 5 3.1 7 2.1 

$30,000–
$39,999 7 4.2 8 5.0 15 4.6 

$40,000–
$59,999 3 1.8 4 2.5 7 2.1 

≥ $60,000  1 0.6 7 4.4 8 2.4 
拒絕回答 14 8.3 15 9.4 29 8.8 
不詳 1 0.6 0 0.0 1 0.3 
總計 168 100.0 160 100.0 3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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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4 歲受訪者的平均每月個人收入為所有年齡組別中最高，其中 26.4% 的收入為兩

萬港元及以上，而所有受訪者的每月個人收入為兩萬港元及以上的百分比為 17.3%  
(表 1.3.3b)。 

 

表 1.3.3b︰按年齡組別劃分每月個人收入︰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 $2,000 5 
(6.3%) 

1 
(0.6%) 

5 
(6.8%) 

0 
(0.0%) 

11 
(3.4%) 

$2,000–$3,999 5 
(6.3%) 

9 
(5.4%) 

5 
(6.8%) 

2 
(25.0%) 

21 
(6.4%) 

$4,000–$5,999 1 
(1.3%) 

8 
(4.8%) 

6 
(8.1%) 

3 
(37.5%) 

18 
(5.5%) 

$6,000–$7,999 4 
(5.1%) 

14 
(8.4%) 

14 
(18.9%) 

2 
(25.0%) 

34 
(10.4%) 

$8,000–$9,999 12 
(15.2%) 

18 
(10.8%) 

15 
(20.3%) 

0 
(0.0%) 

45 
(13.7%) 

$10,000–
$14,999 

29 
(36.7%) 

42 
(25.1%) 

12 
(16.2%) 

1 
(12.5%) 

84 
(25.6%) 

$15,000–
$19,999 

7 
(8.9%) 

14 
(8.4%) 

7 
(9.5%) 

0 
(0.0%) 

28 
(8.5%) 

$20,000–
$24,999 

7 
(8.9%) 

11 
(6.6%) 

2 
(2.7%) 

0 
(0.0%) 

20 
(6.1%) 

$25,000–
$29,999 

1 
(1.3%) 

6 
(3.6%) 

0 
(0.0%) 

0 
(0.0%) 

7 
(2.1%) 

$30,000–
$39,999 

0 
(0.0%) 

14 
(8.4%) 

1 
(1.4%) 

0 
(0.0%) 

15 
(4.6%) 

$40,000–
$59,999 

0 
(0.0%) 

7 
(4.2%) 

0 
(0.0%) 

0 
(0.0%) 

7 
(2.1%) 

≥ $60,000  1 
(1.3%) 

6 
(3.6%) 

1 
(1.4%) 

0 
(0.0%) 

8 
(2.4%) 

拒絕回答 7 
(8.9%) 

16 
(9.6%) 

6 
(8.1%) 

0 
(0.0%) 

29 
(8.8%) 

不詳 0 
(0.0%) 

1 
(0.6%) 

0 
(0.0%) 

0 
(0.0%) 

1 
(0.3%) 

總計 79 
(100.0%) 

167 
(100.0%) 

74 
(100.0%) 

8 
(100.0%) 

328 
(100.0%) 

 

  



  

24 

受訪者的每月家庭總收入，41.8% 少於一萬港元，而 5.8% 為四萬港元及以上 (表 
1.3.3c)。 

 

表 1.3.3c︰每月家庭總收入 

  
人數 (%) 

少於 $5,000 87 (28.2%) 
$5,000–$9,999 42 (13.6%) 
$10,000–$14,999 25 (8.1%) 
$15,000–$19,999 21 (6.8%) 
$20,000–$24,999 15 (4.9%) 
$25,000–$29,999 6 (1.9%) 
$30,000–$39,999 20 (6.5%) 
$40,000 及以上 18 (5.8%) 
拒絕回答 29 (9.4%) 
不詳 45 (14.6%) 
總計 3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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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職業 

57.6% 的男性受訪者在過去一星期有全職或者兼職工作，而女性只有 46.2% (表 1.3.4a)。
4.3% 超過退休年齡的受訪者 (65 歲) 仍然在工作 (表 1.3.4b)。 

 

表 1.3.4a︰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星期有全職或者兼職工作 (包括自己做生意或幫家族的生意工作而沒有

收入)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 168 46.2 160 57.6 328 51.1 
沒有 196 53.8 118 42.4 314 48.9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拒絕回答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1.3.4b︰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星期有全職或者兼職工作 (包括自己做生意或幫家族的生意工作而

沒有收入)︰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有 79 
(72.5%) 

167 
(76.6%) 

74 
(57.4%) 

8 
(4.3%) 

328 
(51.1%) 

沒有 30 
(27.5%) 

51 
(23.4%) 

55 
(42.6%) 

178 
(95.7%) 

314 
(48.9%)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拒絕回答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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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方面，男性和女性有明顯分別。男性較多為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機台及

機器操作員/裝配員等等，而女性較多為文員及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表 1.3.4c)。
55 歲及以上的受訪者中較多是非技術工人，較所有受訪者的百分比 (18.6%) 高 (表 
1.3.4d)。 

 

表 1.3.4c︰按性別劃分職業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經理及行政人員 7 4.2 17 10.6 24 7.3 

專業人員 12 7.1 18 11.3 30 9.1 
輔助專業人員 7 4.2 5 3.1 12 3.7 
文員 36 21.4 11 6.9 47 14.3 
服務工作及商店

銷售人員 
42 25.0 28 17.5 70 21.3 

漁農業熟練工人 0 0.0 0 0.0 0 0.0 

工藝及有關人員 3 1.8 13 8.1 16 4.9 

機台及機器操作

員/裝配員 
1 0.6 14 8.8 15 4.6 

非技術工人 35 20.8 26 16.3 61 18.6 
其他 24 14.3 28 17.5 52 15.9 
不詳 1 0.6 0 0.0 1 0.3 
總計 168 100.0 160 100.0 328 100.0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有全職或者兼職工作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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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d︰按年齡組別劃分職業︰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經理及行政人

員 
3 

(3.8%) 
17 

(10.2%) 
3 

(4.1%) 
1 

(12.5%) 
24 

(7.3%) 

專業人員 9 
(11.4%) 

19 
(11.4%) 

2 
(2.7%) 

0 
(0.0%) 

30 
(9.1%) 

輔助專業人員 3 
(3.8%) 

8 
(4.8%) 

1 
(1.4%) 

0 
(0.0%) 

12 
(3.7%) 

文員 20 
(25.3%) 

19 
(11.4%) 

7 
(9.5%) 

1 
(12.5%) 

47 
(14.3%) 

服務工作及商

店銷售人員 
23 

(29.1%) 
36 

(21.6%) 
11 

(14.9%) 
0 

(0.0%) 
70 

(21.3%) 
漁農業熟練工

人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工藝及有關人

員 
1 

(1.3%) 
9 

(5.4%) 
3 

(4.1%) 
3 

(37.5%) 
16 

(4.9%) 
機台及機器操

作員/裝配員 
2 

(2.5%) 
6 

(3.6%) 
5 

(6.8%) 
2 

(25.0%) 
15 

(4.6%) 

非技術工人 9 
(11.4%) 

24 
(14.4%) 

28 
(37.8%) 

0 
(0.0%) 

61 
(18.6%) 

其他 8 
(10.1%) 

29 
(17.4%) 

14 
(18.9%) 

1 
(12.5%) 

52 
(15.9%) 

不詳 1 
(1.3%) 

0 
(0.0%) 

0 
(0.0%) 

0 
(0.0%) 

1 
(0.3%) 

總計 79 
(100.0%) 

167 
(100.0%) 

74 
(100.0%) 

8 
(100.0%) 

328 
(100.0%)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有全職或者兼職工作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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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健康 

 

聯合國在 2011 年的政治宣言中提出四種需要關注非傳染性疾病，包括心臟病、糖尿病、

癌症及慢性呼吸疾病。為了減少和預防這類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聯合國建議避免抽

煙和飲用酒精，保持健康的飲吃習慣和定期運動以便減少過重和肥胖的狀況，及其他

相關的行動。「愛＋人」計劃採集有關以上提及的因素之數據，並作出適當的分析。 

 

2.1    人體測量 

「愛＋人」隊列研究收集了所有受訪者 (體內裝有起搏器或其他植入電子儀器人士及孕

婦除外) 的身高、體重及身體脂肪水平。 

 
2.1.1     量度方法 

訪問員皆接受過「愛＋人」隊列研究計劃提供有關人體測量的訓練。量度站立身高及

體重時，受訪者需穿著輕便的衣服及脫掉鞋子，身高量度準繩度至 0.1 厘米，體重則

至 0.1 千克。此研究使用 SECA-214 手提式度高儀 (Omron Corp, Kyoto, Japan) 來量度

身高，並使用已校準的 Omron HBF-356 精準浴室磅秤，量度體重及脂肪水平，而脂肪

水平是根據體內傳電原理來量度。 

 

2.1.2     身高 

「愛＋人」隊列研究結果，男性受訪者的平均身高為 166.2 厘米，女性為 154.4 厘米 
(表 2.1.2a 及圖 2.1.2a)。平均身高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由 20–34 歲組別的 164.0 厘米，

下降至 65 歲 及以上組別的 156.2 厘米 (表 2.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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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a︰按性別劃分身高的分佈 (厘米)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身高             
少於 140.0 4 1.1 0 0.0 4 0.6 
140.0–149.9 71 19.5 3 1.1 74 11.5 
150.0–159.9 217 59.6 51 18.3 268 41.7 
160.0–169.9 70 19.2 139 50.0 209 32.6 
170.0–179.9 1 0.3 69 24.8 70 10.9 
180.0 及以上 1 0.3 16 5.8 17 2.6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54.4   166.2   159.5   
中位數 154.0   167.0   159.0   
標準差 6.4   7.4   9.0   

 

表 2.1.2b︰按年齡組別劃分身高的分佈 (厘米)︰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身高           

少於 140.0 0 
(0.0%) 

0 
(0.0%) 

0 
(0.0%) 

4 
(2.2%) 

4 
(0.6%) 

140.0–149.9 4 
(3.7%) 

19 
(8.7%) 

13 
(10.1%) 

38 
(20.4%) 

74 
(11.5%) 

150.0–159.9 37 
(33.9%) 

86 
(39.4%) 

66 
(51.2%) 

79 
(42.5%) 

268 
(41.7%) 

160.0–169.9 35 
(32.1%) 

82 
(37.6%) 

39 
(30.2%) 

53 
(28.5%) 

209 
(32.6%) 

170.0–179.9 28 
(25.7%) 

22 
(10.1%) 

10 
(7.8%) 

10 
(5.4%) 

70 
(10.9%) 

180.0 及以上 5 
(4.6%) 

9 
(4.1%) 

1 
(0.8%) 

2 
(1.1%) 

17 
(2.6%)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64.0 160.7 158.2 156.2 159.5 
中位數 163.0 160.0 157.0 156.0 159.0 
標準差 9.1 8.5 8.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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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a︰身高的分佈 (女性 = 364；男性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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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體重 

男性受訪者的平均體重為 66.1 公斤，女性為 56.2 公斤 (表 2.1.3a 及圖 2.1.3a)。體重分

佈與年齡的關係呈鐘型曲線，由 20–34 歲組別的 59.9 公斤，上升至 35–54 歲組別的 
62.8 公斤，然後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57.6 公斤 (表 2.1.3b) 。 
 

表 2.1.3a︰按性別劃分體重的分佈 (公斤)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體重             
少於 40.0 8 2.2 4 1.4 12 1.9 
40.0–49.9 82 22.5 12 4.3 94 14.6 
50.0–59.9 154 42.3 65 23.4 219 34.1 
60.0–69.9 76 20.9 95 34.2 171 26.6 
70.0–79.9 29 8.0 59 21.2 88 13.7 
80.0–89.9 5 1.4 22 7.9 27 4.2 
90.0–99.9 0 0.0 5 1.8 5 0.8 
100.0–109.9 0 0.0 2 0.7 2 0.3 
110.0及以上 0 0.0 2 0.7 2 0.3 
不詳 10 2.7 12 4.3 22 3.4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56.2   66.1   60.4   
中位數 54.9   65.2   59.4   
標準差 9.3   12.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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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b︰按年齡組別劃分體重的分佈 (公斤)︰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體重           

少於 40.0 1 
(0.9%) 

0 
(0.0%) 

2 
(1.6%) 

9 
(4.8%) 

12 
(1.9%) 

40.0–49.9 24 
(22.0%) 

25 
(11.5%) 

14 
(10.9%) 

31 
(16.7%) 

94 
(14.6%) 

50.0–59.9 39 
(35.8%) 

68 
(31.2%) 

53 
(41.1%) 

59 
(31.7%) 

219 
(34.1%) 

60.0–69.9 26 
(23.9%) 

65 
(29.8%) 

34 
(26.4%) 

46 
(24.7%) 

171 
(26.6%) 

70.0–79.9 7 
(6.4%) 

43 
(19.7%) 

20 
(15.5%) 

18 
(9.7%) 

88 
(13.7%) 

80.0–89.9 4 
(3.7%) 

12 
(5.5%) 

6 
(4.7%) 

5 
(2.7%) 

27 
(4.2%) 

90.0–99.9 2 
(1.8%) 

3 
(1.4%) 

0 
(0.0%) 

0 
(0.0%) 

5 
(0.8%) 

100.0–109.9 1 
(0.9%) 

0 
(0.0%) 

0 
(0.0%) 

1 
(0.5%) 

2 
(0.3%) 

110.0及以上 2 
(1.8%) 

0 
(0.0%) 

0 
(0.0%) 

0 
(0.0%) 

2 
(0.3%) 

不詳 
3 

(2.8%) 
2 

(0.9%) 
0 

(0.0%) 
17 

(9.1%) 
22 

(3.4%)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59.9 62.8 60.6 57.6 60.4 
中位數 57.1 61.4 59.1 57.0 59.4 
標準差 14.4 11.2 10.5 11.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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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a︰體重的分佈 (女性 = 364；男性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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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身高體重指數 (BMI) 

身高體重指數是測量體重狀況的指標，經常用於界定過重及肥胖。身高體重指數的計

算方法是將體重 (公斤) 除以身高 (米) 的二次方 (kg/m2)1。研究指出慢性疾病 (例如冠狀

動脈心臟病、中風、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疾患 (如骨關節炎)，以及某些癌症 (如子

宮內膜癌、乳癌及大腸癌) 的風險均隨著身高體重指數的遞增而增加 2,3。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訂立的標準 1，24.0% 受訪者屬於「過重」，6.7% 屬於「肥

胖」，61.1%「正常」，而 4.7% 「過輕」(表 2.1.4a)。「過重」或「肥胖」的男性 
(33.8%) 比女性 (28.3%) 為高。另一方面， 4.4% 的女性和 5.0% 的男性屬於「過輕」 
(表 2.1.4a)。「過重」或「肥胖」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15.6%，上升至 55–64 歲組別的 34.1%，然後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29.6% (表 
2.1.4b)。「過輕」的百分比以 20–34 歲組別的 7.3% 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7.0%。 

表 2.1.4a︰ 按性別劃分 BMI的狀況 (世衞標準)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BMI (kg/m2)             
過輕 (BMI <18.5) 16 4.4 14 5.0 30 4.7 
正常 (BMI 18.5–<25) 236 64.8 156 56.1 392 61.1 
過重 (BMI 25–<30) 75 20.6 79 28.4 154 24.0 
肥胖 (BMI ≥30) 28 7.7 15 5.4 43 6.7 
不詳 9 2.5 14 5.0 23 3.6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1.4b︰按年齡組別劃分 BMI的狀況 (世衞標準)︰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BMI (kg/m2)           

過輕 (BMI <18.5) 8 
(7.3%) 

6 
(2.8%) 

3 
(2.3%) 

13 
(7.0%) 

30 
(4.7%) 

正常 (BMI 18.5–<25) 82 
(75.2%) 

129 
(59.2%) 

81 
(62.8%) 

100 
(53.8%) 

392 
(61.1%) 

過重 (BMI 25–<30) 12 
(11.0%) 

64 
(29.4%) 

35 
(27.1%) 

43 
(23.1%) 

154 
(24.0%) 

肥胖 (BMI ≥30) 5 
(4.6%) 

17 
(7.8%) 

9 
(7.0%) 

12 
(6.5%) 

43 
(6.7%) 

不詳 2 
(1.8%) 

2 
(0.9%) 

1 
(0.8%) 

18 
(9.7%) 

23 
(3.6%)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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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認為 BMI 並不足以反映不同人口或民族的個別身型比例 4，世衞於是制定一套

專為亞洲人而設的 BMI 標準。根據此項亞洲人標準，22.1% 受訪者屬於「過重」，

30.7% 「肥胖」，4.7% 「過輕」 (表 2.1.4c)。「過重」或「肥胖」的男性 (56.5%) 比女

性 (50.0%) 為高 (表 2.1.4c)。「過重」或「肥胖」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
34 歲組別的 31.2%，上升至 35–54 歲組別的 60.1%，然後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49.5% (表 2.1.4d)。 

 

表 2.1.4c︰按性別劃分 BMI的狀況 (世衞亞洲標準)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BMI (kg/m2)             
過輕 (BMI <18.5) 16 4.4 14 5.0 30 4.7 
正常 (BMI 18.5–<23) 157 43.1 93 33.5 250 38.9 
過重 (BMI 23–<25) 79 21.7 63 22.7 142 22.1 
肥胖 (BMI ≥25) 103 28.3 94 33.8 197 30.7 
不詳 9 2.5 14 5.0 23 3.6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1.4d︰按年齡組別劃分 BMI的狀況 (世衞亞洲標準)︰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BMI (kg/m2)           

過輕 (BMI <18.5) 8 
(7.3%) 

6 
(2.8%) 

3 
(2.3%) 

13 
(7.0%) 

30 
(4.7%) 

正常 (BMI 18.5–<23) 65 
(59.6%) 

79 
(36.2%) 

43 
(33.3%) 

63 
(33.9%) 

250 
(38.9%) 

過重 (BMI 23–<25) 17 
(15.6%) 

50 
(22.9%) 

38 
(29.5%) 

37 
(19.9%) 

142 
(22.1%) 

肥胖 (BMI ≥25) 17 
(15.6%) 

81 
(37.2%) 

44 
(34.1%) 

55 
(29.6%) 

197 
(30.7%) 

不詳 2 
(1.8%) 

2 
(0.9%) 

1 
(0.8%) 

18 
(9.7%) 

23 
(3.6%)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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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壓 

2.2.1     量度方法 

世界衞生組織定義高血壓為收縮壓 ≥ 140 mmHg 及/或舒張壓 ≥ 90 mmHg。「愛＋人」

隊列研究使用Omron TM HEM-7000 自動血壓計 (Omron Corp, Kyoto, Japan) 來量度血壓。

在受訪者坐著時量度血壓兩次，每次相距至少五分鐘。兩次血壓的平均數會被用作分

析，同時詢問受訪者曾否經醫生診斷患高血壓。 
 

2.2.2     血壓分佈 

女性及男性的收縮壓平均數分別為 120.8 mmHg 及 128.3 mmHg (表 2.2.2a 及圖 2.2.2a)，
而相應的舒張壓平均數分別是75.6 mmHg 及77.8 mmHg (圖 2.2.2b)。收縮壓及舒張壓均

隨年齡增長而上升。收縮壓的平均數由 20–34 歲組別的 110.1 mmHg，上升至 65 歲及

以上組別的 138.5 mmHg。至於舒張壓的平均數，則由 20–34 歲組別的 71.6 mmHg，上

升至65 歲及以上組別的舒張壓 78.2 mmHg (表 2.2.2b)。 
 
  

表 2.2.2a︰按性別劃分血壓的分佈 (mmHg)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收縮壓              
低於 100.0 59 16.2 14 5.0 73 11.4 
100.0–119.9 135 37.1 88 31.7 223 34.7 
120.0–139.9 105 28.8 102 36.7 207 32.2 
140–159.9 42 11.5 51 18.3 93 14.5 
160.0–179.9 15 4.1 14 5.0 29 4.5 
180.0 及以上 7 1.9 5 1.8 12 1.9 
不詳 1 0.3 4 1.4 5 0.8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20.8   128.3   124.0   
中位數 117.5   124.3   121.0   
標準差 21.8   19.6   21.2   
舒張壓             
低於 60.0 19 5.2 13 4.7 32 5.0 
60.0–69.9 101 27.7 56 20.1 157 24.5 
70.0–79.9 125 34.3 97 34.9 222 34.6 
80.0–89.9 73 20.1 71 25.5 144 22.4 
90.0–99.9 27 7.4 23 8.3 50 7.8 
100.0–109.9 10 2.7 12 4.3 22 3.4 
110.0及以上 4 1.1 2 0.7 6 0.9 
不詳 5 1.4 4 1.4 9 1.4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75.6   77.8   76.6   
中位數 74.5   76.5   75.0   
標準差 11.4   11.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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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b︰按年齡組別劃分血壓的分佈 (mmHg)︰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收縮壓            

低於 100.0 28 
(25.7%) 

36 
(16.5%) 

4 
(3.1%) 

5 
(2.7%) 

73 
(11.4%) 

100.0–119.9 59 
(54.1%) 

94 
(43.1%) 

39 
(30.2%) 

31 
(16.7%) 

223 
(34.7%) 

120.0–139.9 17 
(15.6%) 

62 
(28.4%) 

65 
(50.4%) 

63 
(33.9%) 

207 
(32.2%) 

140–159.9 4 
(3.7%) 

19 
(8.7%) 

14 
(10.9%) 

56 
(30.1%) 

93 
(14.5%) 

160.0–179.9 0 
(0.0%) 

4 
(1.8%) 

6 
(4.7%) 

19 
(10.2%) 

29 
(4.5%) 

180.0 及以上 0 
(0.0%) 

0 
(0.0%) 

1 
(0.8%) 

11 
(5.9%) 

12 
(1.9%) 

不詳 1 
(0.9%) 

3 
(1.4%) 

0 
(0.0%) 

1 
(0.5%) 

5 
(0.8%)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10.1 116.6 127.2 138.5 124.0 
中位數 109.0 114.0 124.5 137.5 121.0 
標準差 13.0 16.6 18.7 22.2 21.2 
舒張壓             

低於 60.0 7 
(6.4%) 

11 
(5.0%) 

1 
(0.8%) 

13 
(7.0%) 

32 
(5.0%) 

60.0–69.9 42 
(38.5%) 

62 
(28.4%) 

20 
(15.5%) 

33 
(17.7%) 

157 
(24.5%) 

70.0–79.9 39 
(35.8%) 

69 
(31.7%) 

57 
(44.2%) 

57 
(30.6%) 

222 
(34.6%) 

80.0–89.9 16 
(14.7%) 

46 
(21.1%) 

32 
(24.8%) 

50 
(26.9%) 

144 
(22.4%) 

90.0–99.9 3 
(2.8%) 

14 
(6.4%) 

13 
(10.1%) 

20 
(10.8%) 

50 
(7.8%) 

100.0–109.9 1 
(0.9%) 

8 
(3.7%) 

4 
(3.1%) 

9 
(4.8%) 

22 
(3.4%) 

110.0及以上 0 
(0.0%) 

2 
(0.9%) 

2 
(1.6%) 

2 
(1.1%) 

6 
(0.9%) 

不詳 1 
(0.9%) 

6 
(2.8%) 

0 
(0.0%) 

2 
(1.1%) 

9 
(1.4%)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71.6 75.9 79.6 78.2 76.6 
中位數 71.0 74.0 78.0 78.0 75.0 
標準差 8.9 11.9 10.6 12.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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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a︰收縮壓的分佈 (女性 = 364；男性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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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b︰舒張壓的分佈 (女性 = 364；男性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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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高血壓 

在「愛＋人」隊列研究中，回答問題「你曾否經醫生診斷患高血壓？」為「有」，或

收縮壓為≥ 140 mmHg 及/或舒張壓 ≥ 90 mmHg 的受訪者，均被界定為高血壓患者。 
 

20.1% 受訪者表示經西醫診斷患高血壓 (表 2.2.3a)。但是，根據世衞制定的高血壓臨床

指引，用電子血壓計量度的結果反映出另外 14.5% 受訪者亦患高血壓。總體高血壓患

病率為 34.6% (女性佔 31.9% 及 男性佔 38.1%)。經醫生診斷及「經量度而非診斷」的

高血壓患病率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經醫生診斷的比率由 20–34 歲組別的 0.0%，上升

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44.6%；而「經量度而非診斷」的比率則由 20–34 歲組別的 
5.5%，上升至 65 歲及以上歲組別的 24.7% (表 2.2.3b)。 
 

表 2.2.3a︰按性別劃分高血壓的患病率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高血壓             
   經醫生診斷 69 19.0 60 21.6 129 20.1 
 經量度而非診

斷 
47 12.9 46 16.5 93 14.5 

沒有高血壓 243 66.8 168 60.4 411 64.0 
不詳 5 1.4 4 1.4 9 1.4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2.3b︰按年齡組別劃分高血壓的患病率︰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有高血壓           

   經醫生診斷出 0 
(0.0%) 

20 
(9.2%) 

26 
(20.2%) 

83 
(44.6%) 

129 
(20.1%) 

 經量度而非診斷 6 
(5.5%) 

19 
(8.7%) 

22 
(17.1%) 

46 
(24.7%) 

93 
(14.5%) 

沒有高血壓 101 
(92.7%) 

173 
(79.4%) 

81 
(62.8%) 

56 
(30.1%) 

411 
(64.0%) 

不詳 2 
(1.8%) 

6 
(2.8%) 

0 
(0.0%) 

1 
(0.5%) 

9 
(1.4%)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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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我報告健康狀況 

身體健康概覽 

  
女性 男性 總計 

  % % % 

主要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o    過重及肥胖 (體重

指數≥23)  
50.0 56.5 52.8 

o    高血壓 19.0 21.6 20.1 

o    關節肌肉系統疾病 7.4 5.8 6.7 

o    糖尿病 9.3 8.6 9.0 
o    消化系統疾病 2.2 1.1 1.7 

o    冠狀動脈心臟病  2.7 6.1 4.2 

o    哮喘 1.1 0.7 0.9 

o    慢性阻塞性肺病 0.3 0.7 0.5 

o    癌症 1.6 3.2 2.3 
o    中風 1.4 3.2 2.2 
o    口腔健康狀況 (差
或非常差) 

39.0 45.0 41.6 

多種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o    兩種 10.7 9.0 10.0 
o    三種 5.8 6.5 6.1 
o    四種及以上 2.5 4.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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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a︰主要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人數 =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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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多種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57.5% 受訪者並沒患有任何慢性疾病。患有一種、兩種、三種、四種及以上慢性疾病

的比率分別為 23.4%，10.0%，6.1% 和 3.1%。19.0% 的女性及 19.5% 的男性患有兩種

及以上慢性疾病 (表 2.3.1a)。患有慢性疾病的數目隨年齡增長而上升，65 歲及以上人

士患有慢性疾病的數目最多 (兩種佔 20.4%；三種佔 13.4%；四種及以上佔 9.1%)；而 
20–34 歲人士患有慢性疾病的數目最少 (兩種佔 0.0%；三種佔 0.0%；四種及以上佔

0.0%) (表 2.3.1b)。 

 

表 2.3.1a︰按性別劃分多種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203 55.8 166 59.7 369 57.5 
一種 92 25.3 58 20.9 150 23.4 
兩種 39 10.7 25 9.0 64 10.0 
三種 21 5.8 18 6.5 39 6.1 
四種及以上 9 2.5 11 4.0 20 3.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3.1b︰按年齡組別劃分多種慢性疾病的患病率: 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91 
(83.5%) 

152 
(69.7%) 

71 
(55.0%) 

55 
(29.6%) 

369 
(57.5%) 

一種 18 
(16.5%) 

46 
(21.1%) 

35 
(27.1%) 

51 
(27.4%) 

150 
(23.4%) 

兩種 0 
(0.0%) 

11 
(5.0%) 

15 
(11.6%) 

38 
(20.4%) 

64 
(10.0%) 

三種 0 
(0.0%) 

7 
(3.2%) 

7 
(5.4%) 

25 
(13.4%) 

39 
(6.1%) 

四種及以

上 
0 

(0.0%) 
2 

(0.9%) 
1 

(0.8%) 
17 

(9.1%) 
20 

(3.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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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自我評估的口腔健康 

問及受訪者「你覺得你的口腔健康狀況如何﹖」，41.6% 表示好或非常好，49.2% 表
示一般，而 9.1% 表示差或非常差。39.0% 的女性及 45.0% 的男性表示好或非常好 (表 
2.3.2a)。按年齡組別分析，認為好或非常好的百分比，由 20-34 歲組別的 55.0% 下降

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30.1% (表 2.3.2b)。 

 

表 2.3.2a︰按性別劃分自我評估的口腔健康狀況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好 2 0.5 1 0.4 3 0.5 
好 140 38.5 124 44.6 264 41.1 
一般 190 52.2 126 45.3 316 49.2 
差 29 8.0 24 8.6 53 8.3 
非常差 3 0.8 2 0.7 5 0.8 
不知道 0 0.0 1 0.4 1 0.2 
拒絕回答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3.2b︰按年齡組別劃分自我評估的口腔健康狀況︰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好 1 
(0.9%) 

2 
(0.9%) 

0 
(0.0%) 

0 
(0.0%) 

3 
(0.5%) 

好 59 
(54.1%) 

100 
(45.9%) 

49 
(38.0%) 

56 
(30.1%) 

264 
(41.1%) 

一般 47 
(43.1%) 

102 
(46.8%) 

68 
(52.7%) 

99 
(53.2%) 

316 
(49.2%) 

差 2 
(1.8%) 

13 
(6.0%) 

12 
(9.3%) 

26 
(14.0%) 

53 
(8.3%) 

非常差 0 
(0.0%) 

1 
(0.5%) 

0 
(0.0%) 

4 
(2.2%) 

5 
(0.8%)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1 
(0.5%) 

1 
(0.2%) 

拒絕回答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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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口腔健康狀況為好或非常好的比率，隨每月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 (表 2.3.2c)，
由每月家庭收入低於 $5,000 受訪者的 24.2% 上升至每月家庭收入 $40,000 受訪者的

49.0%。 

 

表 2.3.2c︰按每月家庭收入(HK$)劃分自我評估的口腔健康狀況︰人數(%) 

  <$5,000 $5,000–
$9,999 

$10,000–
$14,999 

$15,000–
$19,999 

$20,000–
$24,999 

$25,000–
$29,999 

$30,000–
$39,999 ≥$40,000 

非常好 0 
(0.0%) 

0 
(0.0%) 

2 
(3.1%) 

1 
(1.9%) 

0 
(0.0%) 

0 
(0.0%) 

0 
(0.0%) 

0 
(0.0%) 

好 30 
(24.2%) 

31 
(39.7%) 

32 
(50.0%) 

29 
(54.7%) 

25 
(51.0%) 

12 
(66.7%) 

25 
(50.0%) 

24 
(49.0%) 

一般 76 
(61.3%) 

35 
(44.9%) 

28 
(43.8%) 

21 
(39.6%) 

23 
(46.9%) 

6 
(33.3%) 

21 
(42.0%) 

21 
(42.9%) 

差 15 
(12.1%) 

11 
(14.1%) 

2 
(3.1%) 

1 
(1.9%) 

1 
(2.0%) 

0 
(0.0%) 

4 
(8.0%) 

3 
(6.1%) 

非常差 3 
(2.4%) 

1 
(1.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 
(2.0%)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1 
(1.9%) 

0 
(0.0%) 

0 
(0.0%) 

0 
(0.0%) 

0 
(0.0%) 

拒絕回

答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24 
(100.0%) 

78 
(100.0%) 

64 
(100.0%) 

53 
(100.0%) 

49 
(100.0%) 

18 
(100.0%) 

50 
(100.0%) 

4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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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活方式 

 

2.4.1     飲食 

均衡飲食是維持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全球主要的健康及衞生組織都建議均衡飲食應

該是吃大量的蔬菜、水果以及適量的肉類 1,2,3,4。「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在過

去的一個月的飲食習慣，包括吃蔬菜和水果的次數及份量。 

 
水果及蔬菜 

吃大量水果及蔬菜能夠有效減低患上主要非傳染性疾病的風險，當中包括心血管病、

糖尿病及癌症。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每日應吃最少五份水果及蔬菜，而香港衞生署建議

每日最少食兩份水果及三份蔬菜。其他機構如加拿大衞生署更將每日份量提高至最少

七份水果及蔬菜 5。根據「愛＋人」隊列研究的定義，一份水果為兩個小型水果 (如奇

異果) 或一個中型水果 (如蘋果、橙) 或半個大型水果 (如香蕉、火龍果) ，而一份蔬菜

大約為半碗 (家庭飯碗) 煮熟蔬菜。有關定義主要參考世衞 2004 年發出的建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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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66.7% 受訪者每天都吃水果，女性 (71.7%) 比男性 (60.1%) 為高 (表 2.4.1a)。每天吃水

果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56.0%，上升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66.7% (表 2.4.1b) 。 

 
表 2.4.1a︰按性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吃水果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吃 1 0.3 2 0.7 3 0.5 
每月少於一次 3 0.8 5 1.8 8 1.2 
每月一至三次 4 1.1 9 3.2 13 2.0 
每星期一至三次 55 15.1 53 19.1 108 16.8 
每星期四至六次 40 11.0 42 15.1 82 12.8 
每天 261 71.7 167 60.1 428 66.7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b︰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吃水果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不吃 0 
(0.0%) 

1 
(0.5%) 

0 
(0.0%) 

2 
(1.1%) 

3 
(0.5%) 

每月少於一次 0 
(0.0%) 

1 
(0.5%) 

2 
(1.6%) 

5 
(2.7%) 

8 
(1.2%) 

每月一至三次 2 
(1.8%) 

8 
(3.7%) 

2 
(1.6%) 

1 
(0.5%) 

13 
(2.0%) 

每星期一至三次 29 
(26.6%) 

36 
(16.5%) 

17 
(13.2%) 

26 
(14.0%) 

108 
(16.8%) 

每星期四至六次 17 
(15.6%) 

31 
(14.2%) 

11 
(8.5%) 

23 
(12.4%) 

82 
(12.8%) 

每天 61 
(56.0%) 

141 
(64.7%) 

97 
(75.2%) 

129 
(69.4%) 

428 
(66.7%)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50 

14.9% 的受訪者每天平均吃最少兩份水果 (女性佔 16.8%，男性佔 12.6%)，而 50.9% 每
天吃多過一份但少於兩份水果。33.8% 每天吃不足一份水果，包括 40.3% 的男性及

28.8% 的女性 (表 2.4.1c)。吃建議份量 (最少兩份) 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遞升，但在

65 歲及以上組別下降 (表 2.4.1d)。 

 

表 2.4.1c:︰按性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水果的份量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於一份 105 28.8 112 40.3 217 33.8 
一份至少於兩份 197 54.1 130 46.8 327 50.9 
兩份至少於三份 53 14.6 30 10.8 83 12.9 
三份及以上 8 2.2 5 1.8 13 2.0 
不詳 1 0.3 1 0.4 2 0.3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d︰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水果的份量︰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少於一份 51 
(46.8%) 

75 
(34.4%) 

33 
(25.6%) 

58 
(31.2%) 

217 
(33.8%) 

一份至少於兩份 48 
(44.0%) 

102 
(46.8%) 

76 
(58.9%) 

101 
(54.3%) 

327 
(50.9%) 

兩份至少於三份 9 
(8.3%) 

34 
(15.6%) 

19 
(14.7%) 

21 
(11.3%) 

83 
(12.9%) 

三份及以上 1 
(0.9%) 

7 
(3.2%) 

1 
(0.8%) 

4 
(2.2%) 

13 
(2.0%) 

不詳 0 
(0.0%) 

0 
(0.0%) 

0 
(0.0%) 

2 
(1.1%) 

2 
(0.3%)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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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隊列研究定義一份蔬菜大約為半碗煮熟蔬菜，一碗煮熟蔬菜就相當於兩份

蔬菜。22.0% 受訪者每天吃最少三份蔬菜，23.7% 每天吃一份至少於兩份蔬菜，而

15.4% 每天吃少於一份蔬菜。25.0% 的女性及 17.9% 的男性每天吃最少三份蔬菜；而

每天吃少於一份蔬菜的百分比，則男性 (15.5%) 比女性 (15.4%) 為多 (表 2.4.1e)。 

 

表 2.4.1e︰按性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蔬菜的份量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於一份 56 15.4 43 15.5 99 15.4 
一份至少於兩份 82 22.5 70 25.2 152 23.7 
兩份至少於三份 135 37.1 114 41.0 249 38.8 
三份至少於四份 8 2.2 4 1.4 12 1.9 
四份及以上 83 22.8 46 16.5 129 20.1 
不詳 0 0.0 1 0.4 1 0.2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f︰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蔬菜的份量︰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少於一份 19 
(17.4%) 

33 
(15.1%) 

20 
(15.5%) 

27 
(14.5%) 

99 
(15.4%) 

一份至少於兩份 28 
(25.7%) 

56 
(25.7%) 

29 
(22.5%) 

39 
(21.0%) 

152 
(23.7%) 

兩份至少於三份 44 
(40.4%) 

72 
(33.0%) 

48 
(37.2%) 

85 
(45.7%) 

249 
(38.8%) 

三份至少於四份 2 
(1.8%) 

5 
(2.3%) 

2 
(1.6%) 

3 
(1.6%) 

12 
(1.9%) 

四份及以上 16 
(14.7%) 

51 
(23.4%) 

30 
(23.3%) 

32 
(17.2%) 

129 
(20.1%) 

不詳 0 
(0.0%) 

1 
(0.5%) 

0 
(0.0%) 

0 
(0.0%) 

1 
(0.2%)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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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及蔬菜 

18.4% 的受訪者每天吃五份水果及蔬菜 (建議份量) 及以上，包括 21.7% 的女性及

14.0% 的男性 (表 2.4.1g)。每天吃建議份量的百分比及年齡沒有明顯關聯 (表 2.4.1h)。
由此可見，普遍人口食用水果及蔬菜仍然不足。 

 

表 2.4.1g︰按性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水果及蔬菜的份量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每日少於五份 284 78.0 237 85.3 521 81.2 
每日五份及以上 79 21.7 39 14.0 118 18.4 
不詳 1 0.3 2 0.7 3 0.5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h︰ 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每日吃水果及蔬菜的份量︰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每日少於五份 93 
(85.3%) 

172 
(78.9%) 

100 
(77.5%) 

156 
(83.9%) 

521 
(81.2%) 

每日五份及以上 16 
(14.7%) 

45 
(20.6%) 

29 
(22.5%) 

28 
(15.1%) 

118 
(18.4%) 

不詳 0 
(0.0%) 

1 
(0.5%) 

0 
(0.0%) 

2 
(1.1%) 

3 
(0.5%)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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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 

43.6% 的受訪者每天都吃魚，包括 42.0% 的女性及 45.7% 的男性 (表 2.4.1i)。按年齡組

別分析，每天吃魚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遞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43.1%，上升至 65 
歲 及以上組別的 49.5% (表 2.4.1j)。 

 

表 2.4.1i︰按性別劃分吃魚 (不包括鹹魚) 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吃 8 2.2 4 1.4 12 1.9 
每月少於一次 6 1.6 1 0.4 7 1.1 
每月一至三次 23 6.3 16 5.8 39 6.1 
每星期一至三次 102 28.0 79 28.4 181 28.2 
每星期四至六次 72 19.8 51 18.3 123 19.2 
每天 153 42.0 127 45.7 280 43.6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j︰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吃魚 (不包括鹹魚) 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不吃 1 
(0.9%) 

5 
(2.3%) 

1 
(0.8%) 

5 
(2.7%) 

12 
(1.9%) 

每月少於一次 2 
(1.8%) 

1 
(0.5%) 

2 
(1.6%) 

2 
(1.1%) 

7 
(1.1%) 

每月一至三次 10 
(9.2%) 

20 
(9.2%) 

6 
(4.7%) 

3 
(1.6%) 

39 
(6.1%) 

每星期一至三次 29 
(26.6%) 

63 
(28.9%) 

39 
(30.2%) 

50 
(26.9%) 

181 
(28.2%) 

每星期四至六次 20 
(18.3%) 

44 
(20.2%) 

25 
(19.4%) 

34 
(18.3%) 

123 
(19.2%) 

每天 47 
(43.1%) 

85 
(39.0%) 

56 
(43.4%) 

92 
(49.5%) 

280 
(43.6%)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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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 

76.5% 的受訪者每天都吃肉類 (例如︰牛肉、豬肉、家禽等)，包括 80.2% 的男性及 
73.6% 的女性 (表 2.4.1k)。按年齡組別分析，每天吃肉類的百分比在各年齡組別並沒有

明顯關聯(表 2.4.1l)。  

 

表 2.4.1k︰按性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吃肉類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吃 6 1.6 0 0.0 6 0.9 
每月少於一次 2 0.5 2 0.7 4 0.6 
每月一至三次 4 1.1 2 0.7 6 0.9 
每星期一至三次 33 9.1 17 6.1 50 7.8 
每星期四至六次 51 14.0 34 12.2 85 13.2 
每天 268 73.6 223 80.2 491 76.5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1l︰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的一個月吃肉類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不吃 1 
(0.9%) 

2 
(0.9%) 

1 
(0.8%) 

2 
(1.1%) 

6 
(0.9%) 

每月少於一次 0 
(0.0%) 

0 
(0.0%) 

1 
(0.8%) 

3 
(1.6%) 

4 
(0.6%) 

每月一至三次 0 
(0.0%) 

3 
(1.4%) 

1 
(0.8%) 

2 
(1.1%) 

6 
(0.9%) 

每星期一至三次 3 
(2.8%) 

11 
(5.0%) 

7 
(5.4%) 

29 
(15.6%) 

50 
(7.8%) 

每星期四至六次 9 
(8.3%) 

31 
(14.2%) 

7 
(5.4%) 

38 
(20.4%) 

85 
(13.2%) 

每天 96 
(88.1%) 

171 
(78.4%) 

112 
(86.8%) 

112 
(60.2%) 

491 
(76.5%)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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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吸煙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吸煙不但會引致癌症，更會帶來各種心血管及呼吸系統疾病 1。世衞

在 2008 年指出平均每兩個長期吸煙的人，其中一人會死於與吸煙有關的疾病。「愛＋

人」隊列研究有問及受訪者的吸煙情況。 

 

16.0% 受訪者曾經吸煙，男性 (30.1%) 比女性 (4.6%) 為高 (表 2.4.2a)。曾經吸煙受訪者

的百分比在 15–19 歲的組別的百分比 (4.7%) 為最低 (表 2.4.2b)。 

 

表 2.4.2a︰按性別劃分曾經吸煙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 18 4.6 95 30.1 113 16.0 
沒有 362 92.8 212 67.1 574 81.3 
不詳 10 2.6 9 2.8 19 2.7 
總計 390 100.0 316 100.0 706 100.0 

 

 

表 2.4.2b︰按年齡組別劃分曾經吸煙︰人數(%) 

  15–19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有 3 
(4.7%) 

9 
(8.3%) 

38 
(17.4%) 

19 
(14.7%) 

44 
(23.7%) 

113 
(16.0%) 

沒有 42 
(65.6%) 

100 
(91.7%) 

180 
(82.6%) 

110 
(85.3%) 

142 
(76.3%) 

574 
(81.3%) 

不詳 19 
(29.7%) 

0 
(0.0%) 

0 
(0.0%) 

0 
(0.0%) 

0 
(0.0%) 

19 
(2.7%) 

總計 64 
(100.0%)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70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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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經吸煙的受訪者中，61.9% 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香煙，包括 61.1% 的男性及 
66.7%的女性，而且男性每日吸煙流行率 (18.4%) 比女性為高 (3.1%)。0.9% 受訪者現

時間中吸煙，包括 0.0% 的男性和 1.1% 的女性。37.2% 受訪者已戒煙 (表 2.4.2c) ，而

已戒煙人士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表 2.4.2d)。 

 

表 2.4.2c︰按性別劃分曾經吸煙的受訪者的吸煙情況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香

煙 12 66.7 58 61.1 70 61.9 

(相應每日吸煙流行率)  ̂ 不適用 3.1 不適用 18.4 不適用 9.9 
間中吸煙 0 0.0 1 1.1 1 0.9 
已戒煙             
   現已完全戒煙 (以前是吸
煙人士) 2 11.1 26 27.4 28 24.8 

   曾間中吸煙，但已戒煙 4 22.2 10 10.5 14 12.4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 100.0 95 100.0 113 100.0 

^ 相應每日吸煙流行率是由每日最少吸一根香煙的人數除以 15 歲及以上相應性別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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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d︰按年齡組別劃分曾經吸煙的受訪者的吸煙情況︰人數(%) 

  15–19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

根香煙 
3 

(100.0%) 
8 

(88.9%) 
27 

(71.1%) 
14 

(73.7%) 
18 

(40.9%) 
70 

(61.9%) 
(相應每日吸煙流行率
) ^ 

不適用 
(4.7%) 

不適用 
(7.3%) 

不適用 
(12.4%) 

不適用 
(10.9%) 

不適用 
(9.7%) 

不適用 
(9.9%) 

間中吸煙 0 
(0.0%) 

0 
(0.0%) 

0 
(0.0%) 

0 
(0.0%) 

1 
(2.3%) 

1 
(0.9%) 

已戒煙             
   現已完全戒煙 (以前

是吸煙人士) 
0 

(0.0%) 
0 

(0.0%) 
6 

(15.8%) 
2 

(10.5%) 
20 

(45.5%) 
28 

(24.8%) 
   曾間中吸煙，但已
戒煙 

0 
(0.0%) 

1 
(11.1%) 

5 
(13.2%) 

3 
(15.8%) 

5 
(11.4%) 

14 
(12.4%)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3 
(100.0%) 

9 
(100.0%) 

38 
(100.0%) 

19 
(100.0%) 

44 
(100.0%) 

113 
(100.0%) 

^ 相應每日吸煙流行率是由每日最少吸一根香煙的吸煙人數除以 15 歲及以上相應性別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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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時每日吸煙人士當中，42.8% 在 18 歲前開始吸煙。開始吸煙的年齡在男女之間沒

有明顯差別 (表 2.4.2e)。 

表 2.4.2e︰按性別劃分開始吸煙的年齡 (歲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於 14 1 8.3 7 12.1 8 11.4 
14–15 1 8.3 10 17.2 11 15.7 
16–17 0 0.0 11 19.0 11 15.7 
18–19 4 33.3 11 19.0 15 21.4 
20–24 3 25.0 11 19.0 14 20.0 
25 及以上 3 25.0 6 10.3 9 12.9 
不詳 0 0.0 2 3.4 2 2.9 
總計 12 100.0 58 100.0 70 100.0 
平均數 19.9   17.8   18.1   
中位數 19.0   17.5   18.0   
標準差 5.0   5.0   5.1   
基數︰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香煙的受訪者。 

 

表 2.4.2f︰按年齡組別劃分開始吸煙的年齡 (歲數)︰人數(%) 

  15–19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少於 14 1 
(33.3%) 

0 
(0.0%) 

1 
(3.7%) 

3 
(21.4%) 

3 
(16.7%) 

8 
(11.4%) 

14–15 0 
(0.0%) 

0 
(0.0%) 

3 
(11.1%) 

4 
(28.6%) 

4 
(22.2%) 

11 
(15.7%) 

16–17 2 
(66.7%) 

1 
(12.5%) 

6 
(22.2%) 

2 
(14.3%) 

0 
(0.0%) 

11 
(15.7%) 

18–19 0 
(0.0%) 

2 
(25.0%) 

9 
(33.3%) 

1 
(7.1%) 

3 
(16.7%) 

15 
(21.4%) 

20–24 0 
(0.0%) 

4 
(50.0%) 

6 
(22.2%) 

2 
(14.3%) 

2 
(11.1%) 

14 
(20.0%) 

25 及以上 0 
(0.0%) 

1 
(12.5%) 

2 
(7.4%) 

2 
(14.3%) 

4 
(22.2%) 

9 
(12.9%)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2 
(11.1%) 

2 
(2.9%) 

總計 3 
(100.0%) 

8 
(100.0%) 

27 
(100.0%) 

14 
(100.0%) 

18 
(100.0%) 

70 
(100.0%) 

平均數 14.7 20.1 18.1 16.9 18.8 18.1 
中位數 16.0 20.0 18.0 15.5 18.0 18.0 
標準差 2.3 3.1 3.9 5.5 7.1 5.1 
基數︰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香煙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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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日吸煙人士中，31.4% 每日吸食最少一包煙 (或 20 根煙)，包括 32.8% 的男性及 
25.0% 的女性 (表 2.4.2g) 。按年齡組別分析，每日吸食最少一包煙的百分比，以 35–54 
歲組別 (33.3%) 及 55–64 歲兩個組別 (28.6%) 為高。同時，每日平均吸煙的數量也以

35–54 歲 (13.4 根) 及 55–64 歲組別 (12.7 根) 為高 (表 2.4.2h)。 

 

表 2.4.2g︰按性別劃分每日吸煙的數量 (每日吸煙者)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於 5 根 2 16.7 6 10.3 8 11.4 
5–9 4 33.3 7 12.1 11 15.7 
10–14 2 16.7 18 31.0 20 28.6 
15–19 1 8.3 8 13.8 9 12.9 
20–24 2 16.7 16 27.6 18 25.7 
25及以上 1 8.3 3 5.2 4 5.7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2 100.0 58 100.0 70 100.0 
平均數 11.8   14.0   13.7   
中位數 8.5   11.0   10.0   
標準差 10.8   9.4   9.6   
基數︰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煙的受訪者。 

 

表 2.4.2h︰ 按年齡組別劃分每日吸煙的數量 (每日吸煙者)︰人數(%) 

  15–19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少於 5根 1 
(33.3%) 

2 
(25.0%) 

3 
(11.1%) 

0 
(0.0%) 

2 
(11.1%) 

8 
(11.4%) 

5–9 1 
(33.3%) 

2 
(25.0%) 

2 
(7.4%) 

4 
(28.6%) 

2 
(11.1%) 

11 
(15.7%) 

10–14 1 
(33.3%) 

2 
(25.0%) 

8 
(29.6%) 

4 
(28.6%) 

5 
(27.8%) 

20 
(28.6%) 

15–19 0 
(0.0%) 

0 
(0.0%) 

5 
(18.5%) 

2 
(14.3%) 

2 
(11.1%) 

9 
(12.9%) 

20–24 0 
(0.0%) 

2 
(25.0%) 

9 
(33.3%) 

4 
(28.6%) 

3 
(16.7%) 

18 
(25.7%) 

25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0 
(0.0%) 

4 
(22.2%) 

4 
(5.7%)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3 
(100.0%) 

8 
(100.0%) 

27 
(100.0%) 

14 
(100.0%) 

18 
(100.0%) 

70 
(100.0%) 

平均數 6.3 9.5 13.4 12.7 17.8 13.7 
中位數 5.0 8.5 15.0 10.0 12.5 10.0 
標準差 3.2 7.2 6.1 5.4 15.3 9.6 
基數︰現時每日吸食最少一根煙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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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已完全戒煙人士當中，81.0% 已戒煙最少六個月 (男性佔 86.1% ，女性佔 50.0%) 
(表 2.4.2i)。已戒煙六個月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從 0.0% (15-19 歲) 
上升至 96.0% (65 歲及以上) (表 2.4.2j)。 

 
 
表 2.4.2i︰按性別劃分現已完全戒煙人士有否戒煙六個月及以上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 3 50.0 31 86.1 34 81.0 
沒有 0 0.0 1 2.8 1 2.4 
不詳 3 50.0 4 11.1 7 16.7 
總計 6 100.0 36 100.0 42 100.0 

 

 

表 2.4.2j︰按年齡組別劃分現已完全戒煙人士有否戒煙六個月及以上︰人數(%) 

  15–19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有 0 
(0.0%) 

1 
(100.0%) 

7 
(63.6%) 

2 
(40.0%) 

24 
(96.0%) 

34 
(81.0%) 

沒有 0 
(0.0%) 

0 
(0.0%) 

1 
(9.1%) 

0 
(0.0%) 

0 
(0.0%) 

1 
(2.4%) 

不詳 0 
(0.0%) 

0 
(0.0%) 

3 
(27.3%) 

3 
(60.0%) 

1 
(4.0%) 

7 
(16.7%) 

總計 0 
(0.0%) 

1 
(100.0%) 

11 
(100.0%) 

5 
(100.0%) 

25 
(100.0%) 

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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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飲用酒精飲料 

世界衞生組織已把酒精列為「確定致癌物」，即可能引致人類癌症的物質 2。飲用酒精

會增加人類患上各種癌症 (如口腔、咽喉、食道、肝臟、乳房等) 的風險。聯合國在

2011 年的政治宣言建議避免飲用酒精，為了預防非傳染性疾病。因此，各國衞生部門

一致建議避免長期飲用過量/暴飲酒精 3。 

 

75.1% 受訪者從不飲用酒精飲料。16.2% 間中飲酒，6.9% 一星期飲酒最少一次，而

2.5% 則每天都飲酒。從不飲酒的百分比，女性 (84.3%) 較男性 (62.9%) 為高，而一星

期飲酒最少一次的百分比，則男性 (12.3%) 遠高過女性 (2.8%)。此外，每天飲酒的百

分比，男性 (5.4%) 亦較女性 (0.3%) 高 (表 2.4.3a)。按年齡組別分析，從不飲酒的百分

比在年長組別中較高 (表 2.4.3b) 。 

 

表 2.4.3a︰按性別劃分飲酒的模式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飲酒 307 84.3 175 62.9 482 75.1 
現已戒酒 2 0.5 9 3.2 11 1.7 
間中飲酒             
   每月飲酒少於一次 33 9.1 32 11.5 65 10.1 

   每月飲酒一至三次 12 3.3 27 9.7 39 6.1 
定期飲酒             
   每星期飲酒一至三次 9 2.5 18 6.5 27 4.2 
   每星期飲酒四至六次 0 0.0 1 0.4 1 0.2 
   每日飲酒 1 0.3 15 5.4 16 2.5 
不詳 0 0.0 1 0.4 1 0.2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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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b︰按年齡組別劃分飲酒的模式︰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不飲酒 80 
(73.4%) 

158 
(72.5%) 

96 
(74.4%) 

148 
(79.6%) 

482 
(75.1%) 

現已戒酒 0 
(0.0%) 

0 
(0.0%) 

2 
(1.6%) 

9 
(4.8%) 

11 
(1.7%) 

間中飲酒           

每月飲酒少於一次 
12 

(11.0%) 
25 

(11.5%) 
11 

(8.5%) 
17 

(9.1%) 
65 

(10.1%) 

每月飲酒一至三次 12 
(11.0%) 

12 
(5.5%) 

11 
(8.5%) 

4 
(2.2%) 

39 
(6.1%) 

定期飲酒           

每星期飲酒一至三次 
5 

(4.6%) 
15 

(6.9%) 
6 

(4.7%) 
1 

(0.5%) 
27 

(4.2%) 

每星期飲酒四至六次 0 
(0.0%) 

0 
(0.0%) 

1 
(0.8%) 

0 
(0.0%) 

1 
(0.2%) 

每日飲酒 
0 

(0.0%) 
8 

(3.7%) 
2 

(1.6%) 
6 

(3.2%) 
16 

(2.5%) 

不詳 0 
(0.0%) 

0 
(0.0%) 

0 
(0.0%) 

1 
(0.5%) 

1 
(0.2%)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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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經飲酒的人士當中，開始飲酒的平均年齡是 20.0 歲。25.8% 在法定年齡前 (18 歲) 
開始飲酒。男性開始飲酒的平均年齡為 19.0 歲，而女性為 21.9 歲。在 18 歲前開始飲

酒的比率，男性為 29.4%，女性為 19.3% (表 2.4.3 c)。 

 

表 2.4.3c︰按性別劃分曾飲酒的受訪者開始飲酒的年齡 (歲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低於 16 6 10.5 20 19.6 26 16.4 
16–17 5 8.8 10 9.8 15 9.4 
18–21 30 52.6 52 51.0 82 51.6 
22–25 5 8.8 11 10.8 16 10.1 
26 及以上 10 17.5 7 6.9 17 10.7 
不詳 1 1.8 2 2.0 3 1.9 
總計 57 100.0 102 100.0 159 100.0 
平均數 21.9   19.0   20.0   
中位數 18.0   18.0   18.0   
標準差 10.0   5.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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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飲 

暴飲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防治中心的定義，暴飲是指一次過飲用五杯 (男性) 及四杯 
(女性) 或以上的酒精飲料 4。雖然大部份暴飲人士並非酒精依賴者，但由於暴飲能引致

很多健康問題, 例如受傷及急性酒精中毒等問題，所以不容忽視 4。 

在曾經飲酒的人士當中，5.6% 在受訪前一個月曾經暴飲過一次及以上，包括 8.8% 的
男性及 0.0% 的女性 (表 2.4.3d)。曾經暴飲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下降， 20–34 歲組別

的 10.3% 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0.0% (表 2.4.3e)。 

 

表 2.4.3d︰按性別劃分曾飲酒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內暴飲的情況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57 100.0 93 91.2 150 94.4 
有             
   一次 0 0.0 3 2.9 3 1.9 
   兩次 0 0.0 5 4.9 5 3.1 
   三次及以上 0 0.0 1 1.0 1 0.6 
總計 57 100.0 102 100.0 159 100.0 

 

 

表 2.4.3e︰按年齡組別劃分曾飲酒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內暴飲的情況︰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26 
(89.7%) 

54 
(90.0%) 

33 
(100.0%) 

37 
(100.0%) 

150 
(94.3%) 

有           

   一次 1 
(3.4%) 

2 
(3.3%) 

0 
(0.0%) 

0 
(0.0%) 

3 
(1.9%) 

   兩次 
2 

(6.9%) 
3 

(5.0%) 
0 

(0.0%) 
0 

(0.0%) 
5 

(3.1%) 

   三次及以上 0 
(0.0%) 

1 
(1.7%) 

0 
(0.0%) 

0 
(0.0%) 

1 
(0.6%) 

總計 29 
(100.0%) 

60 
(100.0%) 

33 
(100.0%) 

37 
(100.0%) 

15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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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過量 

根據英國皇家醫學院釐定的標準，飲酒過量為一星期的酒精攝取量超過 210 毫克 (男性) 
及 140 毫克 (女性) 3。「愛＋人」隊列研究受訪者的一星期酒精攝取量，乃根據飲用酒

精飲料的次數，以及飲用各種酒精飲料 (例如啤酒、葡萄酒) 的份量而計算出來。在曾

經飲酒的受訪者中，6.3% 的一星期酒精攝取量超過標準 (表 2.4.3f) ，包括 7.8% 的男

性及 3.5% 的女性。按年齡組別分析，在 65 歲及以上人士中 10.8% 有飲酒過量的情況 
(表 2.4.3g)。 

 

表 2.4.3f︰按性別劃分曾飲酒的受訪者飲酒過量 (一星期的酒精攝取量超過 210毫克 [男性] 或 140毫克 
[女性] )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55 96.4 94 92.1 149 93.7 
有 2 3.5 8 7.8 10 6.3 
總計 57 100.0 102 100.0 159 100.0 

 

 

表 2.4.3g︰按年齡組別劃分曾飲酒的受訪者飲酒過量  (一星期的酒精攝取量超過 210毫克 [男性] 或 140
毫克 [女性] )︰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28 

(96.6%) 
56 

(93.3%) 
32 

(97.0%) 
33 

(89.2%) 
149 

(93.7%) 

有 
1 

(3.4%) 
4 

(6.7%) 
1 

(3.0%) 
4 

(10.8%) 
10 

(6.3%) 

總計 29 
(100.0%) 

60 
(100.0%) 

33 
(100.0%) 

37 
(100.0%) 

159 
(100.0%) 

 

  



  

67 

參考文獻 

 
1. WHO. Tobacco: fact sheet. 2012;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9/en/index.html. Accessed 27 October, 2012. 
2. WHO.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 2011; 

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global_alcohol_report/en/index.html. 
Accessed 27th October, 2012. 

3.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Alcohol -- can the NHS afford it? Recommnedations for a 
coherent alcohol strategy for hospitals. 2002. Accessed 27 October, 2012. 

4. CDC. Alcohol and Public Health. Fact Sheet: binge drinking. 2010; 
http://www.cdc.gov/alcohol/fact-sheets/binge-drinking.htm. Accessed 27 October, 2012.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39/en/index.html.
http://www.who.int/substance_abuse/publications/global_alcohol_report/en/index.html.
http://www.cdc.gov/alcohol/fact-sheets/binge-drinking.htm.


  

68 

2.4.4    體能活動 

適量的體能活動能夠治療及減低患上各種慢性疾病，如心臟病、肥胖、二型糖尿病、

高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的風險 1。世衞建議 18 至 64 歲成年人應該每星期累積做最

少 2.5 小時中度至劇烈的體能活動 2。「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有否在訪問前一

星期參與過任何劇烈的體能活動 (例如舉起重物、各類帶氧運動、快速踩單車)、中度

的體能活動 (例如運送輕便物件、慢慢踩單車、玩雙打網球)，以及有否連續步行最少

十分鐘。 

過去一星期曾參與劇烈體能活動及中度體能活動的百分比，男性比女性為高 [劇烈：男 
(16.7%)，女 (6.6%)；中度：男 (18.2%)，女 (24.7%)]。有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百分比，

男性 (93.9%) 及女性 (89.6%) 之間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4a)。按年齡組別分析，參與劇

烈體能活動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下降，24.5% 的 20-34 歲人士在訪問前七天參與過

劇烈體能活動，而只有 2.3% 的 65 歲及以上人士曾參與 (表 2.4.4b)。至於參與中度體

能活動及有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百分比，各年齡組別都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4a︰按性別劃分在訪過去一星期曾參與過體能活動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劇烈體能活動             
有 12 6.6 22 16.7 34 10.8 
沒有 170 93.4 110 83.3 280 89.2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中度體能活動             
有 45 24.7 24 18.2 69 22.0 
沒有 137 75.3 108 81.8 245 78.0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連續步行最少十分

鐘             

有 163 89.6 124 93.9 287 91.4 
沒有 18 9.9 8 6.1 26 8.3 
不知道 1 0.5 0 0.0 1 0.3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69 

表 2.4.4b︰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星期曾參與過體能活動︰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劇烈體能活動           

有 13 
(24.5%) 

12 
(12.1%) 

7 
(9.5%) 

2 
(2.3%) 

34 
(10.8%) 

沒有 40 
(75.5%) 

87 
(87.9%) 

67 
(90.5%) 

86 
(97.7%) 

280 
(89.2%)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中度體能活動           

有 10 
(18.9%) 

17 
(17.2%) 

19 
(25.7%) 

23 
(26.1%) 

69 
(22.0%) 

沒有 43 
(81.1%) 

82 
(82.8%) 

55 
(74.3%) 

65 
(73.9%) 

245 
(78.0%) 

不知道 0 
(0.0%) 

0 
(0.0%) 

0 
(0.0%) 

0 
(0.0%) 

2 
(0.4%)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連續步行最少十分

鐘           

有 50 
(94.3%) 

87 
(87.9%) 

71 
(95.9%) 

79 
(89.8%) 

287 
(91.4%) 

沒有 3 
(5.7%) 

11 
(11.1%) 

3 
(4.1%) 

9 
(10.2%) 

26 
(8.3%) 

不知道 0 
(0.0%) 

1 
(1.0%) 

0 
(0.0%) 

0 
(0.0%) 

1 
(0.3%)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總數少於 642 是由於有約一半受訪者回答了另一份內容不相同的體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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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參與劇烈體能活動的受訪者中，每星期平均花 184 分鐘，而男性的平均參與時間

比女性多 41 分鐘 (表 2.4.4c)。較年輕組別每星期在劇烈體能活動花的時間較長 (表 
2.4.4d)。 

 

表 2.4.4c︰按性別劃分參與劇烈體能活動的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60 1 8.3 1 4.5 2 5.9 
60 及以上             
   60–119.9 5 41.7 5 22.7 10 29.4 
   120–179.9 2 16.7 4 18.2 6 17.6 
   180–239.9 1 8.3 4 18.2 5 14.7 
   240–299.9 0 0.0 2 9.1 2 5.9 
   300 及以上 3 25.0 5 22.7 8 23.5 
不詳 0 0.0 1 4.5 1 2.9 
總計 12 100.0 22 100.0 34 100.0 
平均數 157.5   198.6   183.6   
中位數 105.0   180.0   120.0   
標準差 129.7   135.4   132.8   
基數︰在訪問前七天曾參與過劇烈體能活動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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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d︰按年齡組別劃分參與劇烈體能活動的時間︰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60 0 
(0.0%) 

0 
(0.0%) 

2 
(28.6%) 

0 
(0.0%) 

2 
(5.9%) 

60 及以上           

   60–119.9 4 
(30.8%) 

4 
(33.3%) 

2 
(28.6%) 

0 
(0.0%) 

10 
(29.4%) 

   120–179.9 4 
(30.8%) 

1 
(8.3%) 

1 
(14.3%) 

0 
(0.0%) 

6 
(17.6%) 

   180–239.9 1 
(7.7%) 

3 
(25.0%) 

1 
(14.3%) 

0 
(0.0%) 

5 
(14.7%) 

   240–299.9 0 
(0.0%) 

1 
(8.3%) 

0 
(0.0%) 

1 
(50.0%) 

2 
(5.9%) 

   300 及以上 3 
(23.1%) 

3 
(25.0%) 

1 
(14.3%) 

1 
(50.0%) 

8 
(23.5%) 

不詳 1 
(7.7%) 

0 
(0.0%) 

0 
(0.0%) 

0 
(0.0%) 

1 
(2.9%) 

總計 13 
(100.0%) 

12 
(100.0%) 

7 
(100.0%) 

2 
(100.0%) 

34 
(100.0%) 

平均數 180.0 199.2 115.7 350.0 183.6 
中位數 120.0 180.0 75.0 350.0 120.0 
標準差 146.4 122.4 102.7 99.0 132.8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曾參與過劇烈體能活動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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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參與中度體能活動的受訪者中，平均參與的時間為 239 分鐘，而女性比男性多 32
分鐘 (表 2.4.4e)。按年齡組別分析，較年長人士參與中度體能活動的時間比年輕人士為

多 (表 2.4.4f)。 

 

表 2.4.4e︰按性別劃分參與中度體能活動的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60 3 6.7 3 12.5 6 8.7 
60 及以上             
   60–119.9 11 24.4 5 20.8 16 23.2 
   120–179.9 7 15.6 4 16.7 11 15.9 
   180–239.9 9 20.0 7 29.2 16 23.2 
   240–299.9 0 0.0 1 4.2 1 1.4 
   300 及以上 15 33.3 4 16.7 19 27.5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45 100.0 24 100.0 69 100.0 
平均數 250.0   217.7   238.8   
中位數 180.0   160.0   180.0   
標準差 229.3   252.8   236.4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曾參與過中度體能活動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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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f︰按年齡組別劃分參與中度體能活動的時間︰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60 1 
(10.0%) 

2 
(11.8%) 

1 
(5.3%) 

2 
(8.7%) 

6 
(8.7%) 

60 及以上           

   60–119.9 3 
(30.0%) 

5 
(29.4%) 

4 
(21.1%) 

4 
(17.4%) 

16 
(23.2%) 

   120–179.9 2 
(20.0%) 

3 
(17.6%) 

1 
(5.3%) 

5 
(21.7%) 

11 
(15.9%) 

   180–239.9 1 
(10.0%) 

5 
(29.4%) 

6 
(31.6%) 

4 
(17.4%) 

16 
(23.2%) 

   240–299.9 1 
(10.0%) 

0 
(0.0%) 

0 
(0.0%) 

0 
(0.0%) 

1 
(1.4%) 

   300 及以上 2 
(20.0%) 

2 
(11.8%) 

7 
(36.8%) 

8 
(34.8%) 

19 
(27.5%)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 
(100.0%) 

17 
(100.0%) 

19 
(100.0%) 

23 
(100.0%) 

69 
(100.0%) 

平均數 177.5 150.0 324.2 260.4 238.8 
中位數 120.0 120.0 210.0 180.0 180.0 
標準差 157.3 93.2 325.3 234.7 236.4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曾參與過中度體能活動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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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受訪者中，平均步行時間為 548 分鐘 (或 9.0 小時)，女性比男

性多 65 分鐘 (表 2.4.4g)。按年齡組別分析，65 歲及以上人士每星期平均步行時間比其

他年齡人士較短 (表 2.4.4h)。 

 

表 2.4.4g︰ 按性別劃分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120 25 15.3 11 8.9 36 12.5 
120 及以上             
   120–239.9 38 23.3 38 30.6 76 26.5 
   240–359.9 6 3.7 5 4.0 11 3.8 
   360–479.9 28 17.2 27 21.8 55 19.2 
   480–599.9 1 0.6 2 1.6 3 1.0 
   600及以上 62 38.0 37 29.8 99 34.5 
不詳 3 1.8 4 3.2 7 2.4 
總計 163 100.0 124 100.0 287 100.0 
平均數 576.2   510.8   548.1   
中位數 420.0   420.0   420.0   
標準差 465.7   415.1   445.1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曾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受訪者。 
  



  

75 

表 2.4.4h︰按年齡組別劃分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時間︰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每星期所花的分鐘           

少於 120 9 
(18.0%) 

12 
(13.8%) 

12 
(16.9%) 

3 
(3.8%) 

36 
(12.5%) 

120 及以上           

   120–239.9 13 
(26.0%) 

19 
(21.8%) 

17 
(23.9%) 

27 
(34.2%) 

76 
(26.5%) 

   240–359.9 2 
(4.0%) 

4 
(4.6%) 

4 
(5.6%) 

1 
(1.3%) 

11 
(3.8%) 

   360–479.9 8 
(16.0%) 

17 
(19.5%) 

13 
(18.3%) 

17 
(21.5%) 

55 
(19.2%) 

   480–599.9 1 
(2.0%) 

1 
(1.1%) 

0 
(0.0%) 

1 
(1.3%) 

3 
(1.0%) 

   600及以上 16 
(32.0%) 

31 
(35.6%) 

25 
(35.2%) 

27 
(34.2%) 

99 
(34.5%) 

不詳 
1 

(2.0%) 
3 

(3.4%) 
0 

(0.0%) 
3 

(3.8%) 
7 

(2.4%) 

總計 50 
(100.0%) 

87 
(100.0%) 

71 
(100.0%) 

79 
(100.0%) 

287 
(100.0%) 

平均數 527.7 556.3 546.1 554.3 548.1 
中位數 420.0 420.0 420.0 420.0 420.0 
標準差 468.8 449.9 460.7 417.0 445.1 
基數︰在過去一星期曾連續步行最少十分鐘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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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受訪者達到世衞建議的每星期體能活動量，男性的達標率 (21.2%) 比女性 
(18.7%) 為高 (表 2.4.4i) 。只有 26.4% 的 20–34 歲人士及 17.0%  的 65 歲及以上人士達

到建議體能活動量 (表 2.4.4j)。 
 

表 2.4.4i︰按性別劃分達到世衞建議的體能活動量  (一星期≥ 150 分鐘中度至劇烈的體能活動)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一星期 ≥ 
150 分鐘 MVPA             

有 34 18.7 28 21.2 62 19.7 
沒有 148 81.3 103 78.0 251 79.9 
不詳 0 0.0 1 0.8 1 0.3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MVPA︰中度至劇烈的體能活動。 

 

表 2.4.4j︰按年齡組別劃分達到世衞建議的體能活動量 (一星期≥ 150 分鐘 中度至劇烈的體能活動)︰人

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一星期 ≥ 
150 分鐘 MVPA           

有 14 
(26.4%) 

16 
(16.2%) 

17 
(23.0%) 

15 
(17.0%) 

62 
(19.7%) 

沒有 38 
(71.7%) 

83 
(83.8%) 

57 
(77.0%) 

73 
(83.0%) 

251 
(79.9%) 

不詳 1 
(1.9%) 

0 
(0.0%) 

0 
(0.0%) 

0 
(0.0%) 

1 
(0.3%)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MVPA︰中度至劇烈的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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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行為 

研究指出，不管有否參與足夠的體能活動，坐着的時間太長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3,4。整

體來說，受訪者平均每天坐着的時間大約 5.5 小時，男性比女性多 19 分鐘 (表 2.4.4k)。
按年齡組別分析，20-34 歲組別的坐着時間比其他組別較長 (表 2.4.4l)。 

 

表 2.4.4k︰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坐着的時間 (分鐘)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少於 120 12 6.6 6 4.5 18 5.7 
120 及以上             
   120–239.9 43 23.6 29 22.0 72 22.9 
   240–359.9 50 27.5 29 22.0 79 25.2 
   360–479.9 24 13.2 29 22.0 53 16.9 
   480–599.9 30 16.5 21 15.9 51 16.2 
   600及以上 22 12.1 17 12.9 39 12.4 
不詳 1 0.5 1 0.8 2 0.6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平均數 324.7   344.2   332.9   
中位數 300.0   360.0   300.0   
標準差 171.2   165.5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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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l︰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星期平均每天坐着的時間 (分鐘)︰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少於 120 0 
(0.0%) 

7 
(7.1%) 

9 
(12.2%) 

2 
(2.3%) 

18 
(5.7%) 

120 及以上           

   120–239.9 5 
(9.4%) 

30 
(30.3%) 

21 
(28.4%) 

16 
(18.2%) 

72 
(22.9%) 

   240–359.9 10 
(18.9%) 

26 
(26.3%) 

20 
(27.0%) 

23 
(26.1%) 

79 
(25.2%) 

   360–479.9 10 
(18.9%) 

16 
(16.2%) 

9 
(12.2%) 

18 
(20.5%) 

53 
(16.9%) 

   480–599.9 14 
(26.4%) 

12 
(12.1%) 

7 
(9.5%) 

18 
(20.5%) 

51 
(16.2%) 

   600及以上 13 
(24.5%) 

8 
(8.1%) 

8 
(10.8%) 

10 
(11.4%) 

39 
(12.4%) 

不詳 1 
(1.9%) 

0 
(0.0%) 

0 
(0.0%) 

1 
(1.1%) 

2 
(0.6%)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平均數 426.3 297.3 286.2 357.3 332.9 
中位數 480.0 240.0 300.0 360.0 300.0 
標準差 148.6 160.0 170.9 163.8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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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家人一起看電視的模式及時間，53.5% 受訪者表示在平日 (星期一至五) 有看電

視，而 66.3% 在週末 (星期六及日) 有看電視。受訪者平日平均每天看電視大約 1.7 小
時，而週末平均每天看電視大約 1.8 小時。平日及週末每天看電視的時間在男女之間

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4m)。按年齡組別分析也沒有明顯差別(表 2.4.4n)。 

 

表 2.4.4m︰按性別劃分與家人一起看電視的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平日             
有 (每天看電視的小時)             
   少於 1 7 3.8 3 2.3 10 3.2 
   1.0–1.9 30 16.5 29 22.0 59 18.8 
   2.0–2.9 55 30.2 23 17.4 78 24.8 
   3.0–3.9 8 4.4 10 7.6 18 5.7 
   4.0 及以上 2 1.1 1 0.8 3 1.0 
平均數 1.7   1.7   1.7   
中位數 2.0   2.0   2.0   
標準差 0.7   0.8   0.8   
沒有 80 44.0 66 50.0 146 46.5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週末             
有 (每天看電視的小時)             
   少於 1 3 1.6 1 0.8 4 1.3 
   1.0–1.9 38 20.9 34 25.8 72 22.9 
   2.0–2.9 74 40.7 34 25.8 108 34.4 
   3.0–3.9 9 4.9 10 7.6 19 6.1 
   4.0 及以上 4 2.2 1 0.8 5 1.6 
平均數 1.8   1.7   1.8   
中位數 2.0   2.0   2.0   
標準差 0.7   0.7   0.7   
沒有 54 29.7 52 39.4 106 33.8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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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n︰按年齡組別劃分與家人一起看電視的時間: 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平日           
有 (每天看電視的小時)           

   少於 1 1 
(1.9%) 

6 
(6.1%) 

2 
(2.7%) 

1 
(1.1%) 

10 
(3.2%) 

   1.0–1.9 17 
(32.1%) 

18 
(18.2%) 

13 
(17.6%) 

11 
(12.5%) 

59 
(18.8%) 

   2.0–2.9 13 
(24.5%) 

22 
(22.2%) 

25 
(33.8%) 

18 
(20.5%) 

78 
(24.8%) 

   3.0–3.9 2 
(3.8%) 

8 
(8.1%) 

2 
(2.7%) 

6 
(6.8%) 

18 
(5.7%) 

   4.0 及以上 1 
(1.9%) 

0 
(0.0%) 

1 
(1.4%) 

1 
(1.1%) 

3 
(1.0%) 

平均數 1.6 1.6 1.7 1.9 1.7 
中位數 1.0 2.0 2.0 2.0 2.0 
標準差 0.8 0.8 0.7 0.8 0.8 

沒有 19 
(35.8%) 

45 
(45.5%) 

31 
(41.9%) 

51 
(58.0%) 

146 
(46.5%)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週末           
有 (每天看電視的小時)           

   少於 1 1 
(1.9%) 

1 
(1.0%) 

0 
(0.0%) 

2 
(2.3%) 

4 
(1.3%) 

   1.0–1.9 20 
(37.7%) 

26 
(26.3%) 

12 
(16.2%) 

14 
(15.9%) 

72 
(22.9%) 

   2.0–2.9 17 
(32.1%) 

34 
(34.3%) 

33 
(44.6%) 

24 
(27.3%) 

108 
(34.4%) 

   3.0–3.9 3 
(5.7%) 

9 
(9.1%) 

2 
(2.7%) 

5 
(5.7%) 

19 
(6.1%) 

   4.0 及以上 2 
(3.8%) 

0 
(0.0%) 

1 
(1.4%) 

2 
(2.3%) 

5 
(1.6%) 

平均數 1.7 1.7 1.8 1.9 1.8 
中位數 2.0 2.0 2.0 2.0 2.0 
標準差 0.8 0.7 0.6 0.9 0.7 

沒有 10 
(18.9%) 

29 
(29.3%) 

26 
(35.1%) 

41 
(46.6%) 

106 
(33.8%)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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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一起做運動 
 
平日及週末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時間在男女之間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4o)。在過去七

天，受訪者平日平均做運動大約 1.3 小時，而週末平均做運動大約 0.9 小時。週末與家

人一起做運動的受訪者比平日多。按年齡組別分析，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平日與家人一

起做運動的時間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4p)。 

 
表 2.4.4o︰按性別劃分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平日             
有 (每天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小

時) 
            

   少於 1 0 0.0 0 0.0 0 0.0 
   1.0–1.9 0 0.0 2 1.5 2 0.6 
   2.0–2.9 0 0.0 1 0.8 1 0.3 
   3.0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平均數 0   1.3   1.3   
中位數 0   1.0   1.0   
標準差 0   0.6   0.6   
沒有 182 100.0 129 97.7 311 99.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週末             
有 (每天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小

時) 
            

   少於 1 0 0.0 1 0.8 1 0.3 
   1.0–1.9 3 1.6 5 3.8 8 2.5 
   2.0–2.9 0 0.0 0 0.0 0 0.0 
   3.0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平均數 1.0   0.9   0.9   
中位數 1.0   1.0   1.0   
標準差 0.0   0.2   0.2   
沒有 179 98.4 126 95.5 305 97.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182 100.0 132 100.0 3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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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p︰按年齡組別劃分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時間︰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平日           
有 (每天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小

時) 
          

   少於 1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0–1.9 0 
(0.0%) 

2 
(2.0%) 

0 
(0.0%) 

0 
(0.0%) 

2 
(0.6%) 

   2.0–2.9 0 
(0.0%) 

0 
(0.0%) 

0 
(0.0%) 

1 
(1.1%) 

1 
(0.3%) 

   3.0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平均數 0.0 1.0 0.0 2.0 1.3 
中位數 0.0 1.0 0.0 2.0 1.0 
標準差 0.0 0.0 0.0 0.0 0.6 

沒有 53 
(100.0%) 

97 
(98.0%) 

74 
(100.0%) 

87 
(98.9%) 

311 
(99.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週末           
有 (每天與家人一起做運動的小

時)           

   少於 1 0 
(0.0%) 

1 
(1.0%) 

0 
(0.0%) 

0 
(0.0%) 

1 
(0.3%) 

   1.0–1.9 0 
(0.0%) 

7 
(7.1%) 

1 
(1.4%) 

0 
(0.0%) 

8 
(2.5%) 

   2.0–2.9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3.0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平均數 0.0 0.9 1.0 0.0 0.9 
中位數 0.0 1.0 1.0 0.0 1.0 
標準差 0.0 0.2 0.0 0.0 0.2 

沒有 53 
(100.0%) 

91 
(91.9%) 

73 
(98.6%) 

88 
(100.0%) 

305 
(97.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53 
(100.0%) 

99 
(100.0%) 

74 
(100.0%) 

88 
(100.0%) 

3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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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賭博 

「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在過去一年的賭博行為，以及在賭博上花費的金錢。 

 

六合彩 

33.3%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六合彩最少一次，9.5% 多過一次但少於每月一次，

11.7% 每月投注一至四次，而 12.1% 則每星期投注一次及以上。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

六合彩的百分比，男性 (45.0%) 較女性 (24.5%) 高很多。另外，每星期投注一次及以上

的百分比，男性 (19.1%) 亦多於女性 (6.9%) (表 2.4.5a)。曾經投注六合彩的百分比與年

齡呈鐘型曲線。每星期投注一次及以上的百分比與年齡亦呈鐘型曲線 (表 2.4.5b)。按

每月收入分析，在過去一年曾投注六合彩的百分比隨個人收入增加而上升 (表 2.4.5c)。 

 

表 2.4.5a︰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六合彩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275 75.5 153 55.0 428 66.7 
少於一個月一次 35 9.6 26 9.4 61 9.5 
一個月一至四次 29 8.0 46 16.5 75 11.7 
一星期多於一次 25 6.9 53 19.1 78 12.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5b︰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六合彩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72 
(66.1%) 

128 
(58.7%) 

77 
(59.7%) 

151 
(81.2%) 

428 
(66.7%) 

少於一個月一次 16 
(14.7%) 

28 
(12.8%) 

9 
(7.0%) 

8 
(4.3%) 

61 
(9.5%) 

一個月一至四次 11 
(10.1%) 

29 
(13.3%) 

20 
(15.5%) 

15 
(8.1%) 

75 
(11.7%) 

一星期多於一次 10 
(9.2%) 

33 
(15.1%) 

23 
(17.8%) 

12 
(6.5%) 

78 
(12.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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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c︰按每月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六合彩的次數 ︰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沒有 83 
(72.8%) 

137 
(81.1%) 

56 
(69.1%) 

25 
(50.0%) 

59 
(50.9%) 

12 
(44.4%) 

21 
(67.7%) 

393 
(66.8%) 

少於一個月一

次 
8 

(7.0%) 
12 

(7.1%) 
9 

(11.1%) 
7 

(14.0%) 
12 

(10.3%) 
4 

(14.8%) 
3 

(9.7%) 
55 

(9.4%) 
一個月一至四

次 
14 

(12.3%) 
12 

(7.1%) 
10 

(12.3%) 
6 

(12.0%) 
17 

(14.7%) 
5 

(18.5%) 
3 

(9.7%) 
67 

(11.4%) 
一星期多於一

次 
9 

(7.9%) 
8 

(4.7%) 
6 

(7.4%) 
12 

(24.0%) 
28 

(24.1%) 
6 

(22.2%) 
4 

(12.9%) 
73 

(12.4%)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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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 

11.8%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賽馬最少一次，1.9% 多過一次但少於每月一次，

9.9% 每月投注至少一次。跟六合彩相似，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賽馬的百分比，男性 
(24.4%) 較女性 (1.5%) 高很多。另外，每星期投注一次及以上的百分比，男性 (12.3%) 
亦多於女性 (0.5%) (表 2.4.5d)。曾經投注賽馬的百分比與年齡呈鐘型曲線。每星期投

注一次及以上的百分比也以最年輕組別 (1.8%) 最低 (表 2.4.5e)。 

 

表 2.4.5d︰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賽馬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605 98.5 382 75.6 987 88.2 
少於一個月一次 3 0.5 18 3.6 21 1.9 
一個月一至四次 3 0.5 43 8.5 46 4.1 
一星期多於一次 3 0.5 62 12.3 65 5.8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614 100.0 505 100.0 1119 100.0 

 

 

表 2.4.5e︰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賽馬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106 
(97.2%) 

198 
(90.8%) 

109 
(84.5%) 

169 
(90.9%) 

582 
(90.7%) 

少於一個月一次 0 
(0.0%) 

1 
(0.5%) 

1 
(0.8%) 

0 
(0.0%) 

2 
(0.3%) 

一個月一至四次 1 
(0.9%) 

5 
(2.3%) 

3 
(2.3%) 

5 
(2.7%) 

14 
(2.2%) 

一星期多於一次 2 
(1.8%) 

14 
(6.4%) 

16 
(12.4%) 

12 
(6.5%) 

44 
(6.9%)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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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f︰按每月個人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賽馬的次數︰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沒有 108 
(94.7%) 

156 
(92.3%) 

75 
(92.6%) 

45 
(90.0%) 

98 
(84.5%) 

24 
(88.9%) 

29 
(93.5%) 

535 
(91.0%) 

少於一個月一

次 
0 

(0.0%) 
0 

(0.0%) 
0 

(0.0%) 
1 

(2.0%) 
0 

(0.0%) 
0 

(0.0%) 
0 

(0.0%) 
1 

(0.2%) 
一個月一至四

次 
0 

(0.0%) 
5 

(3.0%) 
3 

(3.7%) 
0 

(0.0%) 
3 

(2.6%) 
1 

(3.7%) 
1 

(3.2%) 
13 

(2.2%) 
一星期多於一

次 
6 

(5.3%) 
8 

(4.7%) 
3 

(3.7%) 
4 

(8.0%) 
15 

(12.9%) 
2 

(7.4%) 
1 

(3.2%) 
39 

(6.6%)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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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賽 

3.7%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投注球賽最少一次，男性 (7.6%) 比女性 (0.8%) 較高 (表 

2.4.5g)。曾經投注球賽的百分比及年齡沒有明顯的關聯 (表 2.4.5h)。 

 

表 2.4.5g︰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球賽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361 99.2 257 92.4 618 96.3 
少於一個月一次 2 0.5 3 1.1 5 0.8 
一個月一至四次 0 0.0 8 2.9 8 1.2 
一星期多於一次 1 0.3 10 3.6 11 1.7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5h︰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球賽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101 
(92.7%) 

208 
(95.4%) 

123 
(95.3%) 

186 
(100.0%) 

618 
(96.3%) 

少於一個月一次 3 
(2.8%) 

1 
(0.5%) 

1 
(0.8%) 

0 
(0.0%) 

5 
(0.8%) 

一個月一至四次 3 
(2.8%) 

2 
(0.9%) 

3 
(2.3%) 

0 
(0.0%) 

8 
(1.2%) 

一星期多於一次 2 
(1.8%) 

7 
(3.2%) 

2 
(1.6%) 

0 
(0.0%) 

11 
(1.7%)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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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i︰按每月個人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有投注球賽的次數︰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沒有 111 
(97.4%) 

166 
(98.2%) 

80 
(98.8%) 

47 
(94.0%) 

107 
(92.2%) 

23 
(85.2%) 

30 
(96.8%) 

564 
(95.9%) 

少於一個月一

次 
1 

(0.9%) 
1 

(0.6%) 
0 

(0.0%) 
2 

(4.0%) 
1 

(0.9%) 
0 

(0.0%) 
0 

(0.0%) 
5 

(0.9%) 
一個月一至四

次 
2 

(1.8%) 
2 

(1.2%) 
1 

(1.2%) 
1 

(2.0%) 
0 

(0.0%) 
1 

(3.7%) 
1 

(3.2%) 
8 

(1.4%) 
一星期多於一

次 
0 

(0.0%) 
0 

(0.0%) 
0 

(0.0%) 
0 

(0.0%) 
8 

(6.9%) 
3 

(11.1%) 
0 

(0.0%) 
11 

(1.9%)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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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 

0.7%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最少一次，包括 1.1% 的男性及 
0.3% 的女性 (表 2.4.5j)。在各年齡組別沒有明顯分別 (表 2.4.5k) 。 

 

表 2.4.5j︰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363 99.7 275 98.9 638 99.4 
少於一個月一次 1 0.3 2 0.7 3 0.5 
一個月一至四次 0 0.0 1 0.4 1 0.2 
一星期多於一次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5k︰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109 
(100.0%) 

216 
(99.1%) 

127 
(98.4%) 

186 
(100.0%) 

638 
(99.4%) 

少於一個月一次 0 
(0.0%) 

2 
(0.9%) 

1 
(0.8%) 

0 
(0.0%) 

3 
(0.5%) 

一個月一至四次 0 
(0.0%) 

0 
(0.0%) 

1 
(0.8%) 

0 
(0.0%) 

1 
(0.2%) 

一星期多於一次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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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l︰按每月個人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進入賭場/賭船/麻雀館的次數︰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沒有 113 
(99.1%) 

169 
(100.0%) 

80 
(98.8%)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29 
(93.5%) 

584 
(99.3%) 

少於一個月一

次 
0 

(0.0%) 
0 

(0.0%) 
1 

(1.2%) 
0 

(0.0%) 
0 

(0.0%) 
0 

(0.0%) 
2 

(6.5%) 
3 

(0.5%) 
一個月一至四

次 
1 

(0.9%)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1 

(0.2%) 
一星期多於一

次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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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戚朋友賭博 

7.6%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最少一次 (例如打麻雀及撲克牌)，包括

7.6%的男性及 7.7% 的女性 (表 2.4.5m)。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的百分比，以 55 歲及以

上的人士較高 (表 2.4.5n)。按每月收入分析，在過去一年曾與親戚朋友賭博的百分比

沒有明顯差別 (表 2.4.5o)。 

 

表 2.4.5m︰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的次數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336 92.3 257 92.4 593 92.4 
少於一個月一次 5 1.4 6 2.2 11 1.7 
一個月一至四次 12 3.3 12 4.3 24 3.7 
一星期多於一次 11 3.0 3 1.1 14 2.2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5n︰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的次數︰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100 
(91.7%) 

204 
(93.6%) 

118 
(91.5%) 

171 
(91.9%) 

593 
(92.4%) 

少於一個月一次 3 
(2.8%) 

2 
(0.9%) 

2 
(1.6%) 

4 
(2.2%) 

11 
(1.7%) 

一個月一至四次 6 
(5.5%) 

8 
(3.7%) 

5 
(3.9%) 

5 
(2.7%) 

24 
(3.7%) 

一星期多於一次 0 
(0.0%) 

4 
(1.8%) 

4 
(3.1%) 

6 
(3.2%) 

14 
(2.2%)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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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o︰按每月個人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年曾經與親戚朋友賭博的次數︰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沒有 104 
(91.2%) 

154 
(91.1%) 

77 
(95.1%) 

43 
(86.0%) 

109 
(94.0%) 

26 
(96.3%) 

31 
(100.0%) 

544 
(92.5%) 

少於一個月一

次 
1 

(0.9%) 
5 

(3.0%) 
1 

(1.2%) 
3 

(6.0%) 
0 

(0.0%) 
0 

(0.0%) 
0 

(0.0%) 
10 

(1.7%) 
一個月一至四

次 
7 

(6.1%) 
3 

(1.8%) 
3 

(3.7%) 
3 

(6.0%) 
6 

(5.2%) 
1 

(3.7%) 
0 

(0.0%) 
23 

(3.9%) 
一星期多於一

次 
2 

(1.8%) 
7 

(4.1%) 
0 

(0.0%) 
1 

(2.0%) 
1 

(0.9%) 
0 

(0.0%) 
0 

(0.0%) 
11 

(1.9%)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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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個月在賭博上花費的金錢 

58.6% 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個月沒有在賭博上花費任何金錢，22.6% 少於 $100，12.9% 
多於 $100 但少於 $501，而 5.9% 多於 $500。在過去一年沒有在賭博上花費金錢的百分

比，女性 (69.5%) 比男性 (44.2%) 高很多；相反，在賭博上花費多於 $500 的百分比，

男性 (10.5%) 較女性 (2.4%) 高很多 (表 2.4.5p)。在賭博上有花費金錢的百分比與年齡

呈鐘型曲線 (表 2.4.5q)。 

 

表 2.4.5p︰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個月平均在賭博上花費的金錢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0 253 69.5 123 44.2 376 58.6 
$1–$100 75 20.6 70 25.2 145 22.6 
$101–$500 27 7.4 56 20.1 83 12.9 
$501–$1,000 6 1.6 16 5.8 22 3.4 
$1,001–$3,000 3 0.8 13 4.7 16 2.5 
多於$3,0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4.5q︰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個月平均在賭博上花費的金錢︰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0 64 
(58.7%) 

119 
(54.6%) 

62 
(48.1%) 

131 
(70.4%) 

376 
(58.6%) 

$1–$100 29 
(26.6%) 

52 
(23.9%) 

31 
(24.0%) 

33 
(17.7%) 

145 
(22.6%) 

$101–$500 14 
(12.8%) 

28 
(12.8%) 

22 
(17.1%) 

19 
(10.2%) 

83 
(12.9%) 

$501–$1,000 1 
(0.9%) 

12 
(5.5%) 

7 
(5.4%) 

2 
(1.1%) 

22 
(3.4%) 

$1,001–$3,000 1 
(0.9%) 

7 
(3.2%) 

7 
(5.4%) 

1 
(0.5%) 

16 
(2.5%) 

多於$3,0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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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r︰按每月個人收入 (港元) 劃分在過去一個月平均在賭博上花費的金錢︰人數(%) 

  沒有 
收入 

$1– 
$3,999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總計 

$0 76 
(66.7%) 

116 
(68.6%) 

51 
(63.0%) 

20 
(40.0%) 

53 
(45.7%) 

10 
(37.0%) 

21 
(67.7%) 

347 
(59.0%) 

$1–$100 21 
(18.4%) 

37 
(21.9%) 

19 
(23.5%) 

12 
(24.0%) 

31 
(26.7%) 

7 
(25.9%) 

5 
(16.1%) 

132 
(22.4%) 

$101–$500 12 
(10.5%) 

12 
(7.1%) 

10 
(12.3%) 

14 
(28.0%) 

20 
(17.2%) 

7 
(25.9%) 

1 
(3.2%) 

76 
(12.9%) 

$501–$1,000 1 
(0.9%) 

3 
(1.8%) 

1 
(1.2%) 

3 
(6.0%) 

7 
(6.0%) 

2 
(7.4%) 

3 
(9.7%) 

20 
(3.4%) 

$1,001–$3,000 4 
(3.5%) 

1 
(0.6%) 

0 
(0.0%) 

1 
(2.0%) 

5 
(4.3%) 

1 
(3.7%) 

1 
(3.2%) 

13 
(2.2%) 

多於$3,0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14 
(100.0%) 

169 
(100.0%) 

81 
(100.0%) 

50 
(100.0%) 

116 
(100.0%) 

27 
(100.0%) 

31 
(100.0%)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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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與健康相關的生活量表 

2.5.1     與健康相關之生活量表 (SF-12 v2) 

標準十二題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第二版 (SF-12 v2) 是有效評估八項健康狀況的方法。

八項健康狀況分別是：生理功能 (Physical Functioning)，生理問題對角色限制 (Role 
Physical)，身體痛楚 (Bodily Pain)，一般健康 (General Health)，生命力 (Vitality)，社交

功能 (Social Functioning)，情緒問題對角色限制 (Role Emotional) 和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1。它能評估兩大健康範疇──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身體健康範疇包括前四項，

而心理健康範疇則包括後四項。兩個健康範疇的分數由 0 至 100 分，分數越高表示身

體和心理健康越好1。 
 

表 2.5.1a 及 2.5.1b 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顯示了兩個健康範疇的平均數及中位數。

在「愛＋人」隊列研究中，身體健康的平均數為 47.6；心理健康的平均數為55.5。在

身體健康 (男：48.3；女：47.2) 及心理健康 (男：56.0；女：55.1) 兩個範疇的得分，男

性與女性得分相若。只有 0.8% 受訪者的身體健康得分高於 60 或以上。相反，較多受

訪者的心理健康得分高於 60 或以上，有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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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a︰按性別劃分的標準十二題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第二版 (SF-12 v2) 得分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身體健康的得分             
低於 30.0 34 9.3 17 6.1 51 7.9 
30.0–39.9 33 9.1 33 11.9 66 10.3 
40.0–49.9 108 29.7 67 24.1 175 27.3 
50.0–59.9 187 51.4 158 56.8 345 53.7 
60.0 及以上 2 0.5 3 1.1 5 0.8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結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47.2   48.3   47.6   
中位數 50.7   52.0   51.0   
標準差 10.2   9.7   10.0   
心理健康的得分             
低於 30.0 1 0.3 1 0.4 2 0.3 
30.0–39.9 13 3.6 7 2.5 20 3.1 
40.0–49.9 69 19.0 43 15.5 112 17.4 
50.0–59.9 176 48.4 142 51.1 318 49.5 
60.0及以上 105 28.8 85 30.6 190 29.6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結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55.1   56.0   55.5   
中位數 57.0   57.3   57.2   
標準差 7.5   6.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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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b︰按年齡組別劃分的標準十二題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第二版 (SF-12 v2) 得分︰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身體健康的得分           

低於 30.0 0 
(0.0%) 

3 
(1.4%) 

8 
(6.2%) 

40 
(21.5%) 

51 
(7.9%) 

30.0–39.9 2 
(1.8%) 

16 
(7.3%) 

14 
(10.9%) 

34 
(18.3%) 

66 
(10.3%) 

40.0–49.9 20 
(18.3%) 

60 
(27.5%) 

39 
(30.2%) 

56 
(30.1%) 

175 
(27.3%) 

50.0–59.9 85 
(78.0%) 

137 
(62.8%) 

67 
(51.9%) 

56 
(30.1%) 

345 
(53.7%) 

60.0 及以上 2 
(1.8%) 

2 
(0.9%) 

1 
(0.8%) 

0 
(0.0%) 

5 
(0.8%)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結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52.9 50.3 47.8 41.3 47.6 
中位數 52.5 52.4 50.8 45.4 51.0 
標準差 4.0 6.4 9.2 12.8 10.0 
心理健康的得分           

低於 30.0 0 
(0.0%) 

0 
(0.0%) 

1 
(0.8%) 

1 
(0.5%) 

2 
(0.3%) 

30.0–39.9 6 
(5.5%) 

8 
(3.7%) 

1 
(0.8%) 

5 
(2.7%) 

20 
(3.1%) 

40.0–49.9 23 
(21.1%) 

40 
(18.3%) 

23 
(17.8%) 

26 
(14.0%) 

112 
(17.4%) 

50.0–59.9 51 
(46.8%) 

118 
(54.1%) 

66 
(51.2%) 

83 
(44.6%) 

318 
(49.5%) 

60.0及以上 29 
(26.6%) 

52 
(23.9%) 

38 
(29.5%) 

71 
(38.2%) 

190 
(29.6%)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結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54.3 55.0 55.6 56.6 55.5 
中位數 54.9 57.0 57.3 57.6 57.2 
標準差 7.3 6.9 7.1 7.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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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 

「愛＋人」隊列研究要求受訪者自我評估健康狀況的問題︰「總括來說，你認為你的

健康狀況是︰極好、很好、好、一般、差？」(5 [極好] 至 1 [差] )，分數越高表示健康

狀況越好。52.0% 受訪者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為極好、很好或好，男性佔 55.8%，而

女性佔 49.1%。按年齡組別分析，與年輕人士相比，較多的年長人士評估健康狀況為

差。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為極好、很好或好的百分比， 在 65 歲及以上人士組別為

44.0%，而 67.8% 的 20–34 歲人士評估健康狀況為好或以上。 

 

表 2.5.2a︰按性別劃分健康狀況的自我評估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極好 2 0.5 6 2.2 8 1.2 
很好 20 5.5 27 9.7 47 7.3 
好 157 43.1 122 43.9 279 43.5 
一般 154 42.3 109 39.2 263 41.0 
差 31 8.5 14 5.0 45 7.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結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2.5.2b︰按年齡組別劃分健康狀況的自我評估︰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極好 2 
(1.8%) 

5 
(2.3%) 

0 
(0.0%) 

1 
(0.5%) 

8 
(1.2%) 

很好 14 
(12.8%) 

15 
(6.9%) 

9 
(7.0%) 

9 
(4.8%) 

47 
(7.3%) 

好 58 
(53.2%) 

89 
(40.8%) 

60 
(46.5%) 

72 
(38.7%) 

279 
(43.5%) 

一般 31 
(28.4%) 

98 
(45.0%) 

56 
(43.4%) 

78 
(41.9%) 

263 
(41.0%) 

差 4 
(3.7%) 

11 
(5.0%) 

4 
(3.1%) 

26 
(14.0%) 

45 
(7.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結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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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快樂 

3.1     標準快樂指標 

3.1.1     整體快樂指標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單項的整體快樂指數來探討受訪者自我評估快樂的程度︰

「總括來說，你覺得你是︰非常快樂、快樂、不甚快樂、或完全不快樂﹖」此指數曾

用於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作為調查多國人口的快樂程度 (包括香

港內的廣東口語人群 1) 2。 

91.6% 受訪者表示「非常快樂」或「快樂」，包括 91.8% 的男性及 91.4% 的女性 (表 
3.1.1a)。95.4% 的 20–34 歲受訪者表示「非常快樂」或「快樂」，但 65 歲及以上人士

有 9.7% 表示「不甚快樂」或「完全不快樂」(表 3.1.1b)。 

 
表 3.1.1a︰按性別劃分自我評估整體快樂的程度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快樂 22 6.0 18 6.5 40 6.2 
快樂 311 85.4 237 85.3 548 85.4 
不甚快樂 31 8.5 22 7.9 53 8.3 

完全不快樂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1 0.4 1 0.2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3.1.1b︰按年齡組別劃分自我評估整體快樂的程度︰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快樂 4 
(3.7%) 

10 
(4.6%) 

11 
(8.5%) 

15 
(8.1%) 

40 
(6.2%) 

快樂 100 
(91.7%) 

191 
(87.6%) 

104 
(80.6%) 

153 
(82.3%) 

548 
(85.4%) 

不甚快樂 4 
(3.7%) 

17 
(7.8%) 

14 
(10.9%) 

18 
(9.7%) 

53 
(8.3%) 

完全不快

樂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1 
(0.9%) 

0 
(0.0%) 

0 
(0.0%) 

0 
(0.0%) 

1 
(0.2%)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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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估快樂的程度隨每月家庭總收入增長而上升，隨着每月家庭總收入越高，表示

「非常快樂」或「快樂」的百分比越高 (表 3.1.1c)。 

 

表 3.1.1c︰按每月家庭總收入 (港元) 劃分自我評估整體快樂︰人數(%) 

  
每月家庭總收入(HKD) 

自我評估

整體快樂 <$5,000 $5,000–
$9,999 

$10,000–
$14,999 

$15,000–
$19,999 

$20,000–
$24,999 

$25,000–
$29,999 

$30,000–
$39,999 ≥$40000 

非常快樂 7 
(5.6%) 

8 
(10.3%) 

3 
(4.7%) 

3 
(5.7%) 

0 
(0.0%) 

2 
(11.1%) 

5 
(10.0%) 

2 
(4.1%) 

快樂 96 
(77.4%) 

63 
(80.8%) 

57 
(89.1%) 

46 
(86.8%) 

47 
(95.9%) 

16 
(88.9%) 

41 
(82.0%) 

46 
(93.9%) 

不甚快樂 21 
(16.9%) 

7 
(9.0%) 

4 
(6.3%) 

3 
(5.7%) 

2 
(4.1%) 

0 
(0.0%) 

4 
(8.0%) 

1 
(2.0%) 

完全不快

樂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1 
(1.9%)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24 
(100.0%) 

78 
(100.0%) 

64 
(100.0%) 

53 
(100.0%) 

49 
(100.0%) 

18 
(100.0%) 

50 
(100.0%) 

49 
(100.0%) 

 

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為「極好」或「很好」的受訪者比較多評估自己的整體快樂為

「非常快樂」或「快樂」，而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為「一般」或「差」的受訪者亦會

比較可能評估自己「不甚快樂」或「完全不快樂」(表 3.1.1d)。總括來說，自我評估快

樂的程度和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有正面關連。 

 

表 3.1.1d︰按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劃分整體快樂︰人數(%) 

  
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 

自我評估

整體快樂 極好 很好 好 一般 差 不詳 

非常快樂 2 
(25.0%) 

8 
(17.0%) 

17 
(6.1%) 

12 
(4.6%) 

1 
(2.2%) 

0 
(0.0%) 

快樂 6 
(75.0%) 

36 
(76.6%) 

248 
(88.9%) 

226 
(85.9%) 

32 
(71.1%) 

0 
(0.0%) 

不甚快樂 0 
(0.0%) 

3 
(6.4%) 

13 
(4.7%) 

25 
(9.5%) 

12 
(26.7%) 

0 
(0.0%) 

完全不快

樂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1 
(0.4%) 

0 
(0.0%) 

0 
(0.0%) 

0 
(0.0%) 

總計 8 
(100.0%) 

47 
(100.0%) 

279 
(100.0%) 

263 
(100.0%) 

45 
(10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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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標準精神健康指標 

3.2.1     病人健康問卷 (PHQ-9)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病人健康問卷 (PHQ-9) 4來量度抑鬱症狀。受訪者評估在過去

兩星期內九項抑鬱症狀出現的頻率︰0) 完全沒有、1) 幾天、2) 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天數 
及 3) 幾乎每天。由 0 至 27 分計算，分數越高代表越多抑鬱症狀。0 至 4 分為極微，5 
至 9 為輕微，10 至 14 分為中度，15 至 19 分為中度嚴重，而 20 分及以上則為嚴重 4。 

 

大部分 (92.2%) 受訪者沒有或只有極微的抑鬱症狀。1.9% 的女性及 1.1% 的男性在過

去兩星期內表示有中度、中度嚴重或嚴重抑鬱症狀 (表 3.2.1a)。至於平均抑鬱指數，女

性 (1.4) 及男性 (1.0) 相若。2.7% 的 65 歲及以上人士有中度、中度嚴重或嚴重的抑鬱

症狀，而在 20–34 歲人士中則有 1.8% (表 3.2.1b)。 

 

表 3.2.1a︰按性別劃分抑鬱症狀 (PHQ-9)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極微 (0–4) 330 90.7 262 94.2 592 92.2 

輕微 (5–9) 27 7.4 13 4.7 40 6.2 

中度 (10–14) 6 1.6 2 0.7 8 1.2 

中度嚴重(15–19) 1 0.3 1 0.4 2 0.3 

嚴重 (≥ 2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4   1.0   1.2   

中位數 0.0   0.0   0.0   

標準差 2.5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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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b︰按年齡組別劃分抑鬱症狀 (PHQ-9)︰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極微 (0–4) 99 
(90.8%) 

206 
(94.5%) 

118 
(91.5%) 

169 
(90.9%) 

592 
(92.2%) 

輕微 (5–9) 8 
(7.3%) 

11 
(5.0%) 

9 
(7.0%) 

12 
(6.5%) 

40 
(6.2%) 

中度 (10–14) 2 
(1.8%) 

1 
(0.5%) 

0 
(0.0%) 

5 
(2.7%) 

8 
(1.2%) 

中度嚴重 (15–19) 0 
(0.0%) 

0 
(0.0%) 

2 
(1.6%) 

0 
(0.0%) 

2 
(0.3%) 

嚴重 (≥ 2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1.2 1.0 1.3 1.4 1.2 
中位數 0.0 0.0 0.0 0.0 0.0 
標準差 2.4 1.8 2.7 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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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活壓力指數 

根據近期生活變化問卷 (RLCQ) 6，問及受訪者在過去一年內有沒有經歷過十八種生活

壓力事件，包括家庭成員/好朋友死亡、失去工作/仍然失業、有嚴重的健康問題、財政

狀況變差了、與配偶/伴侶/男女朋友結束關係及遷到新居等。「愛＋人」隊列研究將四

種與本土文化有關的生活壓力事件加在 RLCQ 清單上︰「工作量非常大 (在家、學校

或工作環境中)」，「家中成員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好朋友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及

「我建立了一個新的家 (例如結婚後遷出父母家)」。 

 
21.8% 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內有經歷至少一種生活壓力事件，包括 22.8%的女性

及 20.5% 的男性 (表 3.2.2a)。最常見的五種生活壓力事件是我工作量非常大 (在家、學

校或工作環境中) (6.9%) ，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4.5%)，我或我的家人在財政狀況變差

了 (4.2%)，家中成員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2.6%) 及家庭成員死亡 (2.0%)。 

 

表 3.2.2a:  按性別劃分經歷過十八種生活壓力事件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我工作量非常大 ( 在家、學校或工作

環境中) 23 6.3 21 7.6 44 6.9 

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20 5.5 9 3.2 29 4.5 
我或我的家人在財政狀況變差了 16 4.4 11 4.0 27 4.2 
家中成員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11 3.0 6 2.2 17 2.6 
家庭成員死亡 9 2.5 4 1.4 13 2.0 
家人相聚減少 6 1.6 4 1.4 10 1.6 
好朋友死亡 4 1.1 3 1.1 7 1.1 
社交活動減少了 2 0.5 3 1.1 5 0.8 

我失去工作 / 仍然失業 2 0.5 2 0.7 4 0.6 

好朋友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2 0.5 2 0.7 4 0.6 
我與我的配偶/ 伴侶/ 男朋友或女朋友

結束關係 
3 0.8 0 0.0 3 0.5 

我開始了一段新感情 1 0.3 2 0.7 3 0.5 

有新的家庭成員加入 0 0.0 1 0.4 1 0.2 
我的家遷到新居 0 0.0 1 0.4 1 0.2 
我建立了一個新的家 (例如結婚後遷

出父母家) 0 0.0 0 0.0 0 0.0 

我被拘捕或有法律糾紛 0 0.0 0 0.0 0 0.0 

我或我的家庭成員遷出 0 0.0 0 0.0 0 0.0 

我受到暴力對待 (身體被人傷害) 0 0.0 0 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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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b: 按年齡組別劃分最常見的五種生活壓力事件︰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我工作量非常大 ( 在家、學校或工作環境

中) 
14 

(12.8%) 
21 

(9.6%) 
9 

(7.0%) 
0 

(0.0%) 
44 

(6.9%) 

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0 
(0.0%) 

5 
(2.3%) 

7 
(5.4%) 

17 
(9.1%) 

29 
(4.5%) 

我或我的家人在財政狀況變差了 6 
(5.5%) 

10 
(4.6%) 

6 
(4.7%) 

5 
(2.7%) 

27 
(4.2%) 

家中成員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2 
(1.8%) 

7 
(3.2%) 

1 
(0.8%) 

7 
(3.8%) 

17 
(2.6%) 

家庭成員死亡 3 
(2.8%) 

5 
(2.3%) 

3 
(2.3%) 

2 
(1.1%)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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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和睦 

 

自古以來，中國人相信家庭和睦是邁向和睦社會的先決條件。古云：「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1，亞洲傳統文化一向比西方文化重視家人之間和睦而親密的相處及互

動 2。在「愛＋人」隊列研究中，有問及受訪者的家庭和睦程度，如家人的支持、家庭

和睦及滿意等情況。 

4.1   標準指數 

4.1.1   家人的支持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 “Family APGAR” (adaptability,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量表來量度受訪者自我評估家人給予的支持 3。此量表共有五條題目，每題 
0 至 2 分。總分為 0 至 10 分，分數越高代表家人的支持度越高。由 0 至 10 分計算，

越高分代表家人的支持度越高。結果顯示，所有受訪者的平均家人支持度為 7.8 分 (表 
4.1.1a)，而男女性普遍得到的家人支持度相若。 

 

表 4.1.1a︰按性別劃分家人支持度 (Family APGAR, 0–10分) 

  
女性 男性 總計 

Family 
APGAR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0 30 8.2 23 8.3 53 8.3 
1–2 10 2.7 5 1.8 15 2.3 
3–4 12 3.3 8 2.9 20 3.1 
5 50 13.7 48 17.3 98 15.3 
6–7 20 5.5 10 3.6 30 4.7 
8–9 18 4.9 16 5.8 34 5.3 
10 224 61.5 168 60.4 392 6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7.8   7.8   7.8   
中位數 10.0   10.0   10.0   
標準差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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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b︰按年齡組別劃分家人支持度 (Family APGAR, 0–10 分)︰人數(%) 

Family 
APGAR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0 5 
(4.6%) 

14 
(6.4%) 

14 
(10.9%) 

20 
(10.8%) 

53 
(8.3%) 

1–2 3 
(2.8%) 

5 
(2.3%) 

2 
(1.6%) 

5 
(2.7%) 

15 
(2.3%) 

3–4 2 
(1.8%) 

10 
(4.6%) 

6 
(4.7%) 

2 
(1.1%) 

20 
(3.1%) 

5 18 
(16.5%) 

36 
(16.5%) 

19 
(14.7%) 

25 
(13.4%) 

98 
(15.3%) 

6–7 9 
(8.3%) 

13 
(6.0%) 

5 
(3.9%) 

3 
(1.6%) 

30 
(4.7%) 

8–9 5 
(4.6%) 

15 
(6.9%) 

7 
(5.4%) 

7 
(3.8%) 

34 
(5.3%) 

10 67 
(61.5%) 

125 
(57.3%) 

76 
(58.9%) 

124 
(66.7%) 

392 
(6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8.0 7.7 7.5 7.8 7.8 
中位數 10.0 10.0 10.0 10.0 10.0 
標準差 3.0 3.2 3.5 3.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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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收入分析，以下的圖表利用家人支持度的平均數及每月家庭總入息做相比 (圖 
4.1.1a)。每月只有少於四千港元收入的受訪者的家人支持度有 10.0 分，而每月最少有

三萬港元收入的受訪者的家人支持度則有 8.0 分。 

 

圖 4.1.1a︰按每月家庭總收入劃分家人支持度(Family APGAR) 

 

 

表 4.1.1c︰按每月家庭總收入劃分家人支持度(Family APGAR)  

 

Family 
APGAR <$4,000 $4,000–

$7,999 
$8,000–
$9,999 

$10,000–
$19,999 

$20,000–
$29,999 ≥$30,000 

平均數 7.0 6.9 6.9 7.7 7.9 8.2 
中位數 10.0 9.0 10.0 10.0 10.0 10.0 
標準差 4.0 3.6 4.3 2.9 3.0 3.1 

 

 

  

7.0
6.9 6.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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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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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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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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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家庭收入

家
人
支
持

度
平
均
數



  

111 

4.1.2    家庭和睦及滿意 

「愛＋人」隊列研究使用自行研發的量表來量度受訪者對於家庭和睦及滿意的情況，

此量表總共有二十四題，分為五個範疇：身份  (identity)，沒有衝突  (absence of 
conflicts)，有效的溝通 (effective communication)，忍耐寬容 (forbearance) 及家庭時間 
(spending time with family)，後四個範疇乃經由質性研究證明是和睦家庭中不可或缺的

元素 4。受訪者以李克特五分量表法 (five-point Likert scale) 回答是否同意每一題陳述，

表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會被視為正面回應。結果顯示，男性及女性受訪者作

出正面回應的百分比並沒有明顯差別 (表 4.1.2a)。除了三題在身份範疇的陳述之外 (例
如「我為我的家庭感到驕傲」、「我分享我家人的抱負」、「我為我的家族感到自

豪」)，八成以上的受訪者在其他二十一題陳述皆作出正面回應。正面回應的百分比在 
35–64 歲人士中較高，而在 65 歲及以上人士中則較低 (表 4.1.2b)。 

表 4.1.2a︰按性別劃分家庭和睦及滿意的描述句子 (回答「非常同意」/「同意」的百分比)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我家各人相處融洽。 275 91.1 219 94.0 494 92.3 
我為我的家庭感到驕傲。 223 74.1 179 77.2 402 75.4 
我分享我家人的抱負。 261 86.4 205 88.0 466 87.1 
我為我的家族感到自豪。 223 74.1 181 78.0 404 75.8 
一家人住在同一屋簷下很開心。 276 91.4 215 92.3 491 91.8 
總括來說，我滿意我的家庭。 277 91.7 218 93.6 495 92.5 
相比其他家庭，我家各人的關係很

密切。 
248 82.4 194 83.6 442 82.9 

家庭成員會互相關心。 250 83.1 195 84.1 445 83.5 
家庭成員間會直接地表達對家人的

關心及關注。 
274 90.7 218 93.6 492 92.0 

家庭成員互相傾談。 274 90.7 216 92.7 490 91.6 
家庭成員間能容納對方。 277 91.7 220 94.4 497 92.9 
家庭成員之間會互相忍耐。 246 81.7 195 84.1 441 82.7 
家庭成員會聆聽家中各人的意見。 249 82.7 194 83.6 443 83.1 
家庭成員互相照顧。 282 93.4 220 94.4 502 93.8 
家庭成員彼此了解。 245 81.4 193 83.2 438 82.2 
家庭成員彼此相愛。 283 93.7 221 94.8 504 94.2 
我的家庭能有建設地解決衝突。 248 82.4 194 83.6 442 82.9 
家庭成員互相尊重。 251 83.4 196 84.5 447 83.9 
就算家中成員意見不一，但我們仍

能融洽相處。 
275 91.1 220 94.4 495 92.5 

我家日常相處和睦。 251 83.4 196 84.5 447 83.9 
家庭成員能平靜地解決問題。 247 82.1 194 83.6 441 82.7 
我的家庭是和睦的。 282 93.4 220 94.4 502 93.8 
對於各家庭成員，我們的家庭運作

良好。 
283 93.7 219 94.0 502 93.8 

我的家庭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253 84.1 194 83.6 447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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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b︰按年齡組別劃分家庭和睦及滿意的描述句子 (回答「非常同意」/「同意」的百分比)︰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我家各人相處融洽。 89 
(97.8%) 

171 
(94.0%) 

99 
(90.8%) 

135 
(88.2%) 

494 
(92.3%) 

我為我的家庭感到驕傲。 71 
(78.9%) 

146 
(80.7%) 

82 
(75.2%) 

103 
(67.3%) 

402 
(75.4%) 

我分享我家人的抱負。 81 
(89.0%) 

163 
(89.6%) 

96 
(88.1%) 

126 
(82.4%) 

466 
(87.1%) 

我為我的家族感到自豪。 74 
(82.2%) 

145 
(80.1%) 

82 
(75.2%) 

103 
(67.3%) 

404 
(75.8%) 

一家人住在同一屋簷下很開心。 89 
(97.8%) 

172 
(94.5%) 

99 
(90.8%) 

131 
(85.6%) 

491 
(91.8%) 

總括來說，我滿意我的家庭。 88 
(96.7%) 

171 
(94.0%) 

101 
(92.7%) 

135 
(88.2%) 

495 
(92.5%) 

相比其他家庭，我家各人的關係很密切。 81 
(90.0%) 

158 
(87.3%) 

91 
(83.5%) 

112 
(73.2%) 

442 
(82.9%) 

家庭成員會互相關心。 83 
(92.2%) 

158 
(87.3%) 

92 
(84.4%) 

112 
(73.2%) 

445 
(83.5%) 

家庭成員間會直接地表達對家人的關心及關

注。 
88 

(96.7%) 
170 

(93.4%) 
100 

(91.7%) 
134 

(87.6%) 
492 

(92.0%) 

家庭成員互相傾談。 88 
(96.7%) 

169 
(92.9%) 

101 
(92.7%) 

132 
(86.3%) 

490 
(91.6%) 

家庭成員間能容納對方。 90 
(98.9%) 

172 
(94.5%) 

103 
(94.5%) 

132 
(86.3%) 

497 
(92.9%) 

家庭成員之間會互相忍耐。 81 
(90.0%) 

158 
(87.3%) 

93 
(85.3%) 

109 
(71.2%) 

441 
(82.7%) 

家庭成員會聆聽家中各人的意見。 82 
(91.1%) 

160 
(88.4%) 

91 
(83.5%) 

110 
(71.9%) 

443 
(83.1%) 

家庭成員互相照顧。 91 
(100.0%) 

173 
(95.1%) 

102 
(93.6%) 

136 
(88.9%) 

502 
(93.8%) 

家庭成員彼此了解。 80 
(88.9%) 

157 
(86.7%) 

91 
(83.5%) 

110 
(71.9%) 

438 
(82.2%) 

家庭成員彼此相愛。 91 
(100.0%) 

174 
(95.6%) 

103 
(94.5%) 

136 
(88.9%) 

504 
(94.2%) 

我的家庭能有建設地解決衝突。 81 
(90.0%) 

162 
(89.5%) 

90 
(82.6%) 

109 
(71.2%) 

442 
(82.9%) 

家庭成員互相尊重。 82 
(91.1%) 

161 
(89.0%) 

92 
(84.4%) 

112 
(73.2%) 

447 
(83.9%) 

就算家中成員意見不一，但我們仍能融洽相

處。 
90 

(98.9%) 
175 

(96.2%) 
100 

(91.7%) 
130 

(85.0%) 
495 

(92.5%) 

我家日常相處和睦。 81 
(90.0%) 

163 
(90.1%) 

92 
(84.4%) 

111 
(72.5%) 

447 
(83.9%) 

家庭成員能平靜地解決問題。 77 
(85.6%) 

161 
(89.0%) 

91 
(83.5%) 

112 
(73.2%) 

441 
(82.7%) 

我的家庭是和睦的。 90 
(98.9%) 

174 
(95.6%) 

103 
(94.5%) 

135 
(88.2%) 

502 
(93.8%) 

對於各家庭成員，我們的家庭運作良好。 88 
(96.7%) 

177 
(97.3%) 

104 
(95.4%) 

133 
(86.9%) 

502 
(93.8%) 

我的家庭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81 
(90.0%) 

162 
(89.5%) 

92 
(84.4%) 

112 
(73.2%) 

447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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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家人間的衝突 

與上述和睦協調程度相似，受訪者回答過去三個月內有否與家人因為各種原因發生糾

紛或衝突，包括子女事宜、投入工作以致影響家庭生活、家庭雜務或家庭責任等，受

訪者的合資格家人都需要回答這組問題。各人的個別衝突指數乃由他/她與家人的衝突

次數總和除以家庭人數，指數越高代表家人間衝突越嚴重。 

 

62.6% 的受訪者與他們的家人沒有任何衝突 (66.2% 的男性及 59.9% 的女性)，而在所

有受訪者中衝突指數平均值為 0.6 (表 4.1.3a)。較年輕人士跟家人的衝突指數亦比較年

長人士為高 (表 4.1.3b)。 

 

表 4.1.3a︰按性別劃分家庭衝突指數 (衝突的平均數目)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0 218 59.9 184 66.2 402 62.6 
0.1–1.0 61 16.8 35 12.6 96 15.0 
1.1–2.0 19 5.2 12 4.3 31 4.8 
2.1–3.0 3 0.8 9 3.2 12 1.9 
>3  12 3.3 6 2.2 18 2.8 
不詳 51 14.0 32 11.5 83 12.9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0.6   0.6   0.6   
中位數 0.0   0.0   0.0   
標準差 1.4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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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b︰按年齡組別劃分家庭衝突指數 (衝突的平均數目)︰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0 71 
(65.1%) 

133 
(61.0%) 

87 
(67.4%) 

111 
(59.7%) 

402 
(62.6%) 

0.1–1.0 28 
(25.7%) 

33 
(15.1%) 

17 
(13.2%) 

18 
(9.7%) 

96 
(15.0%) 

1.1–2.0 4 
(3.7%) 

17 
(7.8%) 

3 
(2.3%) 

7 
(3.8%) 

31 
(4.8%) 

2.1–3.0 0 
(0.0%) 

10 
(4.6%) 

2 
(1.6%) 

0 
(0.0%) 

12 
(1.9%) 

>3  5 
(4.6%) 

9 
(4.1%) 

1 
(0.8%) 

3 
(1.6%) 

18 
(2.8%) 

不詳 1 
(0.9%) 

16 
(7.3%) 

19 
(14.7%) 

47 
(25.3%) 

83 
(12.9%)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平均數 0.7 0.8 0.3 0.4 0.6 
中位數 0.0 0.0 0.0 0.0 0.0 
標準差 1.7 1.7 0.8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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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與家庭 

過長的工作時間會影響個人及家庭生活。「愛＋人」隊列研究檢視了這區全職工作受

訪者 (人數 = 328) 的工作時間，與健康、快樂和家人支持的關係，及工作與家庭之間

的衝突。平均來說，受訪者每天在工作場所工作大約 8.8 小時 (表 4.2a)，男性比女性每

天工作長。在 20–64 歲人士中，工作時間長度並沒有差別，而達退休年齡的受訪者的

工作時間則明顯較短 (表 4.2b)。 

 

表 4.2a︰按性別劃分過去三個月每天在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 (包括待命工作) (小時)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8 20 11.9 14 8.8 34 10.4 
8.0–8.9 37 22.0 49 30.6 86 26.2 
9.0–9.9 36 21.4 45 28.1 81 24.7 
10.0–10.9 24 14.3 24 15.0 48 14.6 
11.0–11.9 7 4.2 3 1.9 10 3.0 
12及以上 5 3.0 15 9.4 20 6.1 
不詳 39 23.2 10 6.3 49 14.9 
總計 168 100.0 160 100.0 328 100.0 
平均數 8.5   8.9   8.8   
中位數 9.0   9.0   9.0   
標準差 2.1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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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b︰按年齡組別劃分過去三個月每天在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 (包括待命工作) (小時)︰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8 5 
(6.3%) 

21 
(12.6%) 

6 
(8.1%) 

2 
(25.0%) 

34 
(10.4%) 

8.0–8.9 19 
(24.1%) 

44 
(26.3%) 

21 
(28.4%) 

2 
(25.0%) 

86 
(26.2%) 

9.0–9.9 25 
(31.6%) 

37 
(22.2%) 

16 
(21.6%) 

3 
(37.5%) 

81 
(24.7%) 

10.0–10.9 16 
(20.3%) 

20 
(12.0%) 

12 
(16.2%) 

0 
(0.0%) 

48 
(14.6%) 

11.0–11.9 2 
(2.5%) 

7 
(4.2%) 

1 
(1.4%) 

0 
(0.0%) 

10 
(3.0%) 

12及以上 0 
(0.0%) 

16 
(9.6%) 

4 
(5.4%) 

0 
(0.0%) 

20 
(6.1%) 

不詳 12 
(15.2%) 

22 
(13.2%) 

14 
(18.9%) 

1 
(12.5%) 

49 
(14.9%) 

總計 
79 

(100.0%) 
167 

(100.0%) 
74 

(100.0%) 
8 

(100.0%) 
328 

(100.0%) 
平均數 8.8 8.7 8.8 8.0 8.8 
中位數 9.0 9.0 9.0 8.0 9.0 
標準差 1.2 2.4 1.7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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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時間的分析，以下的圖表可以比較工作時間與自我評估抑鬱症狀 (圖 4.2a)，及

可以比較工作時間與快樂指數的情況  (圖 4.2b)。 

 

圖 4.2a︰在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與自我評估抑鬱症狀的關聯 (病人健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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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b︰在工作場所的工作時間與快樂的關聯 (主觀快樂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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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隊列研究有問及受訪者的工作有否影響其家庭生活 6。分數為 6 至 42 分，

分數越高代表工作與家庭之間衝突越嚴重。受訪者衝突指數的平均值為 21.4 分 (表 
4.2c)。 

 

表 4.2c︰按性別劃分工作/家庭衝突指數 (6–42分)  

  
女性 男性 總計 

工作/家庭衝

突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15 45 26.8 67 41.9 112 34.1 
16–20 17 10.1 24 15.0 41 12.5 
21–25 17 10.1 13 8.1 30 9.1 
26–30 18 10.7 16 10.0 34 10.4 
31–35 6 3.6 7 4.4 13 4.0 
≥36 26 15.5 23 14.4 49 14.9 
不詳 39 23.2 10 6.3 49 14.9 
總計 168 100.0 160 100.0 328 100.0 
平均數 22.5   20.4   21.4   
中位數 23.0   17.0   18.0   

標準差 9.7   9.5   9.6   
 

表 4.2d︰按年齡組別劃分工作/家庭衝突指數 (6–42分)︰人數(%) 

工作/家庭衝突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15 25 
(31.6%) 

55 
(32.9%) 

30 
(40.5%) 

2 
(25.0%) 

112 
(34.1%) 

16–20 10 
(12.7%) 

21 
(12.6%) 

8 
(10.8%) 

2 
(25.0%) 

41 
(12.5%) 

21–25 7 
(8.9%) 

19 
(11.4%) 

2 
(2.7%) 

2 
(25.0%) 

30 
(9.1%) 

26–30 7 
(8.9%) 

18 
(10.8%) 

8 
(10.8%) 

1 
(12.5%) 

34 
(10.4%) 

31–35 5 
(6.3%) 

7 
(4.2%) 

1 
(1.4%) 

0 
(0.0%) 

13 
(4.0%) 

≥36 13 
(16.5%) 

25 
(15.0%) 

11 
(14.9%) 

0 
(0.0%) 

49 
(14.9%) 

不詳 12 
(15.2%) 

22 
(13.2%) 

14 
(18.9%) 

1 
(12.5%) 

49 
(14.9%) 

總計 79 
(100.0%) 

167 
(100.0%) 

74 
(100.0%) 

8 
(100.0%) 

328 
(100.0%) 

平均數 21.8 21.6 20.5 19.7 21.4 
中位數 20.0 18.0 16.0 18.0 18.0 
標準差 10.1 9.5 10.0 6.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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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庭活動 

「愛＋人」隊列研究有問及受訪者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例如在戲院看電影、打

遊戲機或麻雀及食飯等，男性及女性受訪者在這方面沒有明顯差別。同時，男性及女

性受訪者和家人閒談及食飯平均比其他的家人活動較多 (表 4.3a 及 4.3b)，而受訪者在

週末的家庭活動時間比平日多。 

 

表 4.3a︰按性別劃分平日 (星期一至五) 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在戲院看電影             
沒有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有             
 少於 1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0 0.0 0 0.0 0 0.0 
  2小時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打遊戲機             
沒有 364 100.0 277 99.6 641 99.8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0 0.0 0 0.0 0 0.0 
  2–2.9小時 0 0.0 1 0.4 1 0.2 
  3小時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打麻雀             
沒有 363 99.7 278 100.0 641 99.8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1 0.3 0 0.0 1 0.2 
  2–2.9小時 0 0.0 0 0.0 0 0.0 
  3–3.9小時 0 0.0 0 0.0 0 0.0 
  4小時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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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a︰按性別劃分平日(星期一至五) 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 (繼續)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食飯             
沒有 138 37.9 114 41.0 252 39.3 
有             
  少於 1 小時 58 15.9 51 18.3 109 17.0 
  1–1.9小時 133 36.5 94 33.8 227 35.4 
  2小時及以上 35 9.6 19 6.8 54 8.4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閒談             
沒有 169 46.4 132 47.5 301 46.9 
有             
 少於 1 小時 50 13.7 39 14.0 89 13.9 
  1–1.9小時 101 27.7 80 28.8 181 28.2 
  2小時及以上 44 12.1 27 9.7 71 1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行街 (包括買餸)             
沒有 342 94.0 264 95.0 606 94.4 
有             
 少於 1 小時 1 0.3 0 0.0 1 0.2 
  1–1.9小時 15 4.1 8 2.9 23 3.6 
  2小時及以上 6 1.6 6 2.2 12 1.9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閱讀/溫習             
沒有 351 96.4 275 98.9 626 97.5 
有             
 少於 1 小時 2 0.5 0 0.0 2 0.3 
  1–1.9小時 9 2.5 3 1.1 12 1.9 
  2小時及以上 2 0.5 0 0.0 2 0.3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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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b︰按性別劃分週末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在戲院看電影             
沒有 363 99.7 274 98.6 637 99.2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1 0.3 3 1.1 4 0.6 
  2小時及以上 0 0.0 1 0.4 1 0.2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打遊戲機             
沒有 362 99.5 278 100.0 640 99.7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2 0.5 0 0.0 2 0.3 
  2–2.9小時 0 0.0 0 0.0 0 0.0 
  3小時及以上 0 0.0 0 0.0 0 0.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打麻雀             
沒有 361 99.2 276 99.3 637 99.2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1 0.3 1 0.4 2 0.3 
  2–2.9小時 0 0.0 0 0.0 0 0.0 
  3–3.9小時 1 0.3 1 0.4 2 0.3 
  4小時及以上 1 0.3 0 0.0 1 0.2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食飯             
沒有 77 21.2 64 23.0 141 22.0 
有             
 少於 1 小時 14 3.8 20 7.2 34 5.3 
  1–1.9小時 185 50.8 129 46.4 314 48.9 
  2小時及以上 88 24.2 65 23.4 153 23.8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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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b︰按性別劃分週末每天平均的家庭活動時間 (繼續)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閒談             
沒有 128 35.2 106 38.1 234 36.4 
有             
 少於 1 小時 17 4.7 18 6.5 35 5.5 
  1–1.9小時 143 39.3 106 38.1 249 38.8 
  2小時及以上 76 20.9 48 17.3 124 19.3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行街 (包括買餸)             
沒有 214 58.8 168 60.4 382 59.5 
有             
 少於 1 小時 0 0.0 0 0.0 0 0.0 
  1–1.9小時 55 15.1 44 15.8 99 15.4 
  2小時及以上 95 26.1 66 23.7 161 25.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閱讀/溫習             
沒有 350 96.2 271 97.5 621 96.7 
有             
 少於 1 小時 2 0.5 1 0.4 3 0.5 
  1–1.9小時 11 3.0 5 1.8 16 2.5 
  2小時及以上 1 0.3 1 0.4 2 0.3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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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自我評估的社會資本 

4.4.1    鄰舍凝聚力 

鄰居團結是鄰居之間的聯繫 5，也是社會資本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而且鄰居團結能影

響鄰里及社區的凝聚力。「愛＋人」隊列研究使用 Sampson的問卷 (包括五條問題) 來
評估受訪者鄰舍凝聚力的程度 7。 

 

問及是否同意「街坊很樂意幫助鄰居」，58.4% 的受訪者非常或一般同意，而女性 
(58.8%) 比男性 (57.9%) 為高。38.6% 中立 (沒有同意或不同意)，而 3.0% 則非常或一般

不同意(表 4.4.1a)。按年齡組別分析，由 20–34 歲組別的 45.9%，上升至 65 歲及以上

組別的 66.2% (表 4.4.1b)。 

 

表 4.4.1a︰按性別劃分是否同意「街坊很樂意幫助鄰居」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28 7.7 9 3.2 37 5.8 
一般同意 186 51.1 152 54.7 338 52.6 
中立 137 37.6 111 39.9 248 38.6 
一般不同意 11 3.0 5 1.8 16 2.5 
非常不同意 2 0.5 1 0.4 3 0.5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1b︰按年齡組別劃分是否同意「街坊很樂意幫助鄰居」︰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同意 4 
(3.7%) 

9 
(4.1%) 

9 
(7.0%) 

15 
(8.1%) 

37 
(5.8%) 

一般同意 46 
(42.2%) 

115 
(52.8%) 

69 
(53.5%) 

108 
(58.1%) 

338 
(52.6%) 

中立 55 
(50.5%) 

90 
(41.3%) 

44 
(34.1%) 

59 
(31.7%) 

248 
(38.6%) 

一般不同意 3 
(2.8%) 

4 
(1.8%) 

6 
(4.7%) 

3 
(1.6%) 

16 
(2.5%) 

非常不同意 1 
(0.9%) 

0 
(0.0%) 

1 
(0.8%) 

1 
(0.5%) 

3 
(0.5%)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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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是否同意「這是一個關係密切的鄰里」，57.4% 受訪者非常或一般同意，包括

58.5% 的女性及 55.7% 的男性。37.7% 中立，而 5.0% 則非常或一般不同意 (表 4.4.1c)。
按年齡組別分析，同意者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42.2%，上

升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66.1% (表 4.4.1d)。  

 

表 4.4.1c︰按性別劃分是否同意「這是一個關係密切的鄰里」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26 7.1 9 3.2 35 5.5 
一般同意 187 51.4 146 52.5 333 51.9 
中立 131 36.0 111 39.9 242 37.7 
一般不同意 17 4.7 10 3.6 27 4.2 
非常不同意 3 0.8 2 0.7 5 0.8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1d︰按年齡組別劃分是否同意「這是一個關係密切的鄰里」︰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同意 4 
(3.7%) 

8 
(3.7%) 

9 
(7.0%) 

14 
(7.5%) 

35 
(5.5%) 

一般同意 42 
(38.5%) 

113 
(51.8%) 

69 
(53.5%) 

109 
(58.6%) 

333 
(51.9%) 

中立 52 
(47.7%) 

89 
(40.8%) 

43 
(33.3%) 

58 
(31.2%) 

242 
(37.7%) 

一般不同意 9 
(8.3%) 

7 
(3.2%) 

7 
(5.4%) 

4 
(2.2%) 

27 
(4.2%) 

非常不同意 2 
(1.8%) 

1 
(0.5%) 

1 
(0.8%) 

1 
(0.5%) 

5 
(0.8%)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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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是值得信任」，57.8% 受訪者非常或一般同意，而女性 
(57.9%) 比男性 (57.5%) 為高。39.1% 中立，而 3.1% 則非常或一般不同意(表 4.4.1e)。
按年齡組別分析，同意者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45.9% 上升

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64.5% (表 4.4.1f)。 

 

表 4.4.1e︰按性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是值得信任」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26 7.1 9 3.2 35 5.5 
一般同意 185 50.8 151 54.3 336 52.3 
中立 140 38.5 111 39.9 251 39.1 
一般不同意 11 3.0 5 1.8 16 2.5 
非常不同意 2 0.5 2 0.7 4 0.6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1f︰按年齡組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是值得信任」︰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同意 3 
(2.8%) 

9 
(4.1%) 

9 
(7.0%) 

14 
(7.5%) 

35 
(5.5%) 

一般同意 47 
(43.1%) 

112 
(51.4%) 

71 
(55.0%) 

106 
(57.0%) 

336 
(52.3%) 

中立 52 
(47.7%) 

92 
(42.2%) 

44 
(34.1%) 

63 
(33.9%) 

251 
(39.1%) 

一般不同意 5 
(4.6%) 

5 
(2.3%) 

4 
(3.1%) 

2 
(1.1%) 

16 
(2.5%) 

非常不同意 2 
(1.8%) 

0 
(0.0%) 

1 
(0.8%) 

1 
(0.5%) 

4 
(0.6%)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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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相處不融洽」，60.0% 受訪者非常或一般不同意，36.9% 
中立，而約 3.1% 非常或一般同意 (女性: 2.8%; 男性: 3.6%) (表 4.4.1g)。按年齡組別分

析，不同意者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表 4.4.1h)。 

 

表 4.4.1g︰按性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相處不融洽」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1 0.3 1 0.4 2 0.3 
一般同意 9 2.5 9 3.2 18 2.8 
中立 132 36.3 105 37.8 237 36.9 
一般不同意 199 54.7 152 54.7 351 54.7 
非常不同意 23 6.3 11 4.0 34 5.3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1h︰按年齡組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相處不融洽」︰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同意 0 
(0.0%) 

0 
(0.0%) 

0 
(0.0%) 

2 
(1.1%) 

2 
(0.3%) 

一般同意 6 
(5.5%) 

4 
(1.8%) 

5 
(3.9%) 

3 
(1.6%) 

18 
(2.8%) 

中立 50 
(45.9%) 

88 
(40.4%) 

41 
(31.8%) 

58 
(31.2%) 

237 
(36.9%) 

一般不同意 51 
(46.8%) 

115 
(52.8%) 

73 
(56.6%) 

112 
(60.2%) 

351 
(54.7%) 

非常不同意 2 
(1.8%) 

11 
(5.0%) 

10 
(7.8%) 

11 
(5.9%) 

34 
(5.3%)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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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價值觀不一致」，25.2% 受訪者非常或一般不同意，58.6% 
中立，而 16.2% 非常或一般同意 (表 4.4.1i)。按年齡組別分析，不同意者的百分比在各

組別並沒有明顯差別 (表 4.4.1j)。 

 

表 4.4.1i︰按性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價值觀不一致」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同意 0 0.0 2 0.7 2 0.3 
一般同意 60 16.5 42 15.1 102 15.9 
中立 208 57.1 168 60.4 376 58.6 
一般不同意 77 21.2 58 20.9 135 21.0 
非常不同意 19 5.2 8 2.9 27 4.2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1j︰按年齡組別劃分是否同意「這裡的街坊價值觀不一致」︰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同意 0 
(0.0%) 

0 
(0.0%) 

1 
(0.8%) 

1 
(0.5%) 

2 
(0.3%) 

一般同意 9 
(8.3%) 

24 
(11.0%) 

24 
(18.6%) 

45 
(24.2%) 

102 
(15.9%) 

中立 74 
(67.9%) 

136 
(62.4%) 

76 
(58.9%) 

90 
(48.4%) 

376 
(58.6%) 

一般不同意 24 
(22.0%) 

49 
(22.5%) 

20 
(15.5%) 

42 
(22.6%) 

135 
(21.0%) 

非常不同意 2 
(1.8%) 

9 
(4.1%) 

8 
(6.2%) 

8 
(4.3%) 

27 
(4.2%)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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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團結指數總分 

鄰居團結指數總分由上述的問卷中首四條問題的答案相加而成，分數越高由 4 至 20 分，

越高分數代表鄰舍凝聚力越高。男性與女性受訪者的鄰舍凝聚力沒有明顯差別 (表
4.4.1k)，而年齡較大的受訪者的鄰舍凝聚力比較年輕者為略高 (表 4.4.1l)。 

 

表 4.4.1k︰按性別劃分鄰舍凝聚力總分 

  
女性 男性 總計 

平均數 14.5 14.3 14.4 
中位數 16.0 16.0 16.0 
標準差 2.6 2.4 2.5 

 

 

 

表 4.4.1l︰按年齡組別劃分鄰舍凝聚力總分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平均數 13.6 14.3 14.5 14.8 14.4 
中位數 12.0 16.0 16.0 16.0 16.0 
標準差 2.5 2.3 2.7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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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參與義工服務 

參與義工服務反映個人對所身處社區的參與程度，而且影響個人及社區的「康和樂」。

義工服務不但可以幫助有需要人士及社福機構，亦令參與者的生活豐盛。在「愛＋人」

隊列研究中，問及有否參與各種由不同團體舉辦的義工服務，以及過去一年的總參與

時間。11.8% 受訪者在過去十二個月有參與過義工服務，包括 16.5% 的女性及 5.8% 的
男性 (表 4.4.2a)。 

 

表 4.4.2a︰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有參與過義工服務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 60 16.5 16 5.8 76 11.8 
沒有 304 83.5 262 94.2 566 88.2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2b︰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有參與過義工服務︰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有 20 
(18.3%) 

35 
(16.1%) 

12 
(9.3%) 

9 
(4.8%) 

76 
(11.8%) 

沒有 89 
(81.7%) 

183 
(83.9%) 

117 
(90.7%) 

177 
(95.2%) 

566 
(88.2%)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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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沒有參與過任何義工服務，6.1% 曾做過少於 20 個小時，而

5.8% 曾做過 20 個小時及以上。沒有參與的百分比以男性 (94.2%) 比女性 (83.5%) 為高，

而女性曾做過少於 20 個小時 (9.1%) 及 20 個小時及以上 (7.4%) 義工的百分比都比男性

為高 (分別為 2.2% 和 3.6%) (表 4.4.2c)。按年齡組別分析，曾做過少於 20 個小時義工

的百分比也隨年齡增長而下降 (表 4.4.2d)。                                                                                                               

 

表 4.4.2c︰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參與任何義工服務的時間 (小時)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 304 83.5 262 94.2 566 88.2 
少於 20  33 9.1 6 2.2 39 6.1 
20–39 7 1.9 2 0.7 9 1.4 
40–79  9 2.5 1 0.4 10 1.6 
80–159  8 2.2 3 1.1 11 1.7 
160 及以上 3 0.8 4 1.4 7 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2d︰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參與任何義工服務的時間 (小時)︰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 89 
(81.7%) 

183 
(83.9%) 

117 
(90.7%) 

177 
(95.2%) 

566 
(88.2%) 

少於 20  12 
(11.0%) 

19 
(8.7%) 

6 
(4.7%) 

2 
(1.1%) 

39 
(6.1%) 

20–39 5 
(4.6%) 

3 
(1.4%) 

0 
(0.0%) 

1 
(0.5%) 

9 
(1.4%) 

40–79  0 
(0.0%) 

5 
(2.3%) 

3 
(2.3%) 

2 
(1.1%) 

10 
(1.6%) 

80–159  2 
(1.8%) 

5 
(2.3%) 

2 
(1.6%) 

2 
(1.1%) 

11 
(1.7%) 

160 及以上 1 
(0.9%) 

3 
(1.4%) 

1 
(0.8%) 

2 
(1.1%) 

7 
(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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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受訪者在過去一年沒有出席過任何社區會議或活動，6.5% 一個月出席少於一次，

而 5.3% 每月出席至少一次。每月出席至少一次的百分比，以女性 (6.3%) 比男性 (3.9%) 
為高 (表 4.4.2e)。曾出席過的百分比在各年齡組別沒有明顯差別 (表 4.4.2f)。 

  

表 4.4.2e︰按性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有出席過任何社區會議或活動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從來沒有 304 83.5 262 94.2 566 88.2 
一個月少於一次 37 10.2 5 1.8 42 6.5 
大約一個月一次 5 1.4 3 1.1 8 1.2 
一個月兩至三次 9 2.5 0 0.0 9 1.4 
一星期一次 6 1.6 4 1.4 10 1.6 
一星期多於一次 3 0.8 4 1.4 7 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2f︰按年齡組別劃分在過去一年有出席過任何社區會議或活動︰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從來沒有 89 
(81.7%) 

183 
(83.9%) 

117 
(90.7%) 

177 
(95.2%) 

566 
(88.2%) 

一個月少於一次 14 
(12.8%) 

20 
(9.2%) 

5 
(3.9%) 

3 
(1.6%) 

42 
(6.5%) 

大約一個月一次 4 
(3.7%) 

3 
(1.4%) 

0 
(0.0%) 

1 
(0.5%) 

8 
(1.2%) 

一個月兩至三次 1 
(0.9%) 

4 
(1.8%) 

3 
(2.3%) 

1 
(0.5%) 

9 
(1.4%) 

一星期一次 1 
(0.9%) 

6 
(2.8%) 

2 
(1.6%) 

1 
(0.5%) 

10 
(1.6%) 

一星期多於一次 0 
(0.0%) 

2 
(0.9%) 

2 
(1.6%) 

3 
(1.6%) 

7 
(1.1%)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133 

參考文獻 

 
1. Bodde D. Harmony and conflict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Wright A,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 Allison RE.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Chuang Tzu. In: Liu SH, Allison RE, eds. Harmony 

and Strif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169–186. 

3. Smilkstein G. 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978;6(6):1231–1239. 

4. Chan SSC, Viswanath K, Au DWH, et al. Hong Kong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health, happiness and harmony: A qualitative study.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2011;26(4):664–674. 

5. Kawachi I, Berkman L. Social Epidemi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Carpiano RM. Toward a neighborhood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for health: Can 

Bourdieu and sociology help?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6;62(1):165–175. 
7. Sampson RJ, Raudenbush SW, Earls F.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August 15, 1997;277(5328):918-924. 

 

 

 

 

 

 

 

 

 

 

 

 

 

 

 

 

  



  

134 

4.4.3    宗教信仰及參與程度 

「愛＋人」隊列研究問及受訪者的宗教信仰及參與程度，同時要求他們評估自己是否

一個崇尚宗教及精神心靈的人。 

 

69.2% 受訪者沒有宗教信仰，男性 (76.3%) 比女性 (63.7%) 為高。8.7% 信奉佛教、

10.6% 相信基督教、3.9% 相信天主教及 0.6% 相信道教。信奉佛教或基督教的百分比，

女性 (9.9%；12.6%) 比男性多 (7.2%；7.9%) (表 4.4.3a)。按年齡組別分析，沒有宗教信

仰的比率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而佛教的比率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由 20–34 歲組別的

0.9%，上升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10.8%；基督教徒的比率則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由

20–34 歲組別的 12.8%，下降至 65 歲及以上組別的 5.9% (表 4.4.3b)。 

 

表 4.4.3a︰按性別劃分現時的宗教信仰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沒有宗教信仰 232 63.7 212 76.3 444 69.2 
佛教 36 9.9 20 7.2 56 8.7 
基督教 46 12.6 22 7.9 68 10.6 
天主教 17 4.7 8 2.9 25 3.9 
道教 2 0.5 2 0.7 4 0.6 
其他 31 8.5 14 5.0 45 7.0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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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b︰按年齡組別劃分現時的宗教信仰︰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沒有宗教信仰 88 
(80.7%) 

146 
(67.0%) 

87 
(67.4%) 

123 
(66.1%) 

444 
(69.2%) 

佛教 1 
(0.9%) 

18 
(8.3%) 

17 
(13.2%) 

20 
(10.8%) 

56 
(8.7%) 

基督教 14 
(12.8%) 

36 
(16.5%) 

7 
(5.4%) 

11 
(5.9%) 

68 
(10.6%) 

天主教 5 
(4.6%) 

8 
(3.7%) 

8 
(6.2%) 

4 
(2.2%) 

25 
(3.9%) 

道教 0 
(0.0%) 

1 
(0.5%) 

2 
(1.6%) 

1 
(0.5%) 

4 
(0.6%) 

其他 1 
(0.9%) 

9 
(4.1%) 

8 
(6.2%) 

27 
(14.5%) 

45 
(7.0%)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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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受訪者現時參與宗教禮儀 (例如主日崇拜、寺廟誦經等) 的程度，大約 67-71% 沒
有參與，10-12% 屬於低、11-14% 是中等、而 7-9% 為高。按年齡組別分析，有參與宗

教禮儀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而普遍上較多女性有參與禮儀，差距以 65 歲及以

上組別最大 (女：40.6%；男：23.6%)。 

 

表 4.4.3c︰按性別劃分各年齡組別現時參與宗教禮儀 (例如主日崇拜、寺廟誦經等) 的程度 

  
低 中等 高 不適用+ 

年齡 (性別)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20–29:                  
男性 29 10.4 23 8.3 11 4.0 215 77.3 
女性 38 10.4 51 14.0 34 9.3 241 66.2 
總計 67 10.4 74 11.5 45 7.0 456 71.0 
30–39:                  
男性 25 10.3 22 9.1 10 4.1 185 76.4 
女性 38 11.7 48 14.7 30 9.2 210 64.4 
總計 63 11.1 70 12.3 40 7.0 395 69.5 
40–49:                  
男性 24 10.9 20 9.0 11 5.0 166 75.1 
女性 33 11.5 47 16.4 29 10.1 177 61.9 
總計 57 11.2 67 13.2 40 7.9 343 67.7 
50–64:                  
男性 17 9.4 14 7.7 10 5.5 140 77.3 
女性 23 10.8 39 18.3 22 10.3 129 60.6 
總計 40 10.2 53 13.5 32 8.1 269 68.3 
≥65:                  
男性 7 7.9 8 9.0 6 6.7 68 76.4 
女性 12 12.5 17 17.7 10 10.4 57 59.4 
總計 19 10.3 25 13.5 16 8.6 125 67.6 

+ 「不適用」是指那些沒有參與宗教禮儀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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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受訪者現時參與私人宗教禮儀 (例如祈禱、冥想或閱讀宗教刊物等) 的程度，67-
71% 沒有參與私人宗教禮儀，10-11% 屬於低、11-14% 是中等、7-9% 為高。按年齡組

別分析，有參與私人宗教禮儀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在各年齡組別中，普遍上

較多女性有參與禮儀，差距以 65 歲及以上組別較大 (女：40.6%；男：23.6%)。 

 

表 4.4.3d︰按性別劃分各年齡組別現時參與私人宗教禮儀 (例如祈禱、冥想或閱讀宗教刊物等) 的程度 

  
低 中等 高 不適用+ 

年齡 (性別)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20–29:                  

男性 28 10.1 23 8.3 11 4.0 216 77.7 

女性 39 10.7 51 14.0 34 9.3 240 65.9 

總計 67 10.4 74 11.5 45 7.0 456 71.0 

30–39:                  

男性 24 9.9 22 9.1 10 4.1 186 76.9 

女性 38 11.7 48 14.7 30 9.2 210 64.4 

總計 62 10.9 70 12.3 40 7.0 396 69.7 

40–49:                  
男性 23 10.4 21 9.5 11 5.0 166 75.1 
女性 32 11.2 47 16.4 30 10.5 177 61.9 
總計 55 10.8 68 13.4 41 8.1 343 67.7 
50–64:                  
男性 17 9.4 14 7.7 10 5.5 140 77.3 
女性 23 10.8 39 18.3 22 10.3 129 60.6 
總計 40 10.2 53 13.5 32 8.1 269 68.3 

≥65:                  

男性 7 7.9 8 9.0 6 6.7 68 76.4 

女性 12 12.5 17 17.7 10 10.4 57 59.4 

總計 19 10.3 25 13.5 16 8.6 125 67.6 
+ 「不適用」是指那些沒有參與宗教禮儀的受訪者。 

 

  



  

138 

問及受訪者現時對宗教或神修信德的程度，67-71% 表示完全不崇尚宗教 (例如沒有宗

教信仰的受訪者)，8-10% 屬於低、12-15% 是中等、而 7-9% 為高。按年齡組別分析，

崇尚宗教或神修信德的百分比隨年齡增長而上升。而在各年齡組別中，普遍上較多女

性崇尚宗教或神修信德。 
 

表 4.4.3e︰按性別劃分各年齡組別現時對宗教或神修信德的程度 

  
低 中等 高 不適用+ 

年齡 (性別)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20–29:                  

男性 24 8.6 27 9.7 12 4.3 215 77.3 

女性 34 9.3 56 15.4 34 9.3 240 65.9 

總計 58 9.0 83 12.9 46 7.2 455 70.9 
30–39:                  
男性 19 7.9 27 11.2 11 4.5 185 76.4 
女性 34 10.4 52 16.0 30 9.2 210 64.4 
總計 53 9.3 79 13.9 41 7.2 395 69.5 
40–49:                  
男性 19 8.6 24 10.9 12 5.4 166 75.1 
女性 29 10.1 50 17.5 30 10.5 177 61.9 

總計 48 9.5 74 14.6 42 8.3 343 67.7 

50–64:                  
男性 15 8.3 15 8.3 11 6.1 140 77.3 

女性 20 9.4 42 19.7 22 10.3 129 60.6 

總計 35 8.9 57 14.5 33 8.4 269 68.3 

≥65:                  

男性 7 7.9 8 9.0 6 6.7 68 76.4 

女性 11 11.5 18 18.8 10 10.4 57 59.4 

總計 18 9.7 26 14.1 16 8.6 125 67.6 
+ 「不適用」是指那些沒有參與宗教禮儀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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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受訪者是否覺得自己是一個崇尚宗教的人，64.5% 表示完全不崇尚，13.7% 有少

許崇尚，14.2% 屬中度崇尚，而  7.6% 為高度崇尚。完全不崇尚宗教的比率，男性 
(70.1%) 比女性 (60.2%) 多。中度或高度崇尚宗教的比率，女性 (25.3%) 比男性 (17.2%) 
多 (表 4.4.3f)。按年齡組別分析，完全不崇尚宗教的比率在各組別沒有明顯差別；另一

方面，中度或高度崇尚宗教的比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 (表 4.4.3g)。 

 

表 4.4.3f︰按性別劃分崇尚宗教的程度 

  
女性 男性 總計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非常崇尚 35 9.6 14 5.0 49 7.6 
中度崇尚 57 15.7 34 12.2 91 14.2 
少許崇尚 53 14.6 35 12.6 88 13.7 
完全不崇尚 219 60.2 195 70.1 414 64.5 
不詳 0 0.0 0 0.0 0 0.0 
總計 364 100.0 278 100.0 642 100.0 

 

表 4.4.3g︰按年齡組別劃分崇尚宗教的程度︰人數(%) 

  20–34 35–54 55–64 ≥65 總計 

非常崇尚 6 
(5.5%) 

18 
(8.3%) 

11 
(8.5%) 

14 
(7.5%) 

49 
(7.6%) 

中度崇尚 9 
(8.3%) 

36 
(16.5%) 

23 
(17.8%) 

23 
(12.4%) 

91 
(14.2%) 

少許崇尚 14 
(12.8%) 

33 
(15.1%) 

14 
(10.9%) 

27 
(14.5%) 

88 
(13.7%) 

完全不崇尚 80 
(73.4%) 

131 
(60.1%) 

81 
(62.8%) 

122 
(65.6%) 

414 
(64.5%) 

不詳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總計 109 
(100.0%) 

218 
(100.0%) 

129 
(100.0%) 

186 
(100.0%) 

64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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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開放使用的資訊平台 

 

分享研究數據及結果的目的，不單是要與其他研究人員交流，還要給大眾市民一個方

便使用的資訊平台。有見及此，香港大學於近年簽署了一項名為「柏林開放資訊平台」

聲明，目標是將有關研究的資料、報告、文獻等在一段合適時間後，開放給大眾使用，

而研究人員應該在開放資料前，採取措施來保護研究參與者的私隱及資料的機密性。

世界經貿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 建議使用公共資源的研究在公開資料時，必須要做

到簡易、合時、配合使用者需要，以及利用互聯網作平台。 

 

「愛＋人」追蹤研究全面配合香港大學的公開研究資料方針，發揚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惠及社會大眾的宗旨，將研究成果及數據廣泛公開及供大眾分享，並恪守公開

資料之前，採取適當及嚴謹的措施來保護研究參與人士的私隱及資料的安全。開放使

用研究資料的方式包括：研究數據及相關資料將會保存在一個電子貯藏庫，確保研究

人員及公眾可以長期使用，而「愛＋人」研究團隊已建立一個專屬網站來管理及發佈

資料(http://familycohort.sph.hku.hk/)，當中包括使用地理資訊系統的互動詢問資料庫。

此研究資料貯藏庫亦包括其他相關資料，有助公眾瞭解香港市民及家庭的「康和樂」，

歡迎各位人士到以下網址 http://familycohortgis.sph.hku.hk/ 。 

  

http://familycohort.sph.hku.hk/)
http://familycohortgis.sph.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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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 
 

建議 (健康) 

要提升個人和家庭健康，我們應改善生活習慣。如果有吸煙或過量飲酒，必須盡早戒

掉。此外，我們應一家人齊心協力，多吃蔬菜水果和多做運動，並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吸煙危害健康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及大量國際研究指出，每2名煙民便有1人因吸煙而導致死。本

港每年分別有 6,000及1,000人死於一手煙及二手煙所引致的疾病。戒煙除了提昇健康，

還可增加財富，每天吸1包煙的煙民，成功戒煙可每年節省約一萬八千元(以一包煙50 
港元計算)。 
 
不論一手煙或二手煙都會損害健康，它們均被確認為「一級致癌物質」，即確定為可

以引致人類癌症的物質。長期吸入二手煙會增加患上肺癌、中風、呼吸系統疾病和心

臟病的機會。二手煙對兒童的害處特別大，因此切勿在家吸煙，並且應盡早戒煙，建

立無煙家庭。衞生署估計現時吸煙人士的比例每年持續下降 1，而「愛＋人」研究發現

香港有 7.7% 的市民每日至少吸一根煙，這些結果反映我們必須繼續推動戒煙工作以保

持低吸煙率的情況。 

 

不良的飲酒習慣 

世界衞生組織估計每年約有二萬五千人因飲酒而死亡2。飲酒會對酒精產生依賴和導致

甚多健康問題，飲酒可傷害神經系統、胃腸、肝臟和心血管系統。飲酒亦會增加患食

道炎、胃炎和胃潰瘍。飲酒過量的人患胰臟炎、肝炎、肝硬化及心臟病的機會亦較大。

長期飲酒亦是肥胖的成因之一。酒類飲品和煙草一樣，屬於第一類致癌物質，可引致

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結直腸癌、肝癌、乳癌等多種癌症，因而沒有一個安全飲

用的標準。 
 
 
良好飲食習慣 
 
根據衞生署的指引，成年人每日需要進食最少五份蔬菜水果(詳情請參考備註)。 吃足

夠的蔬菜水果可以大大改善患上長期疾病的風險，例如中風、糖尿病、多種癌病、心

血管疾病及高血壓。但我們要注意每一種營養素都有每日攝取上限，過度攝取可導致

反效果。蔬菜，特別是多葉的，多吃無妨。但水果含糖份較多，多吃水果前後應減少

吃其他高糖份或高卡路里的食物，例如減少食白米飯，用水果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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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量運動及體力活動 
 
運動或體力活動方面，最理想是達到每週最少 2.5 小時中等強度活動，即一星期做五

天中等強度活動，當中每天做 30 分鐘。中等強度運動包括騎自行車、打保齡球、打乒

乓球、快步走(每分鐘約120 步) 等。 
 
香港人生活繁忙，節奏急速，如沒有時間做運動，應盡量抽時間步行 (連續十分鐘以上

更佳)，例如在早一個車站下車，也可爭取時間，晚飯後與家人一齊散步，既可增進健

康，亦能促進溝通。我們建議每天最少要累積 8,000 步。 要每天累積 8,000 步，應步

行約 80 分鐘 (約每分鐘 100 步)3。步行 30 分鐘能消耗 300–400 卡路里，而根據美國國

家衞生局研究顯示4，每天保持這個程度的卡路里消耗，假如飲食不變，可於6 個月內

減去10–13 磅。 
 
 
定期身體檢查 
 
自古有云「預防勝於治療」，所以我們建議大家定期進行適當的身體檢查，

例如進行抽血以檢查血糖丶血脂及膽固醇水平，而且要量度腰圍及體重指數

( B M I )。這樣除了可以令大家清楚了解自己現時的健康狀況，更重要的是可

以在毫無病徵的情況下發現一些長期病，例如糖尿病丶心臟病等。及早偵測，

加上採取適當治療，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及減低長期病對生活質素的影響。

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5 及美國心臟協會 6 建議 4 0 歲或以上的成年人最少每一

至三年接受血糖及血脂檢查，可以有效預防患上糖尿病及心臟病的風險。世

衞亦建議保持正常的體重指數 (1 8 .5 至 25 kg /m 2 )  ，以便預防心臟病、中風、

糖尿病、大腸癌等，所以大家就算認為自己現時健康情況不錯，也應該定期

進行適當的身體檢查。  
 
 
全家健康 
 
除了個人健康外，家人的健康亦十分重要。因此，大家應該向家人推廣健康的生活方

式。在家煮飯時可以多準備幾份蔬菜，亦應多與家人一起外出散步和做運動。如果家

人有吸煙、過量飲酒或酗酒的習慣，大家應幫助及鼓勵他們戒除。每個家庭亦應有一

個磅，方便各人監測大家的體重指數。同時也應鼓勵家人，特別是年過四十歲的家人，

定期接受身體檢查以及量度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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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快樂) 

「愛＋人」研究發現平均香港市民自我評估的快樂程度隨每月總家庭收入增長而上

升，而年長人士則較容易有抑鬱症狀，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及非政府志願組織應該針對

較低收入的人士及家庭，以及長者，提升他們的快樂程度，例如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給予他們生活丶情緒及社交上的支持，鼓勵他們多些與家人及身邊的人溝通，在困難

時及早尋求協助等。 
 
建議 (和睦) 

「愛＋人」研究指出香港市民的自我評估家人給予的支持隨每月家庭總收入增長而

上升，年長人士對家庭和睦及滿意的情況則較低，而較長的工作時間則與較低的快樂

指數有明顯關聯。為了改善香港市民的家庭和睦程度，特別是較低收入及工作時間較

長的人士及家庭丶和長者，政府及非政府志願組織可以舉辦一些主題項目，例如推動

家庭活動時間丶鼓勵家人間的正向溝通及學會互相欣賞對方等。 

在社會資本層面，香港社會的鄰舍凝聚力及參與義工服務的比率都有改善的空間。哈

佛大學進行的研究指出居住在有較高鄰舍凝聚力的地區和良好健康有正向關連 7。

政府及非政府志願組織可以聚焦如何去增加市民對自己所居住的社區，以至對香港社

會的歸屬感。 
 

建議 (家庭康和樂介入活動) 

為了有效提升香港家庭的健康丶快樂及和睦，我們建議參考「愛 ＋ 人」的家庭支援及

健康傳訊計劃在過去舉辦的一系列介入活動，包括：「愛 ＋ 人‧家添正能量」、「家

添戲 FUN」、「愛 ＋ 人‧多讚少彈康和樂」、「齊來學‧愛家」、「快樂家庭廚房」、

「家」「深」幸福計劃等。這些項目廣受好評並能達至提升家庭康和樂的目標。因此，

我們建議深化及推廣這些項目至社會不同地區及階層，包括：少數族裔、新移民、單

親家庭、「雙非」家庭以及低收入家庭。除了個人健康建議，我們亦建議政府及非政

府志願組織舉行健康教育及檢測活動以提升家庭健康的意識及行為。所有活動應盡量

鼓勵全家一齊參加，最少兩個家人一齊參與。這些活動可首先在有較多低收入人士及

家庭居住的地區推行，以惠及更多有需要改善生活質素的家庭。同時也應推行至全香

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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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注意：五份是最低要求，有些國家(如加拿大) 建議成年人每天應進食七至八份蔬菜水果

8
。一份水果相當於： 

 
• 兩個小型水果 (布冧/ 奇異果) 
• 一個中型水果 (橙/ 蘋果/ 中型香蕉) 
• 半個大型水果 (火龍果/ 西柚/ 大型香蕉) 
• 半杯粒狀水果 (切粒西瓜/ 提子) 
• 四份三杯沒添加糖的鮮果汁 
 
而一份蔬菜相當於一碗未煮的生菜或半碗煮熟蔬菜、芽菜、瓜或菇。五份蔬果的比例可以因個人喜好改變，建議的

二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並非硬性組合，可以由自己控制組合(例如3 + 2，因為進食水果比進食蔬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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