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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10年增48萬 人口趨老化

整筆撥款津助制 社署：可優化不推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衛生署第二次人口健康調查發

現，50%年齡介乎15歲至84歲的受訪港人屬超重或肥胖，肥胖人

口推算由2003年的225萬增至2014年的297萬；高膽固醇人口推

算180萬增至290萬，10年間爆增100萬人。衛生署署長陳漢儀

表示，情況令人擔心，不加改善及受人口老化因素影響，料未來

10年，每千名30歲至74歲的人士，就有106名患上心血管疾病，

對醫療系統造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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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長工時
「領先」全球，而標準工時亦討論多時。統
計處昨日公佈《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結
果》，指全港343萬名僱員中，接近三成人
每周工時在50小時或以上；當中逾一成人
（即38.2萬人）工時更在60小時或以上。另
外，女性僱員的工時則較男性為低。
報告指出，近半工作人口每周通常工作40

小時至49小時，而每周通常工作時數的中位
數為45小時。打工仔中最多人工時為40小時
至44小時，佔整體29.2%，其次為45小時至
49小時（19.6%）。不過，共有27.5%僱員每
周需工作50小時或以上。當中，6.8萬人工時
高達70小時至74小時（2%）；而工時高於
75小時者亦有3.2萬人（0.9%）。

服務業工時中位數最高
另外，以行業分類計算，以雜項社會及個

人服務，以及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工時中位
數冠絕全港，工時分別為54小時及49小時。
而前者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工作時數中位
數降至44小時。而30多萬的住宿及膳食從業
員當中，逾6成人每周工作45小時以上；更
有四分一人（25.9%）工作達60小時或以
上。其次建造、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
務業從業員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5小時。相
反，資訊及通訊業的打工仔每周工時中位數

為40小時，為全港最低。
以職業分類，非技術工人的每周通常工作時數中位

數為49小時，在職業類別中排行最高；其次為任職服
務工作及銷售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的工
時中位數為48小時。而任職經理及行政級人員的每周
通常工作時數中位數為44小時，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
人員的每周通常工作時數中位數均為 43 小時。

女性每周工時較男性低
報告又指出，按性別分析，女性的每周通常工作時

數中位數為44小時，較男性的45小時為低。撇除外
籍家庭傭工，女性每周通常工作時數的中位數為43
小時，而每周通常工作60小時或以上的女性工作人
口比例為7.7%，男性則為13.9%。

林鄭見陳吉寧商京港互補

2016年住戶居所
樓面面積中位數
房屋類型

公營租住房屋

資助自置居所房屋

私人永久性房屋

非住宅用房屋

臨時房屋

總計

資料來源：《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
結果》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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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站消息，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昨日在辦內會見來港出席「第二十一屆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的北京市代市
長陳吉寧一行。
王志民對陳吉寧一行的到來表示歡迎，並感謝

北京長期以來對香港和中聯辦工作的支持。陳吉

寧介紹了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京港合作機制及
經貿合作情況。
雙方還就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進一步深化京

港兩地青年、文化、經貿、科技等領域合作進行
了交流。
仇鴻副主任參加會見活動。

王志民會見陳吉寧一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禮賓府與北京市代市長陳吉寧（左）會
面。

■王志民、仇鴻等與陳吉寧一行合影。 中聯辦網站圖片

港變「肥之都」半數人超重
高膽固醇者10年增百萬 飲酒增食菜少鹽太多

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結果
30歲至74歲未來10年患上心血管疾病風險水平推算

年齡

30歲至44歲

45歲至54歲

55歲至64歲

65歲至74歲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2014-15年度人口健康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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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在
禮賓府與北京市代市長陳吉寧
會面。林鄭月娥表示，京港關
係密切，兩地多年來在政府、
企業、教育界、民間組織等層
面都有廣泛合作。香港是國際
金融、貿易及航運中心，在專
業服務、創新及科技和創意產
業均具有優勢，而北京是政
治、文化、國際交往及科技創
新中心，她相信兩地可以發揮
各自強項，優勢互補，共創雙
贏。
林鄭月娥歡迎陳吉寧上任以
來首次率團訪港，亦感謝北京
市政府的鼎力支持，讓特區政
府月前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大
型成就展，和一系列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的活動，得以
順利舉行。

她期望，京港兩地在創新及
科技、創意產業、城市管理、
青年發展及教育等範疇加強交
流和合作，並繼續得到北京市

政府的支持，落實中央政府相
關部門推行的各項便利港人在
內地學習、就業和生活的措
施。

衛生署在2003至2004年期間，進行
首次人口健康調查，並於在2014

年12月起進行第二次調查。該次調查
主要分為住戶問卷及身體檢查兩部分，
前者共訪問 5,435 個家庭住戶及其
12,022 名 15 歲或以上成員；後者為
2,347名15歲至84歲的受訪者進行身體
檢查，整合有關數據後及對比2003年
的調查得出結果。

近六成患一種或以上高血壓
調查發現，除了50%受訪港人是超
重或肥胖外，有27.7%受訪者有高血
壓，8.4%有糖尿病，49.5%有高膽固醇
血症，值得留意是59.2%的受訪者患上
一種或以上的高血壓、糖尿病或高膽
固醇血症等慢性疾病，當中45歲至84
歲的比率高達78.9%至89.3%。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指，對比兩次的

調查發現，高膽固醇血症的年齡標準
比率由 35.3%增至 42.1%，顯示情況
更為普遍。相比10年前，糖尿病人口
推算由32.3萬人增至的49.7萬人，高
血壓由152.7萬人增至164.8萬人，高
膽固醇血症由 180 萬人增至 290 萬
人。

30歲至74歲 10.6%人患心血管病
她續指，調查發現港人飲酒在10年

間變得普遍，由33.3%增至61.4%；蔬
果進食仍是不達標，平均每日食用2.3
份蔬果，較世衛建議每日食用至少5份
蔬果少；鹽攝取量每日攝取8.8克，較
世衛建議每日攝取少於5克為高。
至於是次調查亦採用Framingham風

險模型，以預測心血管疾病，包括冠狀
動脈心臟病、中風、周邊動脈血管疾病
和心臟衰竭等風險。結果顯示，年齡介

乎30歲至74歲的人士，未來10年內患
上心血管疾病的平均風險為10.6%，即
每千名30歲至74歲的人士，就有106
名患上心血管疾病。
陳漢儀表示，患上糖尿病、高血壓、

高膽固醇血症等慢性病與不健康的生活
習慣關係密切，只要透過健康飲食，增
加體能活動，不吸煙和不飲酒，便可預

防約80%的心臟病、中風和二型糖尿
病，及40%的癌症個案。
她補充，調查結果顯示有吸煙習慣人

士比率由16.3%下降至14.8%，情況有
所改善，強調相關工作絕不會鬆懈，衛
生署會繼續致力控煙，並於今年稍後推
出新計劃「戒煙服務公私營協作先導計
劃」，以進一步加強控煙。

■衛生署第二次人口健康調查發現，肥胖人口推算由2003年
的225萬增至2014年的297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肥人激增，會增加醫療系統負擔。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福界
批評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令社工淪為「跑
數」機器，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
專責小組昨午召開首次會議。據了解，
社署提出7大修訂範圍，包括：資助服
務指標、人力編制、透明度問責及薪酬
架構等。不過，業界引述社署指，署方
討論的前設是制度不能推倒重來。
據悉，首次會議由社署提出整筆撥款
津助制度的修改範圍，收集業界意見，
並未達成具體共識。有出席會議人士
指，署方態度以優化制度為主，並無推
翻的意慾，對此感到失望。他認為，沒

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僅屬小修小補。

業界盼擴大檢討範圍
他指，席間不少業界關注人手機制、

薪酬結構、撥款基準及服務投標等問題
根源。他表示，業界現階段傾向擴大檢
討範圍，各代表在12月初就修訂的範圍
提出意見。他又引述署方指，下次會議
將提供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推行17年來的
成效、對社會問題及業界的影響。
有份出席會議的社福界人士表示，小

組訂下工作範疇後兩年呈交報告。他引
述社署署長葉文娟表示，初步希望訂下

討論及檢討範圍，暫時不想討論其他撥
款制度，不容許整個制度推翻。
他對此感到非常遺憾，指該制度令業

界人手流失，影響工作士氣和服務質
素，促請檢視制度的優劣之處，並考慮
讓機構自行選擇適合的撥款制度。他要
求探討同時引入傳統的實報實銷制度的
可行性。

社福機構抗議 堅拒小修小補
另外，多個社福機構及服務使用者趁

會議前，到灣仔胡忠大廈抗議，要求徹
底改革整筆撥款制度。團體舉起「不要

小修小補，我要徹底改革」及「福利規
劃政府有責」的標語。團體指，整筆撥
款制度令業界的人手流失，員工士氣低
落，拉低服務質素。
團體續指，在制度下部分大機構肥上

瘦下，又以早前被爆出財政估算嚴重錯
誤的鄰舍輔導會為例，部分短期服務須
提早結束，影響使用者，認為整筆撥款
制度須徹底改革。他們促請政府不要有
預設立場，並計劃稍後成立「民間整筆
撥款檢討工作小組」，監察社署整筆撥
款檢討工作小組的工作。
社署發言人指，會議初步討論了檢討

的範疇，專責小組成員會繼續提出意
見，並進一步討論檢討的範疇，亦會適
時廣泛聽取持份者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政府
統計處昨日出版《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主要結果》，當中包括家庭住戶居所樓
面面積、閱讀與書寫語言能力及每周通
常工作時數3個新項目的統計數據。在
居所樓面面積方面，本港家庭住戶所居
樓面面積中位數為40平方米，惟公屋住
戶的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只有33平方
米，比私人房屋家庭住戶少達14平方
米。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涉及的主題包括
本港人口、住戶、教育、經濟及房屋等
各方面，政府統計處於本年2月已公佈
統計的簡要結果，其中主要數據包括去
年全港總人口有734萬人，較10年前增
加48萬人。人口年齡中位數由10年前
的39.6歲上升至去年的43.4歲，反映本
港人口老化趨勢。
涉及房屋方面的統計，於過去10年

間，家庭住戶數目由223萬個增加至251
萬個，增幅為13%。隨着住戶結構改
變，平均每戶人數在同期由3.0人下降
至2.8人，即每伙單位內的住戶人數減
少，家庭住戶數目的增長亦比人口增長
快。
隨着人口老化和獨身趨勢更為普

遍，一人住戶的比例由 17%上升至
18%。另外因生育率偏低，只由夫婦
組成的二人住戶比例，由14%上升至
15%。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為2.5
萬元，較10年前上升45%。
居所樓面面積是2016年中期人口統

計增設的數據項目。統計顯示，去年
有82.2%的家庭住戶佔用的居所面積
為 20平方米至少於 70平方米。在佔
用面積為 20平方米至少於 40平方米
的住戶中，53.5%居於公營租住房
屋。在佔用面積為40平方米至少於70

平方米的住戶中，60.1%居於私人永
久性房屋。

公屋家庭居所面積最小
按房屋類型分析，居於公屋家庭住戶

的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最小，只得33平
方米，居於私人房屋家庭住戶的居所樓
面面積中位數最大，有47平方米（見
表）。
統計報告指，人均居所樓面面積是量

度居住條件的有用指標之一。去年家庭
住戶的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為15平
方米。中位數隨住戶人數增加而下降，
由一人住戶的32平方米下降至有6名成
員或以上住戶的9平方米。按房屋類型
分析，私人房屋及非住宅用房屋的人均
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最大，有約18平方
米。
有關人口閱讀及書寫語言能力統計亦

屬新數據。統計顯示，去年有89.4%的5
歲及以上人口能閱讀中文，68.2%能閱
讀英文；87.1%的5歲及以上人口能書寫
中文，而66%能書寫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