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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電話調查

電話調查: 今年4月～6月，住宅電話隨機抽樣，每人訪談約15分鐘

樣本量：1104名1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獎品: 在參與者中隨機抽取一名，獎勵一部iPad mini。

學術操守：研究設計已通過港大倫理委員會審查

有效回應率= 55.4%



受訪者特徵概覽
受訪者數量

%
(N=1104)

性別
女 653 59.1

男 451 40.9

年齡

15～24 169 15.3

25～59 564 51.1

60～69 197 17.8

≥70 160 14.5

受教育程度
大專或以上 351 31.8

中學 551 50.0

小學或以下 201 18.2

經濟活動狀
況

從事經濟活動 540 48.9

未從事經濟活動 562 51.0

居民狀態
永久居民 1086 98.4

非永久居民 18 1.6

宗教信仰
有 420 38.0

無 684 62.0

家庭月收入 <15,000 226 20.5
15,000~29,999 220 20.0

≥30,000 450 40.8

Å本頁之後所有分析結果均已按2013

年底香港居民年齡、性別加權。



調研目的

1. 為香港制訂一套助人指數（Altruism Index）;

2. 參與不同助人行為的人士有何特徵？

3. 參與助人會帶來怎樣的收穫？

4. 助人行為背後的原因。



基於：

Å文獻綜述

Å專家討論

定義“助人善行” :

以改善並非親友的其他人的福祉為目的，並且

不期待從中獲取物質回報的行為。

兩種方法來區分不同的助人善行:

ü有組織的 vs 無組織的

ü做義務服務(奉獻時間、精力) vs

捐贈(奉獻金錢、所有)

1. 助人指數 –定義



篩選出11種在香港社會有代表性的助人善行

步驟：

1. 文獻綜述，總結28種國際廣泛採用的助

人行為

2. 四位專家逐條評判。評判標準：與香港

的社會環境相關，且大多數人日常會遇

到。

3. 四位專家一致同意吻合標準的行為入選。

1. 助人指數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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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助人指數-單項指數

本報告對“是否參與某一助人行為”的定義：

Å 捐血與捐贈器官/骨髓受到嚴格的年齡與身體狀況限制，因此我們以一生人是否曾做過為衡量。

Å 其他助人行為均以過去一個月是否曾做過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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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助人指數-綜合指數



Å 93.2%的受訪者曾做過至少一種助人行
為。

Å 31.65%的受訪者參與過三種以上的助
人行為。

Å沒有受訪者曾參與過全部11種助人行
為。

1. 2014助人指數-綜合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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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World Giving Index 2013對照
香港2013 助人指數對應條目 本次調研結果

過去的一個月內曾參與有
組織性的義工服務

15%
Å 在慈善機構做義工

Å 學校或公司組織的
義務服務

17%

過去的一個月內曾參與有
組織的慈善捐款

63% Å 向慈善機構捐款 50%

過去的一個月內曾自發地
幫助陌生人

55% 
Å 直接捐款
Å 直接捐食物或衣服
Å 搭公共交通時讓座

72%

總分 44 46

World Giving Index 2013排
名

17

圖片來源: CAF, World Giving Index 2013



1.助人指數2014 –自評指數

自評助人分數（滿分7分）

Å香港人總體助人程度：4.33 (SD = 1.10)

Å自己的助人程度：5.08 (SD = 0.96)

Å相比起對香港人總體，受訪者對自己的助人程
度評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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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助人指數 –幫助對象

Å約70%受訪者願意或絕對願意幫助一般

人認識的人

Å面對不同類型人士時，願意或絕對願意

幫助的比例都遠大於不願意或絕對不願

意的。

Å不足的是，有近半數的受訪者在是否願

意幫助某些不認識的人士時，表達出猶

疑態度。

基數：全部受訪者



做過此種行為的受訪者
與其他調研結果的平

均值對照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95% C.I.

過去一個月裡做義務服務的小時數 9.69 17.60 1 150 (7.07, 12.31)
9.3 

（2009香港義務工作
調查研究）

過去一年裡做義務服務的小時數 49.11 136.91 1 1800 (33.89, 64.32) N/A

過去一個月裡慈善捐款的金額（港幣） 531.62 1,054.47 1 10,000 (440.74, 622.49) N/A

過去一年裡慈善捐款的金額（港幣） 3,875.39 9,399.32 2 60,000 (3217.37, 4533.41)
2,986

（2009市民的慈善捐
款行為意見調查。）

2. 有組織的義務工作與捐款

義務服務時數以及捐款金額



2.不同人群的有組織義務工作量（續下頁）

過去一個月內做義工的平均小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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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人群的慈善捐款額（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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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有各幫
性別差異:
Å 更多無組織的義務服務、捐贈物品.                                         更多捐血（一生人）.

年齡差異:
Å 15~24: 更多學校或公司組織的義務服務, 為他人提供情緒支援, 讓座

Å 25~59: 更多無組織的捐贈物品，捐血（一生人），簽署器官或骨髓捐贈文件（一生人）. 

受教育程度差異:
Å 受過大專或以上教育: 更多參與各種義務服務（除幫鄰居照顧有需要人士或寵物），有組織捐款，捐血（一生人），簽署器官或骨髓捐

贈文件（一生人）.

Å 受過中學教育: 更多幫鄰居照顧有需要人士或寵物

經濟活動狀態差異:
Å 從事經濟活動人士：更多有組織的捐款，捐血（一生人），簽署器官或骨髓捐贈文件（一生人）. 

Å 未從事經濟活動人士：更多幫鄰居照顧有需要人士或寵物

家庭月收入差異:
Å 3萬或以上：更多有組織的義務服務，有組織的捐款，為他人提供情緒支援，捐血（一生人），簽署器官或骨髓捐贈文件（一生人）. 

Å 1.5~3萬：更多幫助鄰居照顧有需要人士或寵物

Å 1.5萬以下：更多無組織地捐款.
註釋：本頁數據結果，除標註外，均基於過去一個月的行為做分析。本頁僅報告統計分析有顯著差異的結果



4. 助人有回報

快樂回報:
Å 96.8%的受訪者同意助人是快樂之本.
Å 50% 的受訪者同意參與義務服務可減

少他們的孤獨感.

人生回報:
Å 90.3% 的受訪者同意參與義務服務令

他們開闊見解.

社交回報:
Å 87.1% 的受訪者同意參與義務服務可

以令他們結交到新朋友.

工作回報:
Å 36.3% 的受訪者同意，參與義務服務

可有助他們獲得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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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助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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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無組織的助人行為 未參與任何無組織助人的行為

受訪者無論參與有組織或無組織的助人行為，其生活、健康、家庭、工作滿意度都較未參與者更高。

*

兩圖人口基數均為全部受訪者。顯著性指標：Note: *p<0.05, **p<0.01



5. 助人有福

3.78 3.74

4.15

3.7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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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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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無論參與義務服務或慈善捐贈，其生活、健康、家庭、工作滿意度都較未參與者更高。

**
**

兩圖人口基數均為全部受訪者。顯著性指標：Note: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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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不在日常生活中助人？
過去一年未做過任何無組織助人行為的受訪者：為何未做？
過去一年做過無組織助人行為的受訪者：為何未做更多？



7. 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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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都願意提供幫助。

基數：全部受訪者



附. 誰該為扶貧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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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受訪者認為其他各方面持分者（包括貧窮人士自身、企業、慈善組織，以及香港市民）都應
負一定責任。

基數：全部受訪者



總結
1. 2014年，香港總體助人指數47。義務服務方面，較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參與。捐贈方面，較

多人通過慈善機構參與。

2. 若以去年World Giving Index調查為參照，香港人的總體助人分數略有上升，但有組織捐
款參與率略有下降。

3. 超過90%的受訪者都曾參與至少一種助人善行，但在幫助的多樣性和受助對象的廣泛度方面
仍有進步空間。

4. 受訪者通常對自己的助人程度評價比對香港人整體的評價較高，同時對其他人是否願意幫助
自己不太確定。

5. 參與各種助人善行的受訪者相較未參與的，對生活、家庭、健康、工作都更為滿意。

6. 受訪者普遍同意助人行為能令自己在快樂感、人生見解、和交友方面有所回報。部分受訪者
亦同意助人行為有助於帶來理想的工作機會。



建議
1. 增加有公信力的助人資訊平台，順暢鏈接需求與資源，釋除雙方的疑慮，或可吸引更多人參

與助人；

2. 需鼓勵公眾進一步將幫助對象擴展到不同人群，關愛無邊界；

3. 加強相應的推廣宣傳，增加慈善組織的透明度和監督力度，澄清不同義務服務對體力、資質
的要求，或有助於吸引更多人參與有組織的助人行為；

4. 通過公共教育，令公眾了解各人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幫到他人，或有助於吸引更多人參
與有無組織的助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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