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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 .1  

香港的兼職就業情況  

近年香港兼職僱員人數 ( 1 )佔所有僱員人數的比例大致保持平穩。儘管如此，二

零一二年的相關比例為 7.1%，遠高於一九九七年的 3.7%。按實際數字計算，

兼 職 僱 員 人 數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零 一 二 年 期 間 上 升 超 過 一 倍 (116%) ， 至

215 700 人，即平均每年增長達 5.3%。相比之下，所有僱員人數平均每年增幅

則只有 0.8%。  

部分員工從事兼職工作，原因是公司業務不振，又或難以覓得全職工作，故此

只好在非自願情況下減少工作時數（即就業不足），這情況在本地經濟疲弱時

尤甚。從圖  1 可見，香港經歷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年亞洲金融風暴、二零零

二至二零零三年經濟低迷，以及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年全球金融海嘯後，經濟

受到嚴重打擊，就業不足人數因而有所增加。當勞工市場情況改善，非自願兼

職員工的人數便隨之減少。事實上，勞工市場在二零一二年偏緊，有關數字更

跌至 50 700 人，是自一九九七年以來的最低水平。  

圖 1：自願兼職僱員的人數及比例多年來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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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

 
料來源 ：政府 統計處 綜合 住戶統計 調查。  資

相比之下，自願兼職員工的人數大致呈明顯的上升趨勢，佔所有僱員人數的百

分比亦由一九九七年的 2.4%躍升至二零一二年的 5.5%。從以上觀察所得，除

周期性因素外，或許也有一些結構上的轉變，導致香港的兼職就業情況在一九

九七至二零一二年期間更趨普遍。  
 
 

_________________ 
(1)  兼職僱員指在統計前七天內並非因休假而工作少於 35 小時的人士。本專題內所有勞工

統計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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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從僱主的角度來看，提供兼職職位可讓他們因應經濟及市場狀況的變化，更靈

活地安排工作，以配合營運需要。二零一二年與一九九七年比較，各行各業自

願兼職員工所佔的百分比都有所上升 (圖  2)，特別是零售業、餐飲服務活動業

和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一些以往主要聘用全職員工的行業，例如金

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自願兼職僱員人數佔所有僱員人數的比

例在一九九七年只有約 1%，但在二零一二年已急升至 3.7%左右。屬自願兼職

性質的較高技術階層職位也有所增加，亦可反映上述情況。然而，在二零一二

年仍有超過八成的自願兼職職位來自較低技術階層，情況與一九九七年相若。  

圖 2：各行業及不同技術階層聘用兼職僱員的情況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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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九九七 年的統 計數字 是按 「香港標 準行業 分類 1 .1 版 」編製， 而二零 一二年 的統 計數字

則根據「 香港標 準行業 分 類 2 .0 版」編製 。上圖 的行 業是盡可 能根據 兩個版 本最 相近的行

業分類作 出選取 。  

資料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此外，較多聘用兼職員工的行業，例如零售業和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

業，十多年來的人力需求大幅增加。在一九九七至二零一二年期間，這兩個行

業的僱員人數分別錄得 40%及 19%的強勁增幅，因而為兼職僱員人數在期內

劇增提供了額外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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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除了兼職職位空缺愈來愈多外，屬意從事兼職工作的求職者也與日俱增。按自

願從事兼職工作的原因分析 (圖  3)，不論在一九九七年或二零一二年，大部分

僱員都表示因家務繁忙而自願從事兼職工作。在一九九七年，這類僱員之中約

有 89%是正值工作年齡（ 25 至 54 歲）的已婚婦女。她們希望在履行家庭責任

之餘，能覓得受薪工作，以幫補家計或與社會保持聯繫。在二零一二年，只有

68%表示相同原因的回應者屬上述年齡、性別及婚姻狀況的組別，另外 18%是

55 歲及以上的女性。由此可見，在過去十多年來，一般以女性佔多數的自願

兼職勞動力亦已漸趨年長。  

圖 3：一九九七年及二零一二年  
僱員自願從事兼職工作（即無暇工作較長時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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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 )  大 概 由 於 某 些 工 種 （ 例 如 飛 行 員 及 機 艙 服 務 員 ） 的 性 質 特 殊 ， 有 關 僱 員 儘 管 在 統 計 前 七

天內工作 少於 3 5  小時， 但 仍表示從 事全職 工作。  
 由於進位 關係， 數字相 加未 必等於 1 0 0。  

資料來源 ：  政府統計 處綜合 住戶統 計調 查。  

 

在一九九七至二零一二年期間，較年長（ 55 歲及以上）的自願兼職僱員人數

躍升近四倍，遠高於該年齡組別同期的人口 ( 2 )增幅（約 60%），正好與上述觀

察互相 呼應 。 較年 長 組 別 佔 所有 自願 兼職員 工的比 例， 也由一 九九七 年僅

12%倍增至二零一二年的 24%。在二零一二年，這些較年長僱員當中約有一半

人士表示，「長期患病、殘疾、年老或半退休」是他們不從事較長時間工作的

原因。  

收入前景較佳和就業機會充足，相信都可能吸引較年長人士投入勞工市場並從

事兼職工作。這情況從近年勞工市場偏緊，以及二零一一年五月實施法定最低

工資後亦可見。舉例來說，在二零零八至二零一零年期間，只有約 1.5%的較

年長人士自願從事兼職工作。有關比例在二零一一年升至 1.8%，並在二零一

二年進一步升至 2.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較年長的自願兼職員工當

中，有明顯較大比例表示由於沒有財政需要，因而不願意工作較長時間（在二

零一二年佔 10%，在一九九七年則佔 3%）。對於這類較年長員工而言，以兼

職性質工作顯然是他們繼續積極投入社會的方法之一。  
_________________ 

(2)  人口指全港陸上非住院人口，並不包括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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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5.1(續 ) 

與此同時，由於升學途徑愈來愈多，青少年（ 15 至 24 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由一九九七年的 47.5%跌至二零一二年的 35.9%，但是在學青少年卻有更多機

會從事兼職工作，為長遠的事業發展鋪路。在二零一二年 15 至 24 歲的僱員當

中，有 12%自願從事兼職工作，較一九九七年的 2%大幅上升。表示因忙於學

業而自願從事兼職工作的青少年僱員比例，亦由一九九七年的 46%顯著上升

至二零一二年的 78%，可見青少年在學業與事業方面作雙軌發展的情況日趨

普遍。  

總括而言，兼職就業多年來顯著增加，正正反映市場因應經濟及社會情況變化

而作出調節，以及一般人對工作的態度也有所改變。更靈活的工作安排，不僅

可讓員工在工作與其他活動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能讓他們按屬意

的模式工作。隨着人口老化，勞動人口料在五年後開始持續下跌，兼職工作機

會將繼續為不同社會階層及年齡組別的人士提供更多選擇，讓他們投入本地勞

工市場，為香港的經濟增長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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