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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顯示 

港人整體生活質素回穩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生活質素研究中心公布最新的「中大香港生活質素

指數」，顯示香港人於二零一二年的整體生活質素較二零一一年稍為回升，但仍

低於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二年，香港整體的生活質素指數為 102.97，較一一年的終值 102.53

微升 0.44，反映香港整體的生活質素稍為上升（見附件 1）。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由三組分類指數，合共二十一個指標組成（見

附件 2）。指標的選擇，是基於涵蓋度、代表性、可量度性，以及對港人生活質

素的重要性等準則。三類指數分別為社會、經濟及環境分類指數。指標數值愈

高，表示該指標表現愈佳。 

 

與二零一一年相比，二零一二年的三項分類指數中，經濟分類指數繼續下

跌，社會分類指數回升，而環境分類指數則輕微下降。其中經濟分類指數跌至

自零二年（基準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見附件 3.1）。結果顯示港人於一二年的

經濟及環境狀況都比一一年更壞。 

 

二十一個指標中有七個指標比前一年為差（見附件 4）。當中，下降最顯著的
是負擔能力比率（指平均每年可負擔的物業價格），為歷年最低的紀錄，表示港人於一

二年負擔物業的能力大幅下降。實質租金指數亦是歷年最低，表示港人要面對沉重

的租金負擔。此外，新聞自由指數亦較去年為差。環境方面，本港的水質、噪

音污染及都市固體廢物循環再造的情況也較二零一一年情況為差。 

 

另外，共有十二個指標較二零一一年進步（見附件 5）。其中升幅較顯著的

有傳染病呈報比率和政府表現指數兩項，其餘指數的升幅並不顯著。至於教育

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則較前一年輕微上升（見附件 1）。 

 

在二零零三年，中大社會科學院編製了「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希望透

過這項全面及持續編製的社會指標，協助量度及監察廿一世紀香港人生活質素

的轉變，並為政策制訂者及社會大眾提供有用的參考，更藉此倡議提高香港人

的生活質素，引起社會各界對生活質素的關注。為此，中大成立生活質素研究

中心進行持續性的研究，每年公布最新指數。為了進一步對香港社會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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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有更深入掌握，今年本中心編製了「港鐵與中大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 

(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1567)，兩個生活質素指數的結果，

可以互相對照參考。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以二零零二年作為基準年，當年的數值訂定為

100。如某年的指數高於 100，表示該年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較零二年佳；如指

數小於 100，則代表該年的生活質素比零二年差；如指數同為 100，則反映該年

的生活質素，與零二年相若。 

 

有關「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的詳情，請瀏覽香港生活質素中心網頁︰

www.cuhk.edu.hk/ssc/qol。 

 

 

二零一三年九月廿十六日 

 

傳媒查詢：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香港生活質素中心主任 伍世良教授（電

話：3943 6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