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香港市民的個人經濟狀況調查（2020 年 3 月）」 
 

市民飲食、購物開支淨值續下滑  

醫療保健開支淨值逆市上升 

 
為了解香港市民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對香港

經濟環境的看法，香港研究協會就此於 2 月 19 日

至 3 月 11 日展開全港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

訪問了 1079 名 18 歲或以上市民。調查亦會與過往

同類型調查結果作比較，以進一步追蹤民意變化。

調查結果顯示： 

1. 近九成市民認為香港經濟狀況變差 近

八成看淡未來半年經濟 

與半年前比較，近九成受訪者認為現時經濟狀

況「變差」（89%，+15%），比例創 2017 年有紀錄以

來新高。 

至於對未來半年香港的經濟展望，表示「悲觀」

的比例升至七成八（+8%），再創新高。以上結果顯

示市民對本港經濟現狀以至前景越趨負面，相信受

新型肺炎疫情所拖累。 

2. 近六成市民每月平均總收入較半年前

減少 

當問及受訪者每月平均總收入（包括薪金、投

資回報等）的變化時，有近六成受訪者表示較半年

前「減少」（59%，+15%），比例創新高；而表示「保

持穩定」的佔兩成七，「增加」的則佔百分之七。若

進一步從受訪者自稱的社會階層作交叉分析，結果

顯示各個社會階層皆有五成或以上受訪者表示近

半年收入減少，顯示收入下跌屬跨階層現象。當中

收入減少比例最高的社會階層是「下層」（67%），

反映在經濟轉差時，基層市民的抵禦能力最為脆弱。 

另外，分別有五成及五成半受訪者表示其「生

活水平」和「家庭財政」較半年前「變差」，比例同

創新高，而表示「保持穩定」的比例分別佔三成八

及三成半，表示「變好」的則各佔不足一成。 

3. 飲食、購物開支淨值續下滑 醫療保健

開支淨值逆市上升 

調查亦問及市民不同方面開支的變化，經整理

為淨值計算後，結果顯示受訪者在「飲食」（負 36%，

-29%）及「服裝、煙酒或生活用品等方面的購物」

（負 47%，-14%）的開支淨值呈顯著跌幅。前者跌

幅最為明顯，後者則錄得三連跌。結果反映在日益

悲觀的經濟預期下，不少市民傾向在以上兩方面縮

減開支，零售業及餐飲業的經營相信會持續受壓。

各項開支中，「醫療保健」是唯一淨值錄得增長的開

支項目，相信與新型肺炎疫情日趨嚴峻，不少市民

增加採購防疫物資有關。 

4. 結語 

在環球經濟下行、修例風波及新型肺炎疫情三

重打擊下，香港經濟面臨重大挑戰。香港研究協會

負責人呼籲政府，盡快落實早前公佈的利民紓困措

施，務求盡快協助有需要人士或企業渡過難關。同

時，政府亦應密切監察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及早

制定經濟危機的應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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