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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



貧窮

必修部分

2A與健康、社會關懷、個人

與社會福祉有關的結構性議

題

(5) 貧窮：貧窮的深層原因、

貧窮的文化

選修部分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服務的延伸學習

- 例：低收入人士及家庭的健康推廣

- 例：衞生公平/ 全民健康的醫療護理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的延伸學習

- 例：弱勢社群的社區發展服務

- 例：資產為本的扶貧服務/計畫

健康與社會關懷時事議題

- 例：扶貧措施 / 跨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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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評估指引 –必修部分
課題二 本地與全球健康與社會關懷的情境

2A與健康、社會關懷、個人與社會福祉有關的結構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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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貧窮與個人和社會福祉之間的關係、相互的影響和涵義

• 認清貧窮人士和家庭所能得到的支援和服務並提出可行解決

方案

• 重視公平；重視一國之內和國際之間的公義

目

的

• 貧窮：貧窮的深層原因、貧窮的文化(2A5 )

• 國際的社會公義：國際性機構，例如：國際法院、聯合國及

世界衞生組織，這些機構在推廣社會公義的角色(2A8 )

內

容



貧窮 – 必修部分的理論及概念
貧窮

認識貧窮

概念

絕對貧窮

相對貧窮

界定貧窮的

工具

貧窮線

入息中位數

消費模式

貧富差距

堅尼系數

成因

全球

國家

社區

個人

扶貧方案

取向

需要為本

資產為本

國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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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認識貧窮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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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

• 沒有辦法維持最起

碼的生活水平

絕對貧窮

• 最低生活水平 - 不

足以負擔個人或一

個家庭基本需要的

各種物品和服務

相對貧窮

• 個人收入少於其他

人口，因此他/她沒

有足夠的金錢去維

持某種生活水平/ 個

人在社會所擁有的

東西比別人少



15E.1認識貧窮 ––界定貧窮的工具

• 顯示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最低生活水平/ 用以界定貧窮人口的

指標

• 限制: 沒有計入資產或會高估貧窮人口

貧窮線

•收入水平若是低於個人入息中位數的一定比例(例如：低於

一半)便算貧窮

•限制:只量度入息，沒有計入其他資產

入息中位數

百分比

• 用於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

• 限制:只量度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未能反映個人在社

會、文化及政治活動可獲取的資源及機會

消費模式與開支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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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量度貧富差距

•堅尼系數
•量度個人或家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
•堅尼系數等於「0」，表示居民之間的該年收入分配
絕對平均，例如人人收入相等。如堅尼系數為「1」，
表示居民之間的年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例如所有收
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裏，其餘的國民沒有收入。

•限制
•它只能衡量收入的不均等，不能衡量貧窮
•它不計算人所擁有的資產或投資收益，只計算工資
•它可能受當地人口年齡分佈的影響，例如工作人口的
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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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1 貧窮成因

全球

• 經濟起落 – 由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失業問題

• 自然災禍

• 戰爭

國家

• 管治問題 – 貪污；缺乏 / 未能制定有效的扶貧政策

• 社會不平等 - 個別人士因為性別，民族，人種及社會階層而處於弱勢

• 由於勞動力市場轉移而引致失業問題，例如：由低技術轉向高技術

社區

• 社區缺乏工作空缺

• 缺乏社會服務及支援提供予弱勢社群，讓他們在人力市場上覓得工作，例如：托兒服務

個人

•貧窮文化，例如：工作動力不強，因為已適應了福利接受者的身份

•家庭背景、教育程度

•工作態度、個人價值觀

• 疾病和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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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2 不同層面貧窮問題

全球

•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約30億人）每天過著少於美金兩元的生活

•雖然經濟發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但貧窮問題仍然嚴峻

國家

• 在中國，農村貧窮是一個區域性現象，主要集中在中國西南、西北

和中部山區

社區

• 香港雖然屬於豐裕地區，收入差距卻愈來愈大

• 香港部分地區的人口亦相對貧窮，例如：觀塘、深水埗和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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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價格上升，例如食品

• 不能生產糧食的貧窮人受到的影

響最大，因為他們開支的大部分

都用於食物上

食物價格愈貴

• 獲得的食物和其他主要的物品和服

務（例如：教育和醫療健康護理）

便愈少

絕對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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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基本/初級生產

• 所賺取金錢，甚至不足

以抵消生產費用

已發展國家的政府

資助富裕的農民

貧窮國家的農民

不能與這些補貼

的產品競爭

貧窮的

惡性循環

發
展

中
國

家
-
生

產
食

品

否

是

公平貿易

貧窮與國際的社會公義

教育貧窮人
民生產糧食



15E.3A 扶貧方案
• 國際機構

議題 機構 相關策略 例子

貧窮 世界銀行 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援
以建立基礎建設/ 創造
就業機會

提供低息貸款，免息債項和
補助金

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

提供短暫資金，以及
支持改正根本問題的
政策

向低入息國家貸款

不平等 世界衞生組織 向各國提供技術支援，
以監察和評估國民健
康狀況

為貧窮 / 發展中國家兒童提
供疫苗注射

聯合國 處理跨國糾紛 規例和指引以協調和促進受
法律監管的國際貿易/安排不
同國家進行國際論壇/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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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3B 扶貧方案的取向

需要為本

• 以需要為本的方

法透過直接資助

及不同的實質服

務以滿足貧窮人

士的需要。

資產為本

• 目的是幫助貧窮

人士建立資產及

自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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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3B 扶貧方案的取向

扶貧措施

需要為本

直接資助

津貼

針對需要的

服務

為全民提供
為低收入人士/家

庭提供

資產為本

資本資產

儲蓄

個人資產

個人能力和支援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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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3B 扶貧方案的取向

需要為本

直接資助

津貼

社會福

利署援

助金/

津貼

食物銀

行

交通 /

書簿/跨

區就業

津貼

針對需要的服務

為全民提供

不同的社會服務

為低收入人士/家庭提

供

例：課後學習

及支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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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3B 扶貧方案的取向

資產為本

資本資產

儲蓄

兒童發展基金 希望戶口

個人資產

個人強項和支援網絡

社區協作計劃 本土旅遊業 鄰里互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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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兒童發展基金

個人發展計劃

師友配對

目標儲蓄

•在指導下，參加兒童訂立具有特

定目標的個人發展計劃

•從而開拓更多資源以助其個人成

長/ 增加他們將來的競爭力

•友師會協助他們訂立和實踐個人

發展計劃

•與他們分享人生經驗，令他們擴

闊視野

•設有儲蓄計劃，以協助參加兒童

累積儲蓄

•從而實踐其個人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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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評估指引
–選修部分 (貧窮)

• 例：低收入人士及家庭的健康推廣

• 例：衞生公平/ 全民健康的醫療護理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

理服務的延伸學習

• 例：弱勢社群的社區發展服務

• 例：資產為本的扶貧服務/計畫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

務的延伸學習

• 例：扶貧措施

• 例：跨代貧窮

健康與社會關懷時

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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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的延伸學習 –實地學習活動

場所 觀察 訪問 服務 / 活動

扶貧組織 / 

服務

主要概念：貧窮、需要為本、資產為本、公平、歧視、文化差異、社會資源、自我
概念、脆弱社群、社區工作、社區支援網絡、關懷的不同方法、充權、全人健康、
社會福利制度

• 提供的服務 -

需要為本、資
產為本

• 中心環境及設
施

• 服務對象的特
色

• 中心氣氛
• 中心內不同人

員的工作

服務對象
• 困難與需要
• 對服務的意見
• 使用服務的經驗
• 身體、智能、情緒及社會

的健康狀況
• 鄰社關係

專業人員
• 職責 / 分工
• 介入目標、方法、技巧
• 工作需要的培訓
• 工作困難

其他學生、教職員
• 對貧窮的看法

可以參與協助的義工服務:

• 貧富宴
• 無窮校園
• 義工服務
• 校內捐贈及轉送服務

可以參加的學習的活動:

• 寮屋居民生活情況
• 探訪籠屋及板間居民
• 社區遊蹤活動

探訪 / 觀察的活動:

• 食物銀行
• 社區協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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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服務的延伸學習 –實地學習活動例子

場所 觀察 訪問 服務 / 活動

健康中心 / 推
廣社區健康訊
息 (低收入家
庭)

主要概念：健康推廣、疾病預防、全人健康、健康教育、健康推廣模式、
個人及公共衛生、健康習慣、健康生活模式

• 中心環境

• 服務對象的特色

• 提供的服務，例如

 防疫注射

 外展工作

 社區工作

• 中心內不同人員的
工作

服務對象

• 需要

• 對服務的意見

• 使用服務感受

• 健康風險評估

• 身體、智能、情緒及
社會的健康狀況

專業人員

• 職責 / 分工

• 宣傳及介入方法

• 工作需要的培訓

• 工作困難

可以參與協助的

義工服務：

• 健康推廣活動 - 健
康教育展覽

可以旁聽 / 觀察的活
動：

• 健康檢查活動

•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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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時事議題 - 研習問題例子
主題 跨代貧窮

研習問題 • 何謂跨代貧窮？
• 從不同層面分析跨代貧窮成因。
• 跨代貧窮如何影響青少年全人健康？
• 在何等程度上，兒童發展基金有助解決跨代貧窮問題？
• 建議政府處理跨代貧窮的可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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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時事議題 - 研習問題例子

主題 貧窮與健康問題

研習問題 • 貧窮如何從不同層面影響全人健康？
• 根據健康信念模式，分析社經地位如何影響不同層面的疾病
預防。

• 在何等程度上，香港的醫療制度能達至世衛所提出的「公平」
及「全民健康」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