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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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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 「香港銀髮經濟消費者調查」（「調查」）旨在了解香港年長消費者
在本地及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的消費模式及行為。

• 消費者委員會期望透過是次調查，提高商界對銀髮經濟的市場潛力及
年長消費者需求的認識，從而推動一個對年長消費者更友善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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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年齡介乎 60-79 歲，以香港為經常居住地的香港居民。目標受訪者

抽樣方法 是次調查參考政府統計處發表的《2021 年人口普查》（見附錄），根據年齡、性別、
居住地區、住戶每月收入及教育程度設定樣本配額。

為了進一步了解消費者的消費模式和消費能力，以下兩組受訪者皆設定了最小樣本數
作次群組分析：

目標樣本數目（n） 最終樣本數目（n）

過去 18 個月內曾在大灣區消費的年長消費者（大灣區的訪客） ≥300 687

每月個人開支（不包括住屋開支）超過 7,000港元的年長消費者（富裕年長消費者*） ≥300 375

目的 • 評估年長消費者在香港及大灣區的消費模式、開支分佈、消費態度及行為；
• 識別年長消費者的需求及其背後的驅動因素；
• 了解年長消費者對香港和大灣區消費環境的滿意程度；
• 認識年長消費者在香港和大灣區遇到的問題及消費經驗。

*「富裕年長消費者」是根據多個可靠來源的參考資料定義，包括政府統計處、滙豐銀行和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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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數據收集方法

數據收集日期

樣本數目

• 在全港 18 區進行面對面的街頭訪問。

• 每個訪問需時 20-30 分鐘。

成功完成N=1,003個訪問

2024年7月17日至8月11日

• 「富裕年長消費者」指每月消費超過7,000港元（不包括住屋開支）的年長消費者。

• 「大灣區訪客」指在過去18個月內曾到訪大灣區的人士。

• 「大灣區常客」指在過去18個月內每月最少到訪大灣區一次的人士。

• ／表示次群組的數字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明顯高於／低於總體樣本。

• 由於四捨五入的誤差，總百分比可能不等於100.0%。

• # 表示基數少於（<n=30）

閱讀本報告要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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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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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消費者的特徵
平均每月支出（本地）

7,785港元
富裕年長消費者：13,649 港元
一般年長消費者：4,284 港元

財政能力

到訪大灣區

68.5% 在過去18個月曾到訪大灣區

約3個月到訪大灣區1次
（每次消費1,742港元）

截至 2024 年的長者人口
（60-79 歲） *：

1,959,800 
（香港總人口的26 %）

*政府統計處數據

63.0% 在任何
地方擁有物業

41.5% 擁有多於1百萬
港元的個人流動資產；
 42.6% 少於 50萬港元   

其中95.9% 物業
已完成按揭供款

98.8%不需要供養子女

首三大消費類別

獨立性和積極性

同意他們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消費

零售購物
（每月2,106港元）

外出餐飲
（每月1,661港元）   

消閒娛樂
（每月1,163港元）

99%

同意他們會盡量多出外走走，不會只留在
家裡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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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大灣區的消費情況一覽表
香港 大灣區

消費支出（不包括住屋） 每月7,785 港元 每次1,742 港元
（約平均每三個月一次，
或每月 0.36 次）

首三大消費類別 零售購物（27.0%）
外出餐飲（21.3%）
消閒娛樂（14.9%）

消閒娛樂（30.4%）
外出餐飲（25.4%）
零售購物（21.2%）

消費考慮因素 價錢和優惠（79.8%）
產品／服務的質素（67.1%）
商戶聲譽／口碑（46.4%）

價錢和優惠（84.9%）
產品／服務的選擇多樣性（56.3%）
獨特的產品／服務（26.1%）

消費滿意度最高的行業（滿分 10 分） 日常交通（7.8）
醫療服務（7.6）
銀行服務（7.5）

外出餐飲（8.6）
零售購物（8.2）
消閒娛樂（8.2）

付款方式 八達通、現金、支付寶 現金、支付寶、微信支付

預期來年消費支出的改變 +1.6%
不變（68.0%）

+5.8%
不變（61.6%）

增加消費開支的原因 產品／服務有更多優惠／折扣（64.4%）
隨年齡增加，對相關產品／服務的需求
上升（54.8%）
通脹（37.0%）

產品／服務價格較低（83.9%）
產品／服務選擇越來越多（65.9%）
交通變得方便（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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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費（1）

1. 年長消費者最願意在「零售購物」
方面消費

•零售購物（27.0%）、外出餐飲（21.3%） 
及消閒娛樂（14.9%） 是首三項最大的
消費類別。 

•整體每月平均開支（不包括住屋開支）為
7,785 港元。

o在職人士：12,544港元

o富裕人士：13,649港元

o月入80,000港元以上人士：14,643港元

2. 價格仍是大多數年長消費者消費時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首三大消費考慮因素包括價錢和優惠
（79.8%）、產品／服務質素（67.1%）及
商戶聲譽／口碑（46.4%）。

•富裕的年長消費者較不關心價錢和優惠
（58.4%），他們認為產品／服務的質素
最為重要（72.8%）。

3. 大部分年長消費者都認為他們
可以獨立做出消費決定，而且生活

積極活躍

•年長消費者表示他們都能獨立決定如何
消費（99%）。

•只有少於一半的消費者（46.4%）表示
他們會為供養子女／兒孫而減少消費。

•少於半數消費者（44.9%）在購物時受
廣告影響。相反，經濟狀況較佳的消費者
在購買時較傾向受廣告驅使。

• 88.2%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外出，而不是只
留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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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消費（2）

4. 網上購物在年長消費者中仍未普及

• 在過去 18 個月內，只有一半（49.8%） 
年長消費者曾網上購物。

o較年輕和富裕的年長消費者的網上購物頻率較高。

• 約一半（51.1%）評價他們自己網上購物
體驗的滿意程度為「一般」（10分之中有
6-7分）。

• 多數受訪者擔心貨不對辦（88.3%）的問題。

• 他們較關注「辦理退款、退換貨等手續複雜」
（43.1%）、「送貨延誤」（32.0%）及
「個人資訊外洩」（30.3%）。

5. 年長消費者不太滿意在本地消費的體驗

• 大多數受訪者（87.4%） 在本地購物時遇到不同問
題，而問題主要集中在消費期間和
消費後的階段：

o消費前：誇張／失實的宣傳手法（12.9%）、產
品／服務資訊不足／不清楚（11.7%）。

o消費期間：商戶職員的態度欠佳（62.1%）。

o消費後：產品／服務質素欠佳或不符預期
（65.4%）。

• 大多數的問題與「零售購物」（86.1%）及「外出
餐飲」（82.6%）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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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消費

6. 年長消費者經常到大灣區一日遊

•受訪者（n=687，68.5%） 在過去 18 個
月內平均造訪大灣區 6.4 次。

o較年輕（60 多歲）、居住在新界的消
費者到訪次數較高。

•41.6%受訪者每 2-3 個月造訪大灣區一
次；31.9%約每 6 個月造訪一次。

o60 多歲的年輕長者族群頻率較高。

o74.1%為即日來回。

•深圳是受訪者最常到訪和消費的大灣區
城市，其次是廣州和澳門。

•受訪者大多乘搭地鐵（57.4%）前往口
岸，其次是巴士（52.4%）。

7. 年長消費者造訪大灣區的主要
目的是「外出餐飲」和「零售購物」

•受訪者前往大灣區主要是為了「外
出餐飲」（96.1%）和「零售購物」
（71.6%）。
 

•在大灣區的每次平均消費為1,742港
元，主要用於「消閒娛樂」（佔每
次消費的 30.4%）、「外出餐飲」
（25.4%）及「零售購物」
（21.2%）。

•受訪者大多從家人、親戚或朋友身
上獲得與大灣區有關的消費資訊。

o較年輕和富裕的年長消費者較多從
網上或社交媒體獲得資訊。

8. 價格低廉的產品／服務是
最吸引年長消費者的因素

•84.9%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產品／服務
的價格低廉，56.3% 認為產品／服務
選擇多。

•26.1% 認為大灣區的產品／服務富
特色，而24.3% 認為大灣區的職員
服務態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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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滿意度與期望

9. 年長消費者對大灣區的「外出餐飲」、
「零售購物」及「消閒娛樂」滿意度

相對較高
10. 年長消費者預期未來開支維持穩定

•來年的消費開支不變： 

o香港：68.0% 

o大灣區：61.6% 

•上升 10% 或以上：

o香港：7.3% 

o大灣區：32.4%

11. 商戶可採取措施，
以吸引年長消費者在本地消費

•年長消費者建議吸引他們在本地消費的方法：

o提供長者專享推廣優惠和折扣（81.3%）

o商戶提升產品／服務質素（54.0%）

原因:
• 產品／服務價格較低（83.9%）
• 有更多的消費選擇（65.9%）
• 交通變得方便（58.7%）

6.6 7.0 7.2 7.6 7.5
8.6 8.2 8.2

7.2 7.0

外出餐飲 零售購物 消閒娛樂 醫療服務 銀行

香港 大灣區

註：評分以 10 分為滿分



7.8 7.6 7.5 7.4 7.2 7.2 7.1 7.0 6.6 
香港 

大灣區

7.8 7.2 7.0 6.9 7.8 8.2 7.9 8.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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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的消費比較

年長消費者對本地首三大消費類別的評分為：「零售購物」（7.0）、「外出餐飲」（6.6） 及「消閒娛樂」（7.2），均低於大灣區。

日常交通 醫療服務 銀行服務 醫療保健產品 護理美容 消閒娛樂 旅遊觀光 零售購物 外出餐飲

平均每月本地
消費額（港元）

335港元 265港元 不適用 268港元 234港元 1,163港元 732港元 2,106港元 1,661港元

對香港及大灣區各行業的評分

註：評分以 10 分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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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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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長消費者的財務狀況



相關問題
G1：你現時的工作狀況是？
G2：你現時生活費用的主要來源是？

工作狀況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19.9 

8.2 

2.5 

2.5 

0.3 

24.5 

42.1 

全職工作

兼職工作

自僱

半退休

無酬家庭從業員

家庭工作者

已退休

生活費用來源

92.6 

84.7 

59.7 

32.9 

29.2 

5.8 

1.5 

0.6 

個人積蓄（包括強積金／公積金／年金）

股票或其他金融產品的紅利

兒孫／親人供養

工作收入

公共福利金計劃

租金收入

博彩收入

其他

• 約三分之一受訪者尚在工作。 • 個人積蓄及投資是受訪者生活費用的主要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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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作狀況及生活費用來源



相關問題
G3：你現時有沒有持有任何物業？
G4：有關物業的供款情況是如何？

擁有物業的情況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

基數：擁有物業的受訪者（N=516）

50.8 

4.0 

3.4 

4.8 

48.6 

持有香港物業

持有大灣區物業

持有香港及大灣區物業

持有其他境外物業

沒有

供款情況

95.9 

3.5 

0.6 

所有物業皆已完成供款

部分物業已完成供款

所有物業皆在供款中

• 約一半受訪者擁有香港物業；只有4%在大灣區
擁有物業。

%

• 幾乎所有擁有的物業已完成供款；財務自由度理應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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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擁有物業的情況



相關問題
G5：你現時居住的物業類型是？
G6：你的個人流動資產價值屬於以下哪個組別？

居住物業類型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基數：所有受訪者（除表示「拒絕

回答」）（N=998）
53.4 

39.4 

14.1 

46.5 

27.9 

18.5 

0.1 

公共及資助房屋

公共出租房屋（公屋）

資助出售房屋

私人房屋

私人屋苑

其他類型的私人住宅（包括獨立屋、村屋、

洋樓、唐樓等）

房協「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旗下的長者屋

個人流動資產值

58.5 

14.9 

27.7 

15.9 

30.6 

18.1 

12.4 

10.9 

少於1,000,000港元

少於100,000港元

100,000至499,999港元

500,000至999,999港元

1,000,000至3,000,000港元

1,000,000至1,999,999港元

2,000,000至2,999,999港元

3,000,000港元或以上

%

• 多於半數長者居住在公共及資助房屋；少於一半
居住在私人房屋。

• 58.5%受訪者擁有少於1百萬港元流動資產，其中 42.6%
擁有少於500,000港元流動資產；30.6% 擁有1百萬至3百萬
港元； 10.9% 擁有多於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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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居住的物業類型及個人流動資產值



相關問題
G7：你認同自己現時的財務充裕度能足以支持你現時／日後的退休生活嗎？
G8：你認為自己現時的健康狀況是如何？

現時的財務是否足以支持現時／日後的退休生活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48.6 

7.2 

41.4 

51.4 

38.0 

13.4 

非常認同 / 認同

非常認同

認同

不認同 /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

現時健康狀況

55.6 

6.2 

49.5 

33.1 

11.3 

10.8 

0.5 

好 /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 非常差

差

非常差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好／非常好。

%

• 略低於一半受訪者認為自己的財務充裕，足以應付
退休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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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務及健康狀況



相關問題 
G11：你現時需要供養子女嗎？
G12：你現時的居住狀況是？

現時的居住狀況是否需要供養子女

基數：有子女的受訪者
（N=977） 需供養1名子女 1.0%

需供養2名子女
0.2%

不需要供養子女 98.8%

50.3 

37.4 

7.2 

4.8 

0.2 

0.1 

只與配偶同住

與配偶及子女／孫兒同住

獨居

只與子女／孫兒同住

與其他親戚／朋友同住

其他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大多受訪者只與配偶同住（50.3%），或與配偶及
子女／孫兒同住（37.4%）。

• 絕大多數受訪者沒有需要供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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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財務自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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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體消費模式
2023年1月到2024年6月期間（自香港從疫情復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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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 本地錢包份額：年長消費者的每月平均開支為7,785港元（不包括住屋開支）  

• 首三大消費類別（63.3%）為：
• 外出餐飲：2,106港元
• 零售購物：1,661港元
• 消閒娛樂：1,163港元

• 較年輕（60-69 歲）、富裕及有到訪大灣區的長者在所有類別的消費都較高。
• 經濟狀況較佳的長者（有工作、擁有較多個人流動資產及個人每月收入較高者）傾向在「日常交通」、「醫療保
健產品」、「醫療服務」及「護理美容」方面花費較多。

• 到訪大灣區：由於距離較近和交通方便，年長消費者在過去18個月平均到訪大灣區6.4次。
• 較年輕（ 60 多歲）、健康狀況較佳及居住在新界的消費者到訪次數較高。

整體
年齡 居住地區 自我認知的健康狀況

60-64 65-69 70-74 75-79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非常好／好／
一般 非常差／差

1,003 366 294 222 121 180 298 525 890 113

6.4 7.5 7.3 3.5 3.2 4.1 5.1 7.9 6.6 2.2



相關問題 B2：若按消費類別劃分，過去18個月內，你在以下範疇的每月平均開支大約是多少？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總開支（不包括住房開支）

40.7

38.7 

9.1 

5.9 

5.7 

0-5,000港元

5,001-10,000港元

10,001-15,000港元

15,001-20,000港元

20,000港元以上

零售購物, 27.0%

外出餐飲, 21.3%

消閒娛樂, 14.9%

其他*, 13.1%

旅遊觀光, 9.4%

日常交通, 4.3%

醫療保健產品, 3.4%

醫療服務, 3.4% 護理美容, 3.0%

1,661港元

2,106港元

265港元

268港元

234港元

1,163港元

732港元

335港元

1,022港元

• 每月平均開支（不包括住房開支）為7,785港元，其中「零售購物」（2,106港元，27.0%）、「外出餐飲」（1,661港元，21.3%） 及
「消閒娛樂」（1,163港元，14.9%） 的開支較高。

N=375（37.2%） 消費≥7,000 港元
*其他：供養家人／親戚等家庭支出、上網、電話等
通訊費用、醫療保險、私人貸款等財務事宜、其他
方面的開支等。

每月平均消費
7,785港元

開支（按消費類別劃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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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按消費類別劃分的每月本地平均開支（不包括住房開支）



整體
年齡 到訪大灣區

60-69 70-79 是 否

基數：所有受訪者
1,003
港元

660
港元

343
港元

687
港元

316
港元

總開支（包括住房開支） 10,938 13,689 5,644 12,243 8,100

總開支（不包括住房開支） 7,785 9,621 4,253 8,643 5,921

住屋 3,153 4,068 1,391 3,600 2,179

零售購物 2,106 2,444 1,455 2,185 1,933

外出餐飲 1,661 2,011 985 1,802 1,353

消閒娛樂 1,163 1,391 726 1,352 754

其他 1,022 1,385 325 1,246 536

旅遊觀光 732 998 219 807 567

日常交通 335 456 104 390 216

醫療保健產品 268 333 142 309 179

醫療服務 265 304 189 286 219

護理美容 234 299 109 266 164

• 較年輕（60-69 歲） 以及有到訪大灣區的長者在所有消費類別中都花費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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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按消費類別劃分的每月本地平均開支—（a） 按年齡及到訪大灣區的次數分析

相關問題 B2：若按消費範疇劃分，過去18個月內，你在以下範疇的每月平均開支大約是多少？



整體

平均每月消費 個人流動資產 每月個人收入 就業狀況

富裕 非富裕
少於 1 
百萬港
元 

1 百萬至3
百萬港元 

3百萬港元
或更多

少於20,000
港元 

20,000-
49,999港元 

50,000-
79,999港元 

80,000港元
或更多 有工作 退休或

半退休 其他*

基數：所有受訪者
1,003
港元

375 628 584 305
港元

109
港元

378 336 157 132 307
港元

447
港元

249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總開支（包括住房開支） 10,938 20,252 5,376 6,981 14,660 21,118 5,623 9,918 16,972 21,577 19,565 6,573 8,138

總開支（不包括住房開支） 7,785 13,649 4,284 5,129 9,818 16,064 4,350 7,283 11,366 14,643 12,544 5,343 6,302

住屋 3,153 6,603 1,093 1,852 4,842 5,054 1,273 2,635 5,606 6,934 7,021 1,230 1,835

零售購物 2,106 2,995 1,575 1,690 2,401 3,442 1,619 2,097 2,414 3,154 2,467 1,625 2,524

外出餐飲 1,661 2,658 1,065 1,175 2,016 3,244 1,099 1,636 2,188 2,702 2,329 1,382 1,337

消閒娛樂 1,163 2,099 605 807 1,401 2,386 597 1,113 1,673 2,308 2,215 800 518

其他 1,022 2,243 293 521 1,606 2,005 297 891 1,973 2,301 2,422 367 473

旅遊觀光 732 1,538 250 326 900 2,391 256 641 1,360 1,577 1,185 499 591

日常交通 335 715 108 129 515 933 107 209 544 1,065 791 137 131

醫療保健產品 268 496 131 167 352 572 131 258 427 494 369 187 288

醫療服務 265 483 134 171 298 649 141 228 387 567 389 196 234

護理美容 234 423 121 145 330 442 103 210 399 475 378 151 206

• 經濟狀況較佳者（包括有工作、擁有較多個人流動資產及每月個人收入較高者）傾向花較多金錢在「日常交通」、「醫療保健產品」、
「醫療服務」及「護理美容」上。

*其他包括無薪家庭工作者和家庭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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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按消費類別劃分的每月本地平均開支—（b） 按財務狀況分析

相關問題 B2：若按消費範疇劃分，過去18個月內，你在以下範疇的每月平均開支大約是多少？



相關問題  B1：過去18個月內，你到訪以下地方的次數分別是多少？ 

基數：所有受訪者 

整體

年齡 居住地區 到訪大灣區

60-64 65-69 70-74 75-79 香港島 九龍 新界 是 否

1,003 366 294 222 121 180 298 525 687 316

6.4 7.5 7.3 3.5 3.2 4.1 5.1 7.9 6.4 0

1.6 1.6 1.7 1.2 1.7 1.5 1.6 1.6 1.6 1.4

1.9 2.0 1.9 1.5 1.8 2.0 1.8 1.9 1.8 2.2

大灣區

內地其他城市

其他國家／地區

• 由於距離較近及交通方便，年長消費者在過去 18 個月平均到訪大灣區6.4 次，遠高於內地其他城市（1.6 次）及其他國家／地區（1.9 次）。
• 可能是由於交通較為方便，居住在新界的受訪者前往大灣區的次數較多（7.9）。
• 沒有到過大灣區的旅客則較多到訪其他國家或地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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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過去18個月內外遊次數 —（a） 按年齡、居住地區和到訪地區分析



基數：所有受訪者 

整體

平均每月消費 個人流動資產 每月個人收入

富裕 非富裕 少於 1 百萬
港元 

1 百萬至3百
萬港元 

3百萬港元或
更多

少於20,000
港元 

20,000-
49,999港元 

50,000-
79,999港元 

80,000港元
或更多

1,003 375 628 584 305 109 378 336 157 132

6.4 6.5 6.3 5.7 7.5 6.5 6.2 6.4 7.4 5.8

1.6 1.7 1.3 1.4 1.6 2.0 1.4 1.3 1.9 1.8

1.9 2.2 1.4 1.4 1.9 2.7 1.3 1.7 2.3 2.3

大灣區

內地其他城市

其他國家／地區

• 財務狀況較佳的消費者，包括富裕的年長消費者、個人流動資產達3百萬港元或以上的消費者，以及個人每月收入超過5萬港元的消費者，
到訪其他內地城市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次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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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過去18個月內外遊次數—（b） 按財務狀況分析

相關問題  B1：過去18個月內，你到訪以下地方的次數分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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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態度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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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 首三個主要的消費考慮因素：

• 價錢和優惠（79.8%）
• 產品／服務質素（67.1%）
• 商家的聲譽／口碑（46.4%） 

整體

基數：所有受訪者（除表示「不知道」）
1,001-1,003

%
我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花費。 99.0

我在消費前會先仔細考慮自己對產品／服務的需求。 96.7

我樂意多花一點錢在我感興趣的產品／服務上。 96.3

我樂意多花一點錢在質素較佳的產品／服務上。 95.4

我會盡量多出外走走，不會只留在家裡。 88.2

我對與樂齡科技相關的產品／服務感興趣。 77.5

我樂意嘗試新的產品／服務。 76.3

為供養兒孫或為其日後生活着想，我會盡量減少自身消費。 46.4

我容易受廣告或宣傳驅使而消費。 44.9

我最近多了網上購物。 14.3

• 香港的長者傾向：
• 獨立— 自主地決定自己的花費
• 理性 — 消費前會考慮自己的需求 
• 願意多花錢在質素較佳的或感興趣的
產品／服務上

• 積極— 盡量多出外
• 對網上購物興趣不大

富裕的年長消費者較不着重價錢和優惠（58.4%），反而認為產品／
服務的質素（72.8%）最為重要。

非常同意+同意%



相關問題 C1：在購物或消費時，你主要會考慮甚麼因素？請最多選擇3個答案。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79.8 

67.1 

46.4 

27.2 

22.7 

19.7 

18.3 

4.6 

3.3 

2.7 

0.1 

產品／服務的價錢和優惠

產品／服務的質素

商家的聲譽／口碑

產品／服務的產地／來源

商戶地點／位置

商戶內產品／服務的選擇多樣性

商戶職員的服務態度

消費者保障

購物環境和設施

商戶的宣傳推廣

沒有特定因素

年齡 到訪大灣區 平均每月消費
60-69 70-79 是 否 富裕 非富裕
660
%

343
%

687
%

316
%

375
%

628
%

73.2 92.4 76.4 87.0 58.4 92.5

71.7 58.3 67.5 66.1 72.8 63.7

53.0 33.5 47.9 43.0 66.1 34.6

33.3 15.5 30.0 21.2 39.8 19.7

13.9 39.7 19.4 30.1 7.5 31.8

19.1 21.0 18.6 22.2 17.1 21.3

18.9 17.2 21.4 11.7 20.5 17.0

5.9 2.0 4.9 3.8 6.9 3.2

3.8 2.3 3.8 2.2 4.3 2.7

2.4 3.2 3.5 0.9 1.9 3.2

0.2 - 0.1 - 0.3 -

• 產品／服務的價錢和優惠（79.8%）、產品／服務質素（67.1%）及商家的聲譽／口碑（46.4%）是年長消費者購物及消費的首三個主要考慮
因素。

• 富裕的年長消費者尤其認為產品／服務質素最為重要（72.8%），而在經常到訪大灣區的長者中，有較高比例重視產品／服務選擇的
多樣性（32.1%）。

大灣區常客：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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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消費的主要考慮因素

%



相關問題 C2：你同意以下關於你自身消費態度的說法嗎？

基數：所有受訪者
（除表示「不知道」）
（N=1,001-1,003）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8.8 55.2 65.6 68.0 69.1 
41.8 43.0 

79.1 71.5 

14.3 

40.2 40.2 30.7 8.3 8.5

4.6 1.9

17.6 16.7

1.0 4.6 3.7
22.9 22.2

49.5 48.3
3.3 11.7

53.00.8 0.3

4.2 6.9

0.1

32.7

% % % % % % % % % %
99.0 95.4 96.3 76.3 77.5 46.4 44.9 96.7 88.2 14.3非常同意+同意

消費意欲 消費習慣

我可以獨立自
主地決定自己

的花費

我樂意多花一點
錢在質素較佳的
產品／服務上

我樂意多花一點
錢在我感興趣的
產品／服務上

我樂意嘗試新
的產品／服務

我對與樂齡科技
相關的產品／服
務感興趣。

為供養兒孫或
為其日後生活
着想，我會盡
量減少自身消

費

我容易受廣告
或宣傳驅使而

消費

我在消費前會
先仔細考慮自
己對產品／服
務的需求

我會盡量多出
外走走（不論
消費與否），
不會只留在家

裡

我最近多了網
上購物。

• 年長消費者傾向獨立消費（99.0%）、願意花更多金錢以換取質素較佳的產品（95.4%）及他們感興趣的產品（96.3%）。
• 與此同時，77.5%的長者對樂齡科技的產品／服務感興趣。
• 他們在購物前會考慮自己的需要（96.7%），並希望盡量出外（88.2%），顯得較為理性和積極。
• 然而，網上購物在年長消費者中仍未普及（只有 14.3% 同意他們較常網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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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費態度—（a） 整體情況 



整體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個人流動資產 每月個人收入

60-69 70-79 富裕 非富裕 少於 1 百萬
港元 

1 百萬至
3百萬港
元

3百萬港
元或更
多

少於20,000
港元 

20,000-
49,999港
元 

50,000-
79,999港
元 

80,000港
元或更多

基數：所有受訪者（除表示「不知道」） 1,003
%

660
%

343
%

375
%

628
%

584
%

305
%

109
%

378
%

336
%

157
%

132
%

我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花費。 99.0 99.5 98.0 99.5 98.7 98.3 100.0 100.0 97.9 99.4 100.0 100.0

我樂意多花一點錢在質素較佳的產品／服務上 95.4 98.2 90.1 99.5 93.0 92.5 99.7 99.1 91.0 97.0 98.7 100.0

我樂意多花一點錢在我感興趣的產品／服務上 96.3 98.2 92.7 100.0 94.1 94.2 99.0 100.0 92.6 97.3 100.0 100.0

我樂意嘗試新的產品／服務。 76.3 87.1 55.6 89.6 68.4 65.4 90.8 94.5 61.8 81.8 89.8 87.9

我對與樂齡科技相關的產品／服務感興趣。 77.5 78.6 75.5 81.1 75.4 74.8 83.9 74.3 71.7 77.6 87.9 81.8

為供養兒孫或為其日後生活着想，我會盡量減
少自身消費。

46.4 48.9 41.4 38.7 51.0 51.5 43.3 26.6 48.1 51.5 36.9 39.4

我容易受廣告或宣傳驅使而消費。 44.9 52.0 31.2 59.7 36.0 36.6 54.8 60.6 34.4 46.4 58.0 55.3

我在消費前會先仔細考慮自己對產品／服務的
需求。

96.7 95.9 98.2 93.9 98.4 97.3 96.4 94.5 98.4 96.1 94.3 96.2

我會盡量多出外走走（不論消費與否），不會
只留在家裡。

88.2 92.6 79.9 94.9 84.2 83.9 93.1 97.2 80.4 89.9 98.1 94.7

我最近多了網上購物。 14.3 20.3 2.6 28.8 5.6 7.9 20.0 30.3 6.6 14.0 25.5 23.5

消費意欲

消費習慣

非常同意+同意 %

• 經濟狀況較佳的年輕長者，包括富裕、擁有較高個人流動資產及每月家庭收入較高的一群，傾向在質素較佳、感興趣和新產品／服務上花更多金錢。
• 他們也嘗試盡量多出外，而不只是待在家裡，並且較常網上購物。
• 廣告或宣傳更能吸引較年輕、經濟狀況較佳的長者消費。

33

3.2 消費態度—（b） 按年齡與財務狀況分析

相關問題 C2：你同意以下關於你自身消費態度的說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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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本地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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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問題及處理方法：大部分年長消費者（87.4%）在本地購物時，於不同階段都會遇到問題：

• 消費前：誇張／失實的宣傳手法，產品／服務資訊不足／不清楚

• 消費期間：商戶職員的態度欠佳

• 消費後：產品／服務質素欠佳或不符預期

• 大多受訪者，尤其是 60-64 歲及富裕的一群，傾向與商戶當面溝通及據理力爭，而 7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受訪者則傾向不了了之。

消費趨勢：富裕（+2.1%）及沒有到過大灣區的年長消費者（+2.5%）預期未來一年在本地的消費有較高增幅，主要是因為他們預期產品／服務有更多
優惠／折扣。

付款方式：本地購物時最常使用的付款方式包括：

實體八達通（86.8%）
• 70歲或以上長者尤甚（99%）

現金（78.5%）
• 70歲或以上長者尤甚（97.5-98.6%）

虛擬付款方式（53.7%）
• 60-64歲（80.6%）及富裕（73.9%）的年長消費者尤甚

期望：在提高本地消費意欲的各項措施中，最多受訪者提及的是：

• 提供長者專享推廣優惠和折扣（70歲或以上長者尤其支持）

• 舉辦更多盛事活動，且期望改善商戶職員的服務態度（有較多富裕的長者提及）



相關問題 D2：過去18個月內，在本地消費時，你遇過甚麼問題？（多選）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12.9 

11.7 

1.3 

誇張／失實的宣傳手法

產品／服務資訊不足／

不清楚

欠缺獲取產品／服務資

訊的渠道

大部分的年長消費者（87.4%）在本地購物時，在不同階段都會遇到問題：
• 消費前：誇張／失實的宣傳手法，產品／服務資訊不足／不清楚
• 消費期間：商戶職員的態度欠佳
• 消費後：產品／服務質素欠佳或不符預期

消費前 消費期間 消費後

遇到問題：87.4% 
（平均遇到的問題數目：2.3）  從沒遇到問題：12.6%

% %
%沒到訪

大灣區:
7.9

沒到訪
大灣區:
6.0

62.1 

17.0 

8.6 

6.2 

5.6 

0.2 

商戶職員的態度欠佳

與商戶在價格上有爭議

遭受商戶不公平對待

難以與商戶職員溝通

商戶職員採取高壓式的銷售手

法

遇到環境／設施障礙

有到訪大灣
區：67.4
沒到訪大灣
區：50.6

65.4 

5.1 

1.1 

0.7 

產品／服務質素欠佳或不符預期

商戶突然結束營業

商戶沒有遵從售後服務承諾（包

括退貨／換貨／退款等）

商戶單方面終止合約／更改合約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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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地消費時遇到的問題 —（a） 以消費階段分析



相關問題 D3：以上問題涉及哪些行業？（多選）

基數：遇到消費問題的受訪者（N=877）

• 消費者遇到的問題大多與「零售購物」（86.1%）和「外出餐飲」（82.6%）有關。

86.1 

82.6 

10.5 

7.0 

6.6 

4.6 

4.4 

1.9 

0.6 

零售購物

外出餐飲

日常交通

醫療保健產品

消閒娛樂

護理美容

銀行

醫療服務

旅遊觀光

%

涉及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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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地消費時遇到的問題 —（b） 以行業分析



相關問題 D4：你如何處理上述遇到的問題？（多選）

基數：遇到消費問題的長者（N=877）

• 當年長消費者遇到消費問題時，約七成（69.3%）傾向與商戶當面溝通及據理力爭，當中以 60-64 歲（84.1%）及富裕的年長消費者（81.7%）
尤甚，而 70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則傾向不了了之（64.2%-65.0%）。

• 在年齡介乎 60-64 歲的較年輕長者（15.9%）及富裕的年長消費者（19.5%）中，有較高比例傾向上網查詢解決方法或尋求意見。

69.3 

43.7 

25.7 

9.8 

7.1 

0.6 

0.2 

親自與商戶溝通，據理力爭

不了了之

向家人、親戚或朋友求助

在網上查詢解決方式或尋求意見

向第三方機構或專業人士

從法律途徑解決

訴諸傳媒，把事情公開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33 266 183 95 375 627
% % % % % %

84.1 72.9 51.4 42.1 81.7 61.4

29.1 39.8 65.0 64.2 32.8 50.7

26.7 25.2 24.6 25.3 28.8 23.6

15.9 9.8 3.3 1.1 19.5 3.6

12.6 5.6 2.2 1.1 14.8 2.1

1.2 0.4 - - 1.5 -

0.3 0.4 -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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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處理消費問題的方法



相關問題 D5：在未來一年，你預計自己在本地實體商戶的開支會如何改變？

• 68% 的年長消費者預期未來一年在本地實體商店的消費「不會改變」。
• 富裕（+2.1%）及沒有到過大灣區的年長消費者（+2.5%）預期在本地的消費會有較高的增幅。
• 大灣區常客則預計開支輕微減少1.7%。

整體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是 否

1,002 365 294 222 121 375 627 687 315
% % % % % % % % %

7.3 7.9 7.8 6.3 5.8 11.2 4.9 6.0 10.2

19.4 27.4 17.3 11.7 14 23.2 17.1 18.9 20.3

68.0 58.1 68.7 77.5 78.5 58.7 73.5 68.4 67

2.2 2.2 2.0 2.7 1.7 2.1 2.2 2.3 1.9

3.1 4.1 4.1 1.8 - 4.5 2.2 4.2 0.6

0.1 0.3 - - - 0.3 - 0.1 -

10%-29%

 <10%

基數：所有受訪者
（除表示「沒有意
見」）（N=1,002）

平均：    +1.6%        +1.9%     +1.6%      +1.1%       +1.5%      +2.1%       +1.3%      +1.2%       +2.5%          -1.7%                                                                                                                             

大灣區常客

56
%

5.4

7.1

69.6

-

16.1

1.8

上升

下降

39

4.3 預計在本地實體商戶的開支變化

<10%

10% - 29%

30% - 49%

不會改變



相關問題 D1：過去18個月內，在本地消費時，你最常用的支付方式是甚麼？

• 實體八達通卡和現金是年長消費者在本地購物時最常使用的付款方式，在70歲或以上的年長消費者間尤其普遍。
• 較多 60-64 歲及富裕的年長消費者使用支付寶、微信支付、手機八達通、PayMe 及 Apple Pay 等虛擬支付方式。

整體

1,003
%

69

10.4

3.3

53.7

4

3.1

9.6

0.2

0.2

15.3

52

6

12.2

9.3

1.2

2.5

2.6

16.1

16.6

13

8.2

0.7

4.2

0.9

最常用

次常用

第三常用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66 294 222 121 375 628

% % % % % %

94.8 96.3 100.0 100.0 93.1 99.4

75.7 86.1 99.5 99.2 72.8 95.2

59.6 78.9 98.6 97.5 56.0 91.9

42.6 25.9 9.0 5.8 51.5 10.5

80.6 59.9 22.5 14.9 73.9 41.7

43.2 31.3 14.9 7.4 37.3 24.2

31.4 23.1 6.8 6.6 26.9 16.7

22.1 11.2 - 0.8 24.0 4.0

12.3 7.5 0.5 0.8 14.4 2.4

2.7 3.1 0.5 - 4.8 0.3

實體

實體八達通

現金

實體信用卡

虛擬

支付寶

微信支付

手機八達通

PayMe

Apple Pay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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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地消費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97.0



相關問題 D8：以下哪些措施最能增加你在香港本地消費的意欲？（最多選擇3個答案）

• 大部分年長消費者希望商戶為長者提供專享的推廣及折扣優惠（81.3%），當中以70歲或以上的年長消費者尤其支持。
• 較富裕的年長消費者建議舉辦更多盛事活動，並希望改善商戶職員的服務態度。

整體
1,001

%
81.3 

54.0 

22.7 

11.0 

9.0 

5.6 

5.1 

4.1 

5.7 

1.6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65 294 222 121 375 627
% % % % % %

72.4 79.6 93.7 90.0 67.5 89.6

61.5 55.1 45.7 44.2 57.1 52.2

26.5 24.1 16.3 19.2 29.3 18.7

13.7 14.6 5.4 4.2 15.5 8.3

16.9 7.8 1.4 1.7 17.9 3.7

6.3 5.8 5.4 3.3 8.0 4.2

4.4 5.4 5.4 5.8 6.7 4.2

2.5 3.4 6.3 6.7 2.4 5.1

9.3 4.1 3.6 2.5 10.4 2.9

2.2 2.0 0.5 0.8 2.9 0.8

提供長者專享推廣優惠和折扣

提升產品／服務素質

改善商戶職員的服務態度

產品／服務更具本地特色

引入更多內地或海外品牌

商戶出售更多樣的產品／服務

建立更舒適／對長者友善的購物環境

把更多商戶設在鄰近社區

舉辦更多盛事活動

開發更多景點

基數：所有受訪者（除表示
「不知道」）（N=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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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增加長者在香港本地消費意欲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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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大灣區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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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摘要
到訪模式： 

• 在過去 18 個月內曾到訪大灣區的人士（大灣區訪客）中，超過 40% 每 2-3 個月到訪大灣區一次。60 多歲的年輕長者群到訪大灣區頻率較高。

• 深圳是長者最常到訪並消費的大灣區城市，尤其受 60-64 歲、富裕的長者歡迎。其次是廣州（30.7%）、澳門（27.7%）、珠海（14.7%）和中山（14.1%）。

• 到訪大灣區的特點：
• 逗留時間：多數為即日來回
• 到口岸的交通：港鐵、巴士
• 到訪目的：飲食及購物 
• 平均消費：每次1,742港元，主要用於「消閒娛樂」（529 港元）、「餐飲」（442 港元）及「零售購物」（370 港元）。年齡介乎 60-64 歲的較年輕

長者和富裕的長者，在大多數消費類別中都會花費較多。

• 整體而言，超過六成長者，尤其是 75-79 歲的一群，預期他們來年在大灣區的消費「不變」。而60-64歲、富裕，及經常到訪大灣區的長者則傾向來年在大灣區將有6% 
至 7%消費增長。

支付方式： 

• 較多60多歲的年輕長者和富裕的長者在大灣區使用支付寶和微信。而70多歲及非富裕的長者則繼續使用現金。

資訊來源： 

• 長者大多從家人、親戚或朋友獲得與大灣區消費相關的資訊。60-64 歲較年輕和富裕的長者使用網上媒體和社交媒體的比例較高。70 歲或以上和非富裕的長者則傾向
從傳統媒體（電視和廣播）獲取資訊。



相關問題 F1：過去18個月內，你有多常前往大灣區消費？

• 超過 40% 的受訪者每兩三個月會到訪大灣區一次（41.6%）。
• 60 多歲的較年輕長者和富裕的長者到訪大灣區的頻率較高。

41.6 

31.9 

18.3 

5.1 

3.1 

約每兩三個月一次

約每半年一次

約每年一次或更少

約每月一次

至少每月數次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04 210 127 44 297 390
% % % % % %

52.3 41 25.2 19.6 48.1 36.7

28.6 32.4 39.4 30.4 31.0 32.6

8.2 17.6 33.1 47.8 11.8 23.3

6.9 5.2 1.6 2.2 6.4 4.1

3.9 3.8 0.8 - 2.7 3.3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在大灣區擁有物業:
15.0

平均每年到訪次數：4.2次 5.0 4.4 2.8 2.3 4.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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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前往大灣區消費的頻密度



相關問題 F2：過去18個月內，你到訪過哪些大灣區城市？

• 在過去18個月內，深圳（84.3%）是長者最常到訪和消費的大灣區城市，當中60至64歲、較富裕，以及經常往返大灣區的長者更常到訪深圳。
其次是廣州（30.7%）、澳門（27.7%）、珠海（14.7%）和中山（14.1%）。

1.5

1.5

2.5

6.1

8.7

14.1

14.7

27.7

30.7

84.3

江門

肇慶

佛山

惠州

東莞

中山

珠海

澳門

廣州

深圳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4 297 390 56 631
% % % % % % % %

91.1 85.7 74.0 60.9 89.2 80.5 98.2 83.0

32.2 29.0 29.1 32.6 35.0 27.4 44.6 29.5

34.5 29.0 13.4 15.2 43.1 15.9 30.4 27.4

20.4 13.3 4.7 10.9 24.6 7.2 25.0 13.8

17.8 15.7 7.1 2.2 20.9 9.0 26.8 13.0

11.8 5.2 7.1 8.7 11.1 6.9 10.7 8.6

5.3 5.7 8.7 6.5 7.1 5.4 10.7 5.7

2.0 5.2 - - 4.0 1.3 7.1 2.1

0.7 2.9 1.6 - 1.7 1.3 7.1 1.0

1.0 1.9 0.8 4.3 1.7 1.3 1.8 1.4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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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經常到訪的大灣區城市



相關問題 F4：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是與誰一起前往大灣區消費？（多選）

• 受訪者主要與配偶（79.5%）一起前往大灣區，其次是親戚朋友（67.7%）。

79.5 

67.7 

26.5 

8.0 

3.6 

配偶

親戚朋友

兒女子孫

同事

單獨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4 297 390 56 631

% % % % % % % %

80.3 81.0 78.7 69.6 78.8 80.0 80.4 79.4

73.4 72.9 50.4 54.3 72.7 63.8 76.8 66.9

20.4 24.3 36.2 50.0 20.9 30.8 28.6 26.3

15.5 3.3 0.8 - 15.8 2.1 12.5 7.6

2.3 4.8 3.9 6.5 3.0 4.1 7.1 3.3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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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前往大灣區消費的伙伴



相關問題 F5：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每次前往大灣區消費會逗留多久？

• 大多數的年長消費者（74.1%）都會即日來回大灣區。至於 75-79 歲的年長消費者，他們每次到訪大灣區的逗留時間較長。

74.1 

23.0 

0.9 

2.0 

即日來回

2至3日

4至6日

7日或更多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4 297 390 56 631
% % % % % % % %

80.6 76.2 64.6 47.8 71.7 75.9 83.9 73.2

19.1 21.0 29.9 39.1 27.6 19.5 16.1 23.6

- 0.5 2.4 4.3 0.3 1.3 - 1.0

0.3 2.4 3.1 8.7 0.3 3.3 - 2.2

平均逗留日數：1.5 日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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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大灣區消費的平均逗留日數



相關問題 F6：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使用甚麼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再到大灣區消費？（多選）

• 港鐵（57.4%）是年長消費者前往口岸的主要交通工具，其次是巴士（52.4%）。
• 與整體相比，較富裕的年長消費者較多使用高鐵（22.6%）、自駕（12.5%）及的士（7.4%）。

57.4 

52.4 

22.3 

16.2 

7.4 

7.0 

5.5 

3.5 

港鐵

巴士

直通巴士

高鐵

船

小巴

自駕

的士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4 297 390 56 631
% % % % % % % %

62.2 54.3 52.0 54.3 55.9 58.5 44.6 58.5

52.3 58.6 45.7 43.5 52.9 52.1 78.6 50.1

16.8 25.7 28.3 26.1 14.8 27.9 7.1 23.6

18.4 14.8 14.2 13.0 22.6 11.3 16.1 16.2

9.2 7.6 4.7 2.2 8.4 6.7 1.8 7.9

7.6 7.6 5.5 4.3 8.4 5.9 25.0 5.4

9.5 3.8 - 2.2 12.5 0.3 1.8 5.9

4.9 3.3 1.6 - 7.4 0.5 1.8 3.6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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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前往口岸的交通工具



相關問題 F7：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前往大灣區的目的是甚麼？（多選）

• 「餐飲」（96.1%）是年長消費者前往大灣區的主要目的，其次是「零售購物」（71.6%）。
• 年齡介乎 60-64 歲的較年輕長者則較多為「消閒娛樂」（36.8%）而前往大灣區。
• 至於年齡介乎 70-79 歲的長者，他們較多前往大灣區探親。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4 297 390 56 631
% % % % % % % %

98.0 97.1 92.1 89.1 98.3 94.4 100.0 95.7

75.3 74.3 63.8 56.5 71.4 71.8 82.1 70.7

32.6 32.9 30.7 30.4 39.1 26.9 23.2 33.0

36.8 24.3 12.6 19.6 41.1 16.9 30.4 27.1

12.5 16.7 35.4 45.7 12.1 26.4 16.1 20.6

12.8 10.0 3.1 - 9.4 9.2 21.4 8.2

10.5 8.6 1.6 2.2 9.8 6.2 17.9 6.8

5.6 0.5 - - 6.1 - 3.6 2.5

0.7 1.9 - - 1.3 0.5 5.4 0.5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96.1 

71.6 

32.2 

27.4 

20.2 

9.3 

7.7 

2.6 

0.9 

餐飲

零售購物

觀光

消閑娛樂

探親

護理美容

醫療／就診

商務

物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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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前往大灣區的目的



相關問題 F8：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每次在大灣區於以下範疇的平均花費大約為多少？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N=687）

每次到訪大灣區的平均消費

20.8 

27.4 

21.5 

8.2 

22.1 

0-500港元

501-1,000港元

1,001-1,500港元

1,501-2,000港元

2,001港元或更多

• 年長消費者每次到訪大灣區的平均消費為1,742 港元，主要用於「消閒娛樂」（529 港元）、「餐飲」（442 港元）及「零售購物」
（370 港元）。

消閒娛樂, 30.4%

餐飲, 25.4%

零售購物, 21.2%

住宿, 6.9%

醫療服務, 4.6%

護理美容, 3.9%

交通, 3.8%

旅遊觀光, 2.4% 其他, 1.0% 醫療保健產品, 0.5%

442港元

17港元

66港元

370港元

80港元

9港元

68港元

529港元

42港元

120港元

開支（按消費範疇劃分）

每次平均消費：
1,742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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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每次到訪大灣區的平均消費



基數：過去18個月有
到訪大灣區

• 與整體消費行為相似，年齡介乎 60-64 歲的較年輕長者和富裕的長者，在大多數消費類別中都會花費較多。

整體
687
港元

1,742 

529 

442 

370 

120 

80 

68 

66 

42 

9 

17 

整體

消閒娛樂

餐飲

零售購物

住宿

醫療服務

護理美容

日常交通

旅遊觀光

醫療保健產品

其他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10 127 46 375 627 56 631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0 1,668 1,313 1,495 2,502 1,164 1193 1791

648 472 377 413 812 313 220 556

525 384 342 433 642 290 357 450

389 376 319 364 422 331 300 376

151 102 83 104 211 51 49 126

61 159 19 12 121 49 113 77

92 70 24 23 106 39 81 67

72 55 58 95 91 46 41 68

49 33 45 28 75 17 8 45

11 10 4 0 13 5 15 8

12 7 41 24 7 24 1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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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每次到訪大灣區的平均消費—（a） 按年齡、財務狀況及到訪次數分析

相關問題 F8：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每次在大灣區於以下範疇的平均花費大約為多少？ 



相關問題 F11：你認為大灣區有甚麼因素最吸引你前往消費？（最多選擇3個答案）

• 最能吸引長者前往大灣區消費的因素是「產品／服務價格便宜」（84.9%），其次是「商戶或產品／服務選擇多」（56.3%）。

整體

682
%

98.8 
84.9 

56.3 
26.1 
24.3 
22.7 

13.2 
11.9 

2.3 
39.4 

18.2 
12.2 

8.9 
4.5 

0.3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304 208 126 44 297 385 56 626
% % % % % % % %

99.7 99.5 96.0 97.7 100.0 97.9 100.0 98.7
82.9 85.6 89.7 81.8 79.1 89.4 89.3 84.5
55.3 61.5 54.0 45.5 50.5 60.8 66.1 55.4
28.9 26.0 20.6 22.7 31.3 22.1 17.9 26.8
25.7 28.4 17.5 15.9 27.6 21.8 30.4 23.8
23.7 22.1 23.0 18.2 22.2 23.1 35.7 21.6
17.4 8.7 8.7 18.2 19.2 8.6 8.9 13.6
11.5 11.5 12.7 13.6 10.1 13.2 14.3 11.7
2.0 2.4 3.2 2.3 3.0 1.8 1.8 2.4

41.8 37.5 36.5 40.9 43.4 36.4 33.9 39.9
20.7 13.0 19.8 20.5 19.2 17.4 26.8 17.4
9.2 16.8 10.3 15.9 12.1 12.2 3.6 12.9

11.2 7.7 6.3 6.8 10.8 7.5 3.6 9.4
5.9 3.8 4.0 - 6.7 2.9 1.8 4.8

- - 1.6 - - 0.5 - 0.3

基數：過去18個月有到訪大灣區
（除表示「不知道」 ）

商戶或產品／服務

產品／服務價格便宜

商戶或產品／服務選擇多

產品／服務富特色

職員服務態度良好

產品／服務質素高

出售的產品／服務多樣

經常有優惠／折扣

購物環境舒適／對長者友善

整體配套

交通方便

大灣區政府為港人提供的便利措施及福利

娛樂活動眾多

景點／打卡位眾多

可探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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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最吸引長者前往大灣區消費的因素



相關問題 F12：在未來一年，你預計自己在大灣區的開支會如何改變？

• 整體而言，六成的長者預期他們來年在大灣區的消費維持「不變」，當中75至79歲的長者比例更高。
• 60-64歲以及富裕的長者則表示來年在大灣區將有6%-7%消費增長。

整體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到訪大灣區的頻率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經常到訪 非經常到訪

687 304 210 127 46 297 390 56 631
% % % % % % % % %

1.0 0.3 2.9 - - 0.7 1.3 - 1.1

2.6 2.6 2.4 3.1 2.2 3.0 2.3 1.8 2.7

28.8 36.8 24.8 21.3 15.2 35.7 23.6 35.7 28.2

4.1 5.9 2.9 2.4 2.2 4.7 3.6 - 4.4

61.6 53.3 66.2 69.3 73.9 54.9 66.7 62.5 61.5

0.1 - - 0.8 - - 0.3 - 0.2

1.7 1.0 1.0 3.1 6.5 1.0 2.3 - 1.9

>50%

30%-49%

 10%-29%

<10% 

不變

<10%

10% - 29%

基數：過去18個月有
到訪大灣區

平均：      +5.8%         +6.9%        +6.4%          +3.6%           +1.7%        +6.9%         +4.9%           +6.9%         +5.7%

增加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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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預計來年在大灣區開支的變化



相關問題 F9：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在大灣區使用甚麼支付方式？（最多選擇3個答案）

• 60多歲的年輕長者和富裕的長者較多在大灣區使用虛擬支付，包括支付寶和微信。
• 70多歲及非富裕的長者較多使用現金。  

整體

686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04 210 127 45 297 389

% % % % % %

86.8 67.1 37.0 24.4 83.8 55.0

50.3 37.6 20.5 15.6 50.2 29.8

47.4 38.1 17.3 11.1 48.1 27.8

47.0 62.4 74.8 84.4 50.8 65.8

40.8 60.5 73.2 84.4 43.1 65.3

8.9 4.8 3.1 2.2 12.1 1.5

基數：過去18個月有
到訪大灣區

67.5 

31.5 

30.6 

59.3 

36.0 

1.6 

6.6

5.7

18.7

4.1

0.6

0.3

1.0

0.4

最主要

第二

第三

虛擬

支付寶

微信支付

實體

現金

實體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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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通常在大灣區使用的支付方式



相關問題 F10：過去18個月內，你通常是如何獲取與大灣區消費的相關資訊？（最多選擇3個答案）

• 長者大多從家人、親戚或朋友（88.9%）獲取與大灣區消費相關的資訊。
• 60-64 歲較年輕和富裕的長者使用網上媒體和社交媒體的比例較高。
• 70 歲或以上和非富裕長者則傾向從傳統媒體（電視和廣播）獲取資訊。

整體
687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04 210 127 46 297 390

% % % % % %

85.5 87.1 96.9 97.8 84.8 92.1

85.2 67.6 34.6 39.1 83.8 54.9

78.0 53.3 29.9 34.8 74.7 46.4

35.2 57.6 75.6 67.4 39.1 61.3

基數：過去18個月有
到訪大灣區

55.2 

18.0 

10.3 

15.6 

19.9

24.2

28.4

23

13.8

25.2

19.9

13.1

家人、親戚或朋友

網上媒體（如YouTube、U Lifestyle、

網上版新聞等）

社交平台（如Facebook、微信、小紅

書等）

電視、電台

最主要

第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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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獲取與大灣區消費相關資訊的渠道



56

6. 網購體驗



57

章節摘要
網購情況：

• 網上購物在香港年長消費者中仍未普及，只有約一半（49.8%） 的年長消費者在過去 18 個月內曾網上購物。較年輕及富裕

的長者網上購物的頻率較高。

滿意度：

• 受訪者對網上購物的滿意度不高（7.4分，滿分 10 分），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給予 8-10 分

的評價。 約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網上購物經驗僅為「一般」（6-7 分）。

憂慮：

• 對網上購物的主要憂慮是：

• 貨不對辦（88.3%）

• 辦理退款、退貨及換貨手續複雜（43.1%）

• 送貨延誤（32.0%）

• 個人資訊外洩（30.3%）



相關問題 E1：過去18個月內，你有多常在網上購物？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 只有約一半的年長消費者在過去 18 個月內有網上購物。較年輕的長者及富裕的長者網上購物的次數更多。

0.6 

8.9 

17.8 

22.4 

50.2 

約每周一次

約每月兩、三次

約每月一次

約每兩、三個月一次或更

少

未曾使用過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66 294 222 121 375 627

% % % % % %

1.1 0.7 - - 1.1 0.3

18.0 6.8 1.4 - 19.5 2.5

33.1 16.3 3.6 1.7 34.1 8.1

34.7 27.6 5.9 3.3 28.0 19.1

13.1 48.6 89.2 95.0 17.3 69.9

有網上購物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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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網上購物的頻密度



相關問題 E2：你對網上購物的滿意程度是多少？請按你過去18個月內的體驗評分，
0分最低分；10為最高分。

基數：過去 18 個月內曾在網上購物（N=499）

滿意（8-10分）

一般（6-7分）

不滿意（1-5分） 1.8 

51.1

47.1

• 受訪者對網上購物的滿意度不高（7.4分，滿分 10 分），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給予 8-10 分的評價。
• 約半數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網上購物經驗「一般」（6-7 分）。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18 151 24 6 310 189
% % % % % %

52.8 35.8 37.5 66.7 51.6 39.7

45.9 62.3 54.2 33.3 47.4 57.2

1.2 2.0 8.3 - 0.9 3.1

平均滿意程度：7.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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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對網上購物的滿意程度



88.3 

43.1 

32.0 

30.3 

24.7 

13.8 

11.2 

8.6 

3.1 

0.1 

1.4 

貨不對辦

辦理退款、退換貨等手續複雜

送貨延誤

個人資訊外洩

網絡詐騙

介面操作複雜

難以聯絡商戶職員作查詢／投訴

網上顯示的產品／服務資訊不足／不清楚

網購成癮

不能見到貨物實體

沒甚麼憂慮

相關問題 E3：你對網上購物最大的憂慮甚麼？（最多選擇3個答案）

基數：所有受訪者（N=1,003）

• 對網上購物的主要憂慮是「貨不對辦」（88.3%），其次是「辦理退款、退貨及換貨手續複雜」（43.1%）、「送貨延誤」（32.0%） 及
「個人資訊外洩」（30.3%）。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66 294 222 121 375 628
% % % % % %

92.9 91.8 82.9 76.0 92.3 86.0

56.0 42.9 26.1 35.5 50.4 38.7

49.7 33.7 14.0 7.4 46.1 23.6

21.3 31 43.7 31.4 24.3 33.9

9.6 22.8 38.7 49.6 11.5 32.6

4.1 10.5 24.3 31.4 6.1 18.3

13.7 10.9 10.4 5.8 13.3 9.9

12.3 10.9 3.2 1.7 13.9 5.4

5.7 2 1.4 0.8 6.1 1.3

- - 0.5 - - 0.2

0.8 1 2.3 2.5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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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對網上購物的憂慮



61

7. 數碼理財體驗



相關問題 D9：你有多常使用由本地銀行提供的數碼理財服務（例如數碼銀行、銀行的手機應用程式、轉數快等）？

基數：所有被問及此題的受訪者 （N=346）

• 42.2% 從未使用本地銀行提供的數碼理財服務。
• 年齡介乎 60-64 歲的較年輕長者及富裕長者較常使用數碼理財服務。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115 105 77 49 120 226
% % % % % %

11.3 5.7 - - 15.8 -

37.4 13.3 2.6 2.0 39.2 5.8

17.4 14.3 3.9 - 18.3 7.1

20.0 16.2 1.3 - 10.8 12.4

4.3 14.3 5.2 - 4.2 8.4

0.9 2.9 5.2 6.1 1.7 4.0

1.7 3.8 - 2.0 0.8 2.7

7.0 29.5 81.8 89.8 9.2 59.7

5.5 

17.3 

11.0 

11.8 

6.9 

3.2 

2.0 

42.2 

幾乎每日

每周數次

約每周一次

約每月兩、三次

約每月一次

約每兩、三個月一次

約每半年一次或更少

未曾使用過

有使用數碼
理財服務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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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使用本地銀行數碼理財服務的頻密度



相關問題 D10：你不使用或不常使用由本地銀行提供的數碼理財服務的原因是甚麼？（多選）

基數：完全不使用或每半年才使用一次數碼理財服務的受訪者（N=188）

• 不使用數碼理財服務的主要原因為不熟悉金融科技（55.9%）。

55.9 

39.4 

38.8 

34.0 

22.9 

18.6 

14.9 

12.2 

2.1 

0.5 

不熟悉此類金融科技

本身不太經常使用理財服務

擔心個人資訊外洩

擔心發生網絡詐騙

沒有耐性／興趣學習新的科技

要牢記不同密碼組合太麻煩

滿足於現在的實體分行服務

沒有人提供教學或支援

因使用時遇過不同技術問題而卻步

滿足於現在的電話理財服務

%

年齡

60-64 65-69 70-74 75-79

16 53 71 48
% % % %

37.5 47.2 57.7 68.8

43.8 47.2 33.8 37.5

37.5 43.4 45.1 25.0

25.0 34.0 38.0 31.3

25.0 11.3 31.0 22.9

31.3 24.5 16.9 10.4

25.0 9.4 15.5 16.7

12.5 5.7 15.5 14.6

6.3 - 1.4 4.2

-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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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不使用數碼理財服務的原因



相關問題 D11：你有聽過以下由本地銀行提供的長者友善措施嗎？（多選）

基數：被問及此題的訪者（N=346）

• 大部分年長消費者都知悉本地銀行提供「分行長者優先櫃位」（77.5%）及「豁免戶口服務費」（70.5%）。

77.5 

70.5 

19.7 

19.1 

15.0 

8.1 

5.5 

1.4 

1.4 

分行長者優先櫃位

豁免戶口服務費

分行專職協助長者的服務主任

簡易版手機或網上理財

購買投資產品的保障措施（如落單冷靜期等）

簡易提款卡服務

流動分行車

電話理財長者專線

以上皆否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115 105 77 49 120 226

% % % % % %

86.1 79.0 68.8 67.3 89.2 71.2

68.7 76.2 70.1 63.3 71.7 69.9

20.0 18.1 20.8 20.4 23.3 17.7

33.9 21.0 6.5 - 31.7 12.4

20.0 20.0 7.8 4.1 28.3 8.0

15.7 6.7 1.3 4.1 18.3 2.7

7.0 5.7 3.9 4.1 10.8 2.7

0.9 1.9 - 4.1 3.3 0.4

0.9 1.0 2.6 2.0 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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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銀行長者友善措施的認知度



相關問題 D12：整體而言，以下哪些措施最能增加升你對銀行服務（不論是實體、電
話還是數碼）的滿意程度？（最多選擇3個答案） 

基數：被問及此題的訪者（N=346）

• 大部分（75.4%）的消費者希望銀行為長者提供更多優先櫃檯及更多人手協助他們處理財務事宜（68.2%）。
• 60-64 歲較年輕及富裕的年長消費者希望銀行改善網絡保安措施。
• 較多 75-79 歲的長者希望銀行提供存摺服務（26.5%）。

75.4 

68.2 

29.2 

19.9 

18.2 

17.6 

14.7 

11.0 

6.4 

5.5 

2.6 

1.7 

設立更多長者優先櫃位

增設更多人手協助長者

增設更多座位／改善座位設計

提升網絡保安措施

設有對長者友善／簡易的介面

提供字體較大的月結單

提供「紅簿仔」服務

改善職員的服務態度

改善電話理財熱線的服務效率

提供有關數碼理財服務的教學

提供簡易提款卡服務

增設更多流動分行車

%

年齡 平均每月消費
60-64 65-69 70-74 75-79 富裕 非富裕

365 294 222 121 375 627
% % % % % %

71.3 70.5 81.8 85.7 67.5 79.6

60.0 70.5 70.1 79.6 61.7 71.7

24.3 24.8 39.0 34.7 33.3 27.0

30.4 28.6 5.2 - 29.2 15.0

25.2 26.7 7.8 - 26.7 13.7

23.5 17.1 14.3 10.2 22.5 15.0

9.6 11.4 19.5 26.5 7.5 18.6

14.8 11.4 6.5 8.2 13.3 9.7

10.4 3.8 3.9 6.1 10.0 4.4

10.4 3.8 3.9 - 10.0 3.1

4.3 3.8 - - 3.3 2.2

1.7 3.8 - - 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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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可提升銀行服務滿意程度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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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及大灣區不同行業的評分比較



相關問題 F15：以下展示了一連串你在香港本地及大灣區（如適用）消費時，較常接觸到的行業。
請按你過去18個月內的消費體驗為不同行業評分，0分最低分；10為最高分。

• 香港在「醫療服務」、「醫療保健產品」及「銀行」方面具備高水平的專業知識及操守，所獲評分較大灣區高。
• 大灣區城市在服務和旅遊相關類別則獲得較高評分，特別是「餐飲」、「零售購物」和「消閒娛樂」的得分均超過8分。

7.8 7.6 7.5 7.4 7.2 7.2 7.1 7.0 6.6 

日常交通 醫療服務 銀行 醫療保健產品 護理美容 消閒娛樂 旅遊觀光 零售購物 餐飲

基數： 1,003 992 1,003 722 989 976 594 1,003 1,003

8至10分: 66.9% 60.1% 51.8% 46.8% 39.3% 36.7% 27.6% 17.2% 12.0%

香港

基數： 685 125 194 100 241 400 438 676 687

8至10分: 69.8% 54.4% 30.9% 30.0% 61.8% 81.0% 66.0% 88.3% 93.7%

大灣區

7.8 7.2 7.0 6.9 7.8 8.2 7.9 8.2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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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香港及大灣區不同行業的評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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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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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根據是次調查結果，香港年長消費者在本地的每月平均開支（不包括住屋）高達7,785港元。「零售購物」（ 27.0% ）、「外出餐飲」
（ 21.3%）及「消閒娛樂」（ 14.9%） 是首 3 個主要的消費類別。

• 「價錢和優惠」（79.8%）是消費者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其次是「產品／服務的質素」（67.1%）。

• 年長消費者表示他們有獨立的消費決定權（99%）。他們願意花較多金錢在質素較佳（95.4%）及感興趣的產品／服務上（96.3%）。

• 年長消費者（687 個樣本）在過去 18 個月平均到訪大灣區 6.4 次，主要目的為「餐飲」（96.1%）及「零售購物」（71.6%）。

• 產品／服務的價格是最吸引年長消費者到訪大灣區的因素。 84.9%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的產品／服務價格便宜，56.3%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的商戶
及產品／服務的選擇眾多。

• 年長消費者對香港的「醫療服務」、「醫療／保健產品」及「銀行服務」方面的滿意度均高於大灣區，在這些行業，高水平的專業知識及
操守是關鍵。另一方面，年長消費者對大灣區城市在「餐飲」、「零售購物」、「消閒娛樂」等服務滿意度則較高。

• 大部分年長消費者在本地購物時都遇過不快經驗，特別是商戶職員態度欠佳（62.1%）及產品／服務質素低於預期（65.4%）。

• 至於刺激長者在本地消費的措施方面，大部分長者希望商戶提供長者專享的推廣及折扣優惠（81.3%），以及改善產品／服務質素（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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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男
48.9%

女
51.1%

60-64
36.5%65-69

29.3%

70-74
22.1%

75-79
12.1%

相關問題 
A1：記錄性別
A2：請問你屬於以下哪個年齡組別？
A5：請問你的教育程度是？

初中程度（中一至中

三）或以下
61.9%

高中程度（中四至中六）

／預科
24.4%

副學士、高級文憑，或

其他文憑／證書
6.2%

學士學位 5.5%

研究院或以上 2.0%

教育程度

年齡組別性別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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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徵



相關問題 
G9：你現時的婚姻狀況是？
G10：你現時有多少名子女？

沒有子女
2.6%

1名子女
16.7%

2名子女
47.1%

3名子女
23.1%

4名子女
9.9%

5名子女
0.6%

子女數目婚姻狀況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未婚
0.1%

已婚
87.9%

離婚／分居

／喪偶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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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徵



14.2 

23.5 

11.1 

15.3 

7.2 

8.2 

5.9 

1.6 

4.8 

3.6 

4.8 

少於10,000港元

10,000至19,999港元

20,000至29,999港元

30,000至39,999港元

40,000至49,999港元

50,000至59,999港元

60,000至69,999港元

70,000至79,999港元

80,000至89,999港元

90,000至99,999港元

100,000港元或以上

%

港島 17.9

九龍 29.7

九龍東 20.0

九龍西 9.7

新界 52.3

新界東 23.5

新界西 28.8

居住地區每月家庭總收入

相關問題
A4：請問你的每月家庭總收入屬於以下哪個組別？
A6：請問你的居住地區是？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 基數：所有受訪者
（N=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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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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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抽樣方法



本研究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發佈的《2021 年人口普查》主要結果，按受訪者的人口統計資料進行配額抽樣。每個配額的最低樣本數量
將相等於最理想樣本數量的 -5%，而每個配額類別中，最多允許5%的受訪者拒絕回答。

年齡及性別
人口數 取樣百分比 配額（n）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60-64歲 300,222 313,580 18% 19% 179 187
65-69歲 239,557 252,678 14% 15% 143 151
70-74歲 181,929 188,822 11% 11% 109 113
75-79歲 96,666 100,476 6% 6% 58 60
小計 818,374 855,556 49% 51% 489 511
總共 1,673,930 100% 1,000

1.年齡及性別配額（interlocking）

每月家庭收入 人口數 取樣百分比 
理想樣本
數量

最少樣本
數量

20,000港元以下 1,011,748 38% 378 359
20,000-39,999港元 703,261 26% 263 250
40,000-79,999港元 610,649 23% 228 217
80,000港元或以上 348,503 13% 131 124
拒絕回答 50 (最多)
總共 2,674,161 100% 1,000 1,000

2.每月家庭收入配額

教育程度 60-79歲人口數 理想樣本
數量

最少樣本
數量人口數 百分比 

未受正式教育／小學程度 129,696 8% 77 73
小學程度 544,864 33% 325 309
初中程度 367,351 22% 219 208
高中程度 407,260 24% 243 231
專上教育：文憑／證書 70,683 4% 60 57專上教育：副學士 29,432 2%
專上教育:學士學位 124,644 7% 74 70
拒絕回答 50 (最多)
總共 1,673,930 100% 1,000 1,000

3. 教育程度配額

居住地區 人口數 取樣百分比 
理想樣本
數量

最少樣本
數量

港島 1,270,876 18.0% 180 171
九龍東 1,419,686 20.1% 201 191
九龍西 688,733 9.7% 97 93
新界東 1,667,887 23.6% 236 224
新界西 2,023,206 28.6% 286 272
拒絕回答 50 (最多)
總共 7,070,388 100.0% 1,000 1,000

4.居住地區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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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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