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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引言 

家庭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基石，家福會關注家庭幸福的情況，於 2019 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研

究團隊開展「香港家庭幸福指數」研究項目，建構首個切合香港社會文化和信效度俱佳的「香

港家庭幸福指數」量度工具，為香港家庭、政府及不同持份者，在促進家庭幸福方面提供重要

的參考。 

 

本研究借鑒並適當調整 2018 年香港家庭影響評估（Family Impact Assessment）研究對於

「家庭」所作的定義，將其概念化為：家庭由兩人或以上組成（通常源於血緣、婚姻或領養），

彼此間的關係存在情感支持和照顧的功能，而關係的維持是基於承諾和責任，且沒有預設時限。

在電話調查的部分，使用的操作定義納入「同住家人」此項條件。 

 

家庭幸福指數建構 

主體調查採用與預試調查相同的框架和方式進行抽樣，於 2019 年 7月至 8 月期間進行，共成

功訪問 2,008 位人士，固網電話與手提電話調查的回應率各為 41.0%和 42.4%。問卷的信度

和效度檢測是基於對 1,343 個有完整數據的樣本所作的分析。這 1,343 個受訪者中，通過固網

電話和手提電話接觸的各有 676 和 667 位。進行數據分析時，按個人在雙重框架電話號碼取

樣中的受訪機率，以及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比例對數據作出權重調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

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之後，確認的指標架構由 26 條題目組成（移除了兩條關於家庭與信息技

術運用和一條關於家庭前景的問題）。指標架構也因應分析結果而進行重組和再命名。 

 

最後得出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數由以下六個範疇組成：（1）家庭團結，（2）家庭資源，（3）家庭

健康，（4）社會連繫，（5）社會資源，和（6）生活平衡。整體指數（Cronbach’s alpha = 

0.904）和各範疇的信度都令人滿意。 

 

家庭幸福指數由 0 至 10，分數愈高代表家庭幸福水平愈高，其計算方式是各範疇得分與其權

重相乘的總和，而各範疇的權重是通過數據分析和專家意見而得出，其中家庭團結、家庭資源、

家庭健康、社會資源的權重各為 20%，社會連繫和生活平衡的權重則各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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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樣本的指數分數，研究團隊將家庭幸福水平劃分為四個層級：7.5 分或以上為「良好」，6

至<7.5 分為「一般」，5 至<6 分為「偏低」，5 分以下則屬「較差」。 

2019 年香港家庭幸福水平。 

 

家庭幸福指數得分 

整體而言，香港家庭幸福水平處於「一般」範圍（6.23 分），其中家庭團結（7.41 分）、家庭

資源（7.29 分）和家庭健康（6.99 分）達「一般」偏上水平，社會資源（5.19 分）則跌入「偏

低」範圍，而社會連繫（4.10 分）和生活平衡（4.45 分）更屬「較差」水平。 

 

家庭幸福指數屬「良好」的個案佔樣本的 10.9%，整體指數得 7.86 分，其中家庭團結（8.96

分）、家庭資源（8.84 分）和家庭健康（8.55分）得分超過 8.5，但是生活平衡（5.59 分）的

得分則落在「偏低」範圍。 

 

家庭幸福指數屬「一般」的個案佔樣本的 50.7%，整體指數得 6.67 分，其中家庭團結（7.87

分）和家庭資源（7.79分）屬「良好」，家庭健康（7.38 分）屬「一般」，社會資源（5.79 分）

屬「偏低」，而生活平衡（4.47 分）和社會連繫（4.50 分）則屬「較差」。 

 

家庭幸福指數處於「偏低」範圍的個案佔樣本的 26.4%，整體指數得 5.57 分，家庭團結、社

會資源和家庭健康（各得 6.76、6.55 和 6.64分）屬「一般」，另外三項則情況較差，包括社

會資源、生活平衡和社會連繫（各得 4.30、3.97 和 3.25 分）。 

 

家庭幸福指數跌入「較差」範圍的個案佔樣本的 12.0%，整體指數得 4.36 分。該組別所有範

疇的得分都屬「偏低」或「較差」，社會資源和社會連繫兩個範疇的得分甚至低於 3。 

 

家庭幸福水平與人口社會特徵 

整體而言，從「良好」至「較差」的四個組別，其家庭幸福指數的總得分和各範疇得分均呈下

降趨勢，只有生活平衡除外，在此範疇，除整體家庭幸福屬「良好」的組別外，其他三個組別

的得分都低於 5，然而，「較差」組別的得分略高於「偏低」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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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家庭幸福指數的因素 

性別 

兩性在整體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團結、家庭資源、生活平衡等範疇的得分，均沒有顯著的

差異。但是，男性在家庭健康範疇的分數高於女性，而女性在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範疇的得分

則遠高於男性。 

 

年齡 

年齡與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健康和社會連繫兩個範疇都呈顯著的正向關係。然而，在家庭

團結方面，中年組別的得分最高，年長組別次之，青年組別的得分則最低。其他範疇則無顯著

的年齡差異。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對整體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資源和生活平衡等範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受過高等

教育的人士，其家庭幸福指數顯著偏高。在其他範疇，包括家庭團結、家庭健康、社會連繫和

社會資源，是否受過高等教育則無顯著差異。 

 

經濟活動身分 

經濟活動身分與整體家庭幸福指數和社會資源範疇，並無顯著的關係。但是，從事經濟活動人

士在家庭團結、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等範疇的得分明顯偏高；而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在社會連

繫和生活平衡範疇的得分則相對較高。 

 

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類型亦對家庭幸福指數有所影響。整體而言，家庭結構類型相異者在家庭團結和生活

平衡範疇的得分基本相若。除此之外，居於有子女的核心家庭的人士在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

庭資源、家庭健康、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等範疇的得分，明顯高於其他家庭結構的人士；與此

相反，單親家庭組別在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資源和家庭健康上得分最低，而三代家庭、無

子女的核心家庭，則分別在社會連繫和社會資源兩個範疇上得分最低。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與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團結以外的所有範疇都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在家庭團結範

疇，中等收入的家庭得分最差，而非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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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如在過去一年發生過重大家庭變故，這對整體家庭幸福指數和幾乎所有範疇都有負面作用，但

社會連繫和生活平衡這兩個範疇除外。 

 

有特殊照顧需要的家庭成員數 

家庭中如有需要特殊照顧的成員，其數量的多少對整體家庭幸福指數，以及家庭健康和家庭資

源兩個範疇都產生負面影響，對其他範疇的影響則不顯著。 

 

迴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確認年齡、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和過去一年家庭有否發生重大變故對

家庭幸福指數有顯著的獨立影響。中年、年長、受過高等教育、家庭收入中等或偏高、過去一

年家中沒有發生重大變故人士的家庭幸福指數，顯著高於年輕、沒受過高等教育、家庭收入偏

低、過去一年家中發生重大變故的人士。 

 

討論與建議 

這是首個建構適用於華人社會文化的家庭幸福指數研究，亦是首個以嚴謹的科學測量工具探討

香港家庭幸福的研究。本研究填補了此領域的知識缺口，同時為不同持份者提供社會政策與服

務時的有益參考資料。具體而言，政府和社會服務人員可以利用家庭幸福指數此一工具和參考

本研究的結果，識別社會中較為弱勢的人群並細緻了解他們的需求，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提

供所需的服務。依據本研究的結果，社會政策和服務應特別關注那些家庭幸福指數分數跌入「偏

低」和「較差」的群組，以及單親、有成員需要特殊照顧，和過去一年曾發生重大變故的家庭。

政策制定者和前線社工可根據目標群體的家庭幸福指數，全面且系統地理解他們的狀況，從而

提供有針對性的、將保護因子和危險因子都納入考慮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