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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主題 1：生活素質］要點研習 

 

1.  甚麼是「生活素質」？ 

 「生活素質」是包括了人們在「物質生活」和「非物質生活」的滿足程度； 

 物質生活的高低很多時會以金錢收入來衡量； 

 非物質生活的量度指標，包括快樂、自由等。 

 

2.  生活水平和生活素質的分別： 

 生活水平一般指與客觀收入水平或消費力相關的生活水準，通常與物質生活

有關。 

 生活素質主要指對生活、家庭、工作和健康等領域的滿意程度，以及對幸福

和快樂等的主觀感受。 

 

3.  物質生活和非物質生活有甚麼分別？ 

 物質生活泛指通過財富而建構的生活； 

 非物質生活泛指並非通過財富所建構的生活；文藝表演是其中一例。 

 

4.  為甚麼要衡量生活素質？ 

 了解社會現況 

 協助制定政策 

 分享學術成果 

 監察和比較 

 制定生活素質指標 

 

5.  以下是香港生活素質的五個範疇，以及其相關的指標和例子： 

範疇  相關的指標或例子 

經濟  經濟發展、經濟利益、失業率、本地生產總值（GDP）、營商環境、實質

工資 

文化  文化保育政策、文化多元性、文化承傳 

社會  社會矛盾、社會凝聚力、社會和諧度、民生、社會福利、教育機會和水

平、堅尼系數、貧富差距、醫療保健水平、平等機會 

環境  環境污染、自然環境、居住環境、建築環境、污染程度、城市規劃、運

輸網絡、基礎設施(如水電供應)、環境保育的發展、跨境污染、生活空間

政治  政府管治能力（政府表現）、政府公信力、法律制度、法治精神、人權狀

況、新聞自由 

國際  外交能力、國際競爭力、國際聲譽、大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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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維持或改善居民生活素質緩急的決定因素： 

不同人士、階層、利益群體的組合： 

 受眾數目：影響大多數市民的議題，會優先處理；如食品安全、人口老化問

題等； 

 資源多寡：基於資源有限，必須考慮如何將資源運用得宜，以保障真正有需

要的人士； 

 市民的聲音：若議題較受到社會的關注，政府會優先處理； 

 個人、群體及公眾利益的考慮：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要考慮社會的整體發展及

公眾利益。 

 

7.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生活素質的障礙： 

 缺乏可動用的資源：如果長期缺乏資源，長遠難於提高市民的生活素質。 

 科技水平低：科技水平的高或低，能夠反映一地的生活素質是否處於高的水

平；例如，香港擁有先進的交通、通訊設備，科技水平世界首屈一指。 

 缺乏社會凝聚力：社會凝聚力是指社會大眾凝聚在一起；「凝聚」包括信任、

參與、幫助、以及歸屬感。 

 區域及國際因素限制 

 經濟層面的障礙：香港屬外向型經濟體系，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例如：

受全球金融海嘯的打擊，在環環相扣的經濟體系影響下，實非一個政府

可以解決得到的，必須靠國際間的通力合作，才可維持港人的生活素

質。 

 環境層面的障礙：由於與珠三角地理相連，香港的空氣素質及水質同受

影響；要解決本港的跨境污染問題，必須加強粵港合作。 

 

8.  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生活素質的不同持份者（例子）： 

有關香港居民 

生活素質的議題 
相關持份者 

環境（如空氣污染） 
環保團體、患有呼吸道疾病人士、香港政府、商人、外地遊客、

外國員工、外國投資者、學者、議員等 

最高工時立法/ 

標準工時立法 

勞工組織、基層僱員、香港政府、中小企僱主、消費者、商界

人士、學者、議員等 

郊野公園建屋 
環保團體、地產商、議員、香港政府、愛好行山人士、學者、

劏房住戶、基層家庭等 

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 基本能力評

估研究計劃(BCA) 

香港教師、香港政府、香港家長、香港學生、學者、議員等 

垃圾徵費 
環保團體、香港政府、垃圾收集工人、垃圾收集公司東主、中

產階層家庭、基層家庭、學者、議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