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境下的家庭生活新平衡」 

 

研究摘要 

 

新冠疫情已持續一年多，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公司和學校都紛紛推出了

「在家工作」和「在家學習」的措施，兩者都已經成為了生活的「新常態」，

兩種看似獨立的措施，卻同時影響香港的家庭。事實上，除了「在家工作」的

防疫措施外，亦多了小孩因防疫而需要在家學習。家庭幸福情況因而受到方影

響。 

 

研究方法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基於「以家為本」的信念，對家庭幸福、生活平衡、

工作與家庭界線等進行了文獻回顧，於 2021 年 2 至 3 月進行了調查，在網上

收集了共 363 名受訪者的有效問卷，藉此了解香港家庭在「新常態」下的生活

平衡情況，以及「在家工作」和「在家學習」措施對家庭幸福的影響。問卷是

基於文獻及香港近況而訂立，內容包括「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在家工作」

對家庭的影響、「在家學習」對家庭影響，以及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並進行量

性及質性的探索分析。 

 

主要研究結果 

1.「在家工作」與「在家學習」增加家庭成員相處時間 ，亦同時容易增加紛爭 

2. 家庭能靈活調整分工，家庭幸福指數越高 

3. 工作/學習與家庭生活時間分配越清晰，家庭幸福指數越高 

4. 社會資源與家庭幸福指數有顯著正向關係 

5. 工作彈性提升與工作效率提升有顯著正向關係 

 



 

 

 

 

建議 

以下建議，除了對家庭的建議，亦是專業人士為家庭狀況評估時的一個方向： 

1. 靈活家庭分工：在面對紛亂時保持靈活變通，一家人互相補位，在調整家庭

事務上取得共識 

2. 健康溝通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溝通模式，例如聆聽家人心事，增強

家庭的凝聚力 

3. 清晰生活界線：訂立每天工作/學習的時數，令工作/學習與家庭生活的時段

清晰 

4. 提升社會資源：強化社交圏子，適時向外，如社福機構尋求幫助和善用資源 

5. 提升工作彈性：部份工作容許家庭友善政策，例如員工彈性上班，員工可善

用相關政策，而僱主亦可考慮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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