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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趨勢一：香港人在整體生活評分的
不滿度上升。相比5年前的調查，香港
在整體生活評分較悲觀，而上海則比較
樂觀，新加坡則相若。只有不足一成人
認為香港變得宜居，超過七成人認為生
活質素下跌。
趨勢二：愈年輕的受訪者愈認為香港的
生活變差。對本港受訪者而言，其居住
地不適合兒童成長及退休人士居住，不
論哪個年齡組別均有同樣感受。在18歲
至29歲的組別，有近八成人認為生活質
素轉差。

(b) 醫療：醫療水平是指政府對普羅大
眾健康上的照顧，為人民提供的醫療服
務和制度、維持公共衛生、整體市民健
康及環境清潔，其中醫療和疾病預防佔
相當重要的位置。
因此，政府必須提高醫療水平，讓市

民在負擔能力範圍內享有優質和足夠的
服務，同時預防疾病及宣傳健康教育。
教育：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教育素質是經
濟發展的基石，也是普羅大眾應該享有
的福利，而具備生活素質的國家或地
區，在教育上往往達到一定的水平。
若我們要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教育

素質，該地的人口教育程度是一個較客
觀的參考指標。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大
學程度或以上的人佔最多數，即顯示該
地的人民擁有較高的教育水平。
住房：香港房屋短缺，樓價高企，令不
少人的居住環境非常擠迫，影響我們生
活素質的高低。若果人口密集，使我們
的居住環境擠迫，將會產生不少負面影
響，如較易引起磨擦，影響生活的和
諧。
長期居住在擠迫的環境也會使我們缺

乏空間休憩，影響身心健康等。

(c) 經濟：缺乏可動用資源
要維持或改善香港居民的生活素質，

要依賴政府本身可動用的資源，而稅收
是一個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
由於香港稅基狹窄，在過去多年的稅

收來源有大約三分二是來自薪俸稅及利
得稅，使政府的財政狀況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於經濟環境等因素，例如售賣土地
等；加上香港人口不斷老化，使稅基不
斷收窄，政府稅收不穩的情況於近年亦
日益明顯。
同時，政府近年在扶貧工作上投放了

更多的資源，而人口老化對醫療等服務
的需求增加，令香港的財政面對更多的
挑戰。
特區政府若加重稅項或擴大稅基，則

可能會導致民怨沸騰：反之，政府可能
入不敷支，影響整體社會的發展。
政治：對社會公義觀點各異
不同人士對社會公義有不同的觀念，

這成為維持或改善香港居民生活素質的
一個障礙。如部分香港市民贊成改善居
住問題是維護社會公義，但某些市民以

保育為理由，阻止土地的開發。又如中
產人士交稅最多，所享的福利卻最少，
對政府施政深感不滿，並認為政府的資
源應投放在教育、基建及醫療這些資源
及服務上，令中產階層受惠。
由於不同的市民對社會公義有不同觀

點，有些市民認為應該優先考慮保障基
層市民的生活，有些市民反而無法受惠
而感到不公平，這些不同的觀點令政府
在施政上難以取捨。
社會：凝聚力不足
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某一階

層只顧自己的利益，社會便會出現分
化。近年，香港社會充滿怨氣和戾氣，
人們的工作動力與生產力亦會受到情緒
所影響而下降。
另一方面，雖然不同的政黨及市民對

政治有不同的意見和訴求是可以理解
的，但政治紛爭愈演愈烈，對政治氣氛
造成影響，嚴重的更會造成政治動盪，
令生活素質下降。
可見，香港社會缺乏凝聚力是維持或

改善香港居民生活素質的其中一個障
礙。社會凝聚力是衡量社會和諧與各階
層之間關係的重要概念，若社會和諧，
市民安居樂業，對政府的管治表現滿意
的話，社會凝聚力則上升。
科技：低技術勞動力遭淘汰
高新科技的引入改變勞動力結構，一

些缺乏高新科技的勞動力，因為經濟結
構轉型而失業。而一些較為貧窮的人
士，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接觸和學習
科技的機會較少，故此訊息不大靈通，
亦難以符合一些需要應用資訊科技的工
作要求，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
由於貧窮問題在上一代沒有得到紓

緩，阻礙貧窮人士在社會上的合理發
展，出現跨代貧窮的問題。

參 考 答 案

模 擬 試 題
資料A
是次研究是為了了解香

港、上海和新加坡的人對
當地生活素質的主觀想
法。報告涵蓋教育和房屋
等多個議題。
研究結果顯示，香港的

受訪者比新加坡和上海，
更不滿意目前的整體生
活。相比5年前的調查，
香港在整體生活評分比較
悲觀，而上海則比較樂
觀，新加坡則相若。

資料B
對本港受訪者而言，其
居住地不適合兒童成長及
退休人士居住，不論哪個
年齡組別均認為生活質素
變差，而且愈年輕的受訪
者，愈認為生活指數下
跌。在18歲至29歲的組
別，有近八成人認為轉
差。
總體而言，只有不足一

成人認為香港變得宜居，
逾七成人認為變差。

資料C
調查發現，買樓
「上車」近年成為不
少人的焦點，調查發
現，住屋問題是港人
最關注，其次是教
育。
香港受訪者不論各

行各業，除了退休人
士，均希望政府可以
優先處理房屋問題，
而退休人士則希望優
先處理醫療問題。

想 一 想
(a) 參考資料A及資料B，描

述調查報告的兩個趨勢。
（4分）

(b) 參考資料C及就你所知，
指出及說明生活素質的3
個層面。 （6分）

(c) 參考以上資料C及就你所
知，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
生活素質會遇到什麼障
礙？ （10分）

滿意度數據化 找「最大差」
香港城市排名反映香港的綜合實力，身
為國際城市的香港，自然會留意自身在世
界各領域上的排名。
今年6月發表的「亞洲福祉指標研究報

告」中，以香港、上海和新加坡3個城市作
為研究對象，調查居民對於環境、房屋、
教育和管治等各個範疇的想法。現在與同
學分享其中一些特別的調查數據。

用框架析「生活質素」
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上海為7.4分，新加

坡為7.1分，香港則為5.8分（以10分為滿

分）。通識科分析數據時，同學除了要留
意排名外，還可留意分數之間的差距。香
港與上海之間的差距為1.6分。這個差距並
不小，因為上海與新加坡之間只差0.3分。
雖然香港的分數合格，但絕非理想。生活
的滿意度關乎很多因素，就通識的框架，可
以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有
關因素，影響着居民的生活質素。
同學作答時宜加入馬斯洛的需求階梯作

闡述。香港居民是否已滿足底層需要？是
否追求更高層次、非物質層面的滿足呢？
另一項有關小孩子成長的調查也很值得

提出。有66%的人認為香港並不是孩子理
想的成長地方，但上海只有16%，新加坡
則有13%。如果通識卷出數據題和圖表
題，同學答卷時要描述情況和引用數據支
持。這時，同學可以選取差距最大的項目
（或最小的項目）作為舉例。這樣數據才
可能會有較高的代表性及討論價值。

多發問多思考多閱報
回到這項調查結果，同學除了可從上述
五個層面討論原因外，還可思考以下問
題：

．與「贏在起跑線」的社會氛圍有關嗎？
．與教育制度、政策有關嗎？
．與香港的發展前景、就業前景有關嗎？
最後，有42%香港人表示假如能夠自由

選擇，他們會遷離香港，而上海和新加坡
分別是17%及20%。
調查報告的結果，有着反映地方問題、

人民信心及作前景預測的重要功用。同學
即使無空餘時間閱畢報告，也可粗略閱讀
或看報章分析，將有助同學快速掌握香港
現況。 ■劉穎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四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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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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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公佈了有關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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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結果顯示部分市

民認為本港生活質素

下跌，在某些特定範

疇較上海和新加坡遜

色。下文將探討港人

關注的生活議題，以

及香港生活質素轉變

的原因。

■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

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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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素質
生活素質反映居民生活

需要滿足的程度，當中包
括了人們在物質生活和非
物質生活的滿足程度生活
素質的高低之分。
這受到很多因素所影

響，如經濟、政治、環境
等客觀的生活條件和個人
生活狀況。
有關生活素質的討論便

不局限於物質的增長，而
是包含非物質生活，組織
認為快樂、自由等才是良
好生活素質的指標。
2. 生活素質主觀指標
主觀因素是指個人對生

活各層面的素質和質量的
感受和評量，即指普遍人
對生活好壞程度的衡量標
準，會受到個人的價值
觀、背景等因素影響，含
有強烈的主觀性。

概 念 鏈 接

最近有智庫機構公佈亞洲福祉指標研
究報告的結果，研究對象為香港、上海
及新加坡3個亞洲城市的市民。
研究結果顯示，有七成港人認為香港

的生活質素下跌，當中以18歲至29歲的
年輕人的比例為多，他們普遍為專業人
士和學生；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受訪者
大多數認為當地生活質素變得更好，以

60歲至65歲的人士居多。
同時，不久前的國際排名顯示，香港

的國際金融地位受到新加坡挑戰，全球
國際金融指數首次被新加坡趕上。

港國際金融地位受挑戰新 聞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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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香港人對生活滿意度遠低於上海和調查顯示香港人對生活滿意度遠低於上海和
新加坡新加坡。。圖為香港商業大廈全景圖為香港商業大廈全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住房問題是影響香港人生活滿住房問題是影響香港人生活滿
意度的因素之一意度的因素之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科技的引入將改變勞高科技的引入將改變勞
動力結構動力結構。。圖為創科局局圖為創科局局
長楊偉雄長楊偉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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