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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即時發布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連續四年公布「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結果 

 

疫情持續兩年   進一步影響香港人的儲蓄能力及計劃 

每人每月平均儲蓄金額下調至 6,600港元 

 

（香港，2021 年 11 月 10 日）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連續第四年公布香港人

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結果，顯示在疫情持續及經濟不明朗的挑戰下，香港人的儲蓄

能力進一步下降，亦較難訂立穩定的儲蓄目標及計劃，但儲蓄為市民帶來的「安全感」

依舊。 

 

今年的調查結果中，多項反映香港人儲蓄能力及習慣的數據，是調查自 2018 年推出以

來所錄得的最低，包括有六成二受訪者表示有儲蓄習慣，較去年下調 5%；而有儲蓄習

慣的受訪者每人每月的平均儲蓄金額為 6,600港元，連續兩年下跌，較 2020年的 7,000

港元減少 6%，但每月的儲蓄中位數仍維持在 5,000 港元。同時，今年只有 20%有儲蓄

習慣的受訪者表示有定下儲蓄目標，較去年的 38%大幅下跌 18%。數據或反映受疫情

影響接近兩年，不但考驗香港人的儲蓄能力，更令他們難以作出持續、穩定的儲蓄規劃。 

 

四年來的調查數據均顯示，很多香港人都有儲蓄的習慣，即使近年經濟環境不明朗，仍

有六成以上受訪者表示有儲蓄習慣，而儲蓄為他們帶來的「安全感」也保持穩定。在今

年的調查中，香港人就自己目前擁有的儲蓄所帶來的「安全感」評分為 53.2分，略低於

去年的 54.8分，但仍有七成四受訪者給予 50分或以上的分數。同時，受訪者平均認為

擁有約 49萬港元的儲蓄就能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與去年的 50萬港元相若，而相比

去年調查錄得的大幅下調有所不同，顯示疫情帶來的經濟跌幅已經緩和或漸趨穩定。 

 

已婚人士更積極儲錢   妻子掌儲蓄管理權 

 

調查亦進一步訪問了結婚 15 年或以下的人士，了解他們的儲蓄概況。七成八受訪的已

婚人士表示有儲蓄的習慣，較整體數字高出 16%，他們每人每月平均的儲蓄金額約為

8,600 港元，亦比一般市民高出約三成。同時，他們的儲蓄安全感評分亦略高於整體港

人，達 54.7分，並認為需要擁有約 67萬港元的儲蓄才能獲得足夠「安全感」，較整體

數字高出約三成七。數據或反映已婚人士面對家庭的責任，需要更有計劃、更積極儲

備，以應付未來的需要，而透過夫妻之間互相提點及支持，亦能更有效實踐儲蓄計劃，

從而獲得較高的儲蓄安全感。 

 

調查發現，約三成結婚 15 年或以下的人士會與配偶定立共同的儲蓄目標；而要逹成共

同儲蓄目標，丈夫的儲蓄比例一般較多，當中六成五受訪者表示丈夫儲蓄的比例佔一半

或以上，約四分之一受訪者更表示丈夫儲蓄佔七成或以上。同時，約四成受訪者表示共

同儲蓄主要由妻子負責管理(37%)，由丈夫管理或由雙方一起管理的比例則各佔 22%，

反映丈夫儲蓄的佔比雖然較高，但妻子似乎更能掌握管理大權，顯示女性在管理家庭儲

蓄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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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的其他摘要如下：  

 

• 18 至 29 歲有儲蓄習慣的受訪者比率為 83%，與去年一樣。當中有約三成七表示今

年有定下儲蓄目標，而他們的儲蓄安全感評分為 54.9 分，三者均高於整體平均數

字，並為各個年齡組別中最高。他們今年每人每月的平均儲蓄金額約為5,600港元。

結果反映年輕人雖然儲蓄能力有限，但卻普遍有穩定、持續的儲蓄習慣，受疫情影

響儲蓄能力的程度亦相對較低。 

• 30 至 39 歲有儲蓄習慣的受訪者比率為 78%，為各個年齡組別中的次高，但他們每

人每月的平均儲蓄金額卻是最高，約 8,400港元，較整體平均數高出約三成。 

• 儲蓄原因：整體而言，約四成有定期儲蓄的受訪者表示儲蓄是為了「應付不時之需」

(39%)，其次為「準備退休」(22%)及「令將來生活得更好」(12%)，數據與之前相

若。至於結婚 15 年或以下的人士，儲蓄的原因主要為「應付不時之需」(35%)、

「子女教育」(28%)及「準備退休」(21%)。 

• 儲蓄方式：整體而言，銀行活期或定期存款儲蓄均為所有受訪者(72%)及已婚人士

(69%)的最主要儲蓄方式，但相對所有受訪者(27%)，已婚人士較多以購買儲蓄保險

(39%)作為儲蓄方式。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主席許敬文教授, MH表示：「新冠疫情已持續差不多兩年，對香港

人的儲蓄能力及狀況的影響進一步浮現，導致自調查進行以來，多項指標均錄得新低。

然而，儘管不明朗的形勢持續，我們樂見仍有超過六成市民能維持儲蓄習慣。其實，面

對疫情帶來的新常態，我們更要好好裝備自己，待疫情一過去，即可把握機會，重新出

發。我們相信，有計劃、有目標的儲蓄習慣不但可以應付不時之需，更可為未來的轉變

作好準備，而在銀行的儲蓄有存款保障計劃的守護，無論順境逆境，都可為大家辛苦積

累的存款提供法定保障。」 

 

許教授續稱：「透過是次調查，我們留意到已婚人士比一般市民更積極儲蓄，相信家庭

帶來的責任感，以及夫婦間『拍住上』，互相支持、互相提點是當中的關鍵，而存款保

障計劃亦會與他們一起，守護這些銀行儲蓄，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安全感。」 

 

按照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成員（即本港持牌銀行）的申報，2020年內受存保計劃

保障的成員銀行持有的相關銀行存款總額為 24,600 億港元，較 2019 年增加了 4%。存

保計劃為市民的存款提供保障，一旦銀行倒閉，每名存款人在每間銀行最高可獲 50萬港

元的保障。存保計劃保障所有存款人，按計劃成員的統計資料顯示，當中約九成存款人

的存款獲全面保障。 

 

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於 2021

年 9月 1日至 21日期間，透過隨機抽樣並以電話訪問形式，訪問了共 1,006名 18歲或

以上的香港人，並對 301名結婚 15年或以下人士進行深入意見調查。 

 

調查結果簡報： 

https://www.pori.hk/research-reports/hkers-sense-of-security-on-savings-2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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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連結：shorturl.at/zPTY3 
 
 
圖片一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主席許敬文教授, MH（左）聯同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總 

裁鍾庭耀博士，發布 2021年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 調查結果。 

  

圖片二 

 

圖片三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連續四年進行「香港人儲蓄

『安全感』指標調查」，顯示疫情持續影響香港人

的儲蓄能力及計劃。圖為存保會主席許敬文教授,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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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是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存

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的運作，旨在為銀行存款人提供保障，協助維持香港銀行體系

的穩建性。(www.dps.org.hk) 

 

傳媒垂詢，請聯絡： 

奧美公共關係  

譚凱凌（Tiffany Tam）  電話：6123 0258 電郵：tiffany.tam@ogilvy.com 

羅詠妍（Wing Law）  電話：6752 1992 電郵：wing.law@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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