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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2016年: 59.2% -> 2066年: 49.6% 

 
• 人口老化 
• 主要工作年齡人口(25歲至59歲人口)比例下降 

 
 

長者佔勞動人口的比例在整個推算期內會持續上升 
推算會有更多長者投身勞動市場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月刊專題文章<<2017年至2066年香港勞動人口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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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6號報告書>> (2018) 



考慮因素 百分比 (%) 

彈性/方便的工作時間 63.6 

優厚/合理薪金 38.9 

工作地點接近居所 37.3 

簡單/輕鬆/安全的工作 28.2 

工作地點交通方便 24.6 

有人協助照顧家中兒童 17.5 

長者考慮投入工作的因素 

資料來源:<<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6號報告書>> (2018) 



推動長者就業的效益：人盡其才 

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知識 
工作態度積極 

與客戶及工作夥伴有一定聯繫 
可協助培訓新人 

成熟穩定，流失率低 



持續工作的好處 
• 有生活目標 

• 協助投入社會 

• 職場環境和相關社交因素可減慢55歲或以上就業者認知能力退化 

• 減慢在職長者體能退化 

 
非自願退休的負面影響 
• 失去自我角色 

• 失去社會網絡 

• 抑鬱﹑焦慮﹑睡眠與食慾改變﹑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變差 

• 生理不適 

推動長者就業的效益：長者健康 

資料來源: <<世衛全球健康與老年化報告>> 



釋放勞動人口： 
2016年   勞動人口:  362萬 

2066年    預期勞動人口:  313萬 
 

維持長者健康  紓緩政府整體醫療、福利開支的壓力 

 

 

幫補長者生計 

 

紓緩貧窮 

2016年在職長者貧窮率: 8.2% 

         非在職長者貧窮率: 34.1% 

推動長者就業的效益：紓緩貧窮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月刊專題文章<<2017年至2066年香港勞動人口推算>> 



中高齡就業計劃 
• 在職培訓津貼 ﹑留任津貼 

• 就業中心設有特別櫃台 

• 就業諮詢服務 

• 年長求職人士專題網頁 

• 中高齡就業招聘會 

• 推廣友善對待年長人士的僱傭措施 

 

鼓勵長者就業措施 



建立年長人士友善職場 

鼓勵長者就業措施 

彈性工作安排 

重視年長僱員的知識﹑經驗和技能 

給予培訓及再培訓機會 

了解年長僱員身體情況作適當配合 



延長僱員退休年齡 
• 新加坡政府推出”Tripartite Guidelines” 為僱主重聘僱員訂定指引 

 

漸進式退休 
• 已屆退休年齡者可選擇減少上班時數及日數 

• 延遲退休的僱員的薪資遞減補助金 

 
政府補貼勞保保費差額 
 
提供稅務優惠鼓勵聘用年長僱員 

鼓勵長者就業措施 



 

• 《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 
   必須續聘或重聘有關僱員至65歲 

 
• 由銀髮人力資源中心安排臨時工作 

 
• 為協助長者就業而重新設計工作間

的企業，可獲資助至最多一千萬日
元 (約HK$70萬) 

• 《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 
    必須安排重聘有關僱員至67歲 

 
• 減低僱主對年長僱員的公積金供款 

 
• 為協助長者就業而重新設計工作間

的企業，可獲發最高 SG$30萬 
(HK$169萬) 

首爾成立了「人生二次收成
支援中心」 
向長者提供長者創業支援等 

鄰近國家推動長者就業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