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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概況 

1.1 研究機構簡介 

香港研究協會為一個非牟利的學術機構，於二○○四年六月創立。協會透過調查研究，

為市民提供一個發表意見、關心香港的平台，並加深市民對社會各方面的認識；同時，就關

係香港長遠發展的政策或策略展開調查研究。此外，本會亦接受社會各界委託，進行各類有

價值的社會調查及研究。 

宗旨 

 以獨立和客觀的角度對香港社會各方面進行調查及研究，提出具建設性的方案或建議，扮

演民間智庫的角色； 

 凝聚市民力量，共同關心社會，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 

 接受社會各界委託，進行各類有價值的社會調查及研究。 

1.2 研究背景 

飲用牛奶是攝取豐富鈣質最簡單及普遍的方法之一，對學童發育成長十分重要。根據衛

生署的建議，學童每日應飲用兩杯牛奶。社會上擔心基層家庭會否因經濟問題而使學童未能

攝取足夠牛奶營養，影響健康成長？ 

1.3 研究目的 

香港研究協會接受香港義工聯盟的委託進行是次調查，目的是透過調查本港基層家庭中

小學生飲用牛奶的習慣，以了解他們牛奶營養攝取的情況，並分析其牛奶營養攝取量不足的

背景因素，從而引起社會對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健康成長的關注。 

1.4 調查概況 

調查日期 ：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 

調查對象 ：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 

調查方法 ： 隨機街頭面對面訪問 

有效樣本數目 ： 1,372 

（共完成收集 1,788 份問卷。在覆查問卷後，剔除 416 份不符合資格、

未完成問卷、答案明顯出現前後矛盾或不清楚的樣本，最終得出

1,372 個有效樣本） 

問卷內容 ： 問卷分為主體問卷與個人背景資料兩部分。其中主體問卷有 6 條問

題，個人背景資料有 6 條問題，合共有 12 條問題。 

抽樣誤差 ： 是次調查有效樣本數目為 1,372，在置信水平設於 95%的情況下，抽

樣誤差為±3.38%。 

註 ：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個別變項的百分率加起來可能不等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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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抽樣框架及方法 

是次調查根據香港統計處公佈的數據，於 122 個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所有家庭住

戶）低於$14,800（2012 年政府公佈的 5 人或以下家庭「貧窮綫」）的主要屋邨中，按家庭住

戶數目（家庭月入低於$14,800）在十八區區議會中的分佈比例抽取 40 個公共屋邨【下表】，

並於各屋邨的主要出入口以簡單隨機抽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的方式抽取中小學生進

行訪問。 

地區  屋邨 

香港島  環翠邨、愛東邨、興華（二）邨、興民邨、興華（一）邨、柴灣邨 

九龍  麗閣邨、大坑東邨、石硤尾邨、元州邨、南山邨、富昌邨、竹園南邨、彩德邨、樂華（南）邨、啟

業邨、牛頭角上邨、彩盈邨、秀茂坪南邨 

新界  天恩邨、天晴邨、天悅邨、水邊圍邨、寶田邨、大興邨、蝴蝶邨、安定邨、山景邨、梨木樹邨、福

來邨、葵涌邨、清河邨、彩園邨、健明邨、沙角邨、碩門邨、瀝源邨、美田邨、美林邨、秦石邨 

1.6 受訪者背景資料 

1.6.1 受訪者的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575 41.9%

女  797 58.1%

總計 
1,372

100.0%

（1,372）

1.6.2 受訪者的年齡： 

 頻數 百分比

五至十歲  445 32.4%

十一至十五歲  653 47.6%

十六至二十歲  274 20.0%

總計 
1,372

100.0%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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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受訪者現時就讀的年級： 

 頻數 百分比

初小（小一至小三）  194 14.1%

高小（小四至小六）  393 28.6%

初中（中一至中三）  511 37.2%

高中（中四至中六）  274 20.0%

總計 
1,372

100.0%

（1,372）

1.6.4 受訪者居住的單位類型： 

 頻數 百分比

公屋  1165 84.9%

居屋  90 6.6%

租用私樓（整個單位）  49 3.6%

租用私樓（劏房／板間房）  39 2.8%

自置私樓 16 1.2%

其他 13 0.9%

總計 
1,372

100.0%

（1,372）

1.6.5 受訪者自稱家庭所屬社會階層： 

 頻數 百分比

夾心階層  353 25.7%

基層 846 61.7%

不知道 173 12.6%

總計 
1,372

100.0%

（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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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受訪者／其家人領取以下社會福利的情況：（複選） 

 頻數
百分比

（佔頻數總和）

百分比

（佔有效樣本）

綜援（社會福利署） 265 12.3% 19.3%

「非公屋、非綜援住戶生

活津貼」（關愛基金） 
33 1.5% 2.4%

在校午膳津貼 

（關愛基金） 
200 9.3% 14.6%

學校書簿津貼 

（學生資助處） 
1033 48.0% 75.3%

學生車船津貼 

（學生資助處） 
429 20.0% 31.3%

上網費津貼 

（學生資助處） 
190 8.8% 13.8%

總計 33 100.0%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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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結果 

2.1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對飲用牛奶對成長發育重要性的認知 

 

【圖一】「你認為飲用牛奶對成長發育有多重要？」 

結果顯示，合共有 66.6%受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牛奶對成長發育「非常重要」及「較

重要」，而表示「完全不重要」及「不太重要」的則合共佔 24.9%，反映多數基層家庭中小學

生明白牛奶對健康成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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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平均每天喝牛奶的杯數 

 

【圖二】「你平均每天喝多少杯牛奶？」 

至於平均每天喝多少杯牛奶，最多受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是「一杯」（34.2%），其次

是「少於一杯」（26.3%），再次是「兩杯」（18.8%），隨後的分別是「沒有喝牛奶的習慣」（12.6%）

及「三杯或以上」（4.5%）。綜合結果顯示，合共有 73.1%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每天喝少於兩杯

牛奶，低於衛生署建議每天飲用兩杯牛奶的份量1。反映大部分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的牛奶營養

攝取量不足，長遠勢必對學童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情況值得關注！ 

  

                                                       
1  識飲識食識選擇健康飲食金字塔（2014 年修訂版）。香港：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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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每天喝少於兩杯牛奶的最主要原因 

 
【圖三】「衛生署建議學童每天喝兩杯牛奶，你喝少於兩杯牛奶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以表示平均

每天喝少於兩杯牛奶之次樣本計算） 

當問及喝少於兩杯牛奶的最主要原因時，最多受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是「家庭經濟

狀況欠佳」（32.2%），其次是「不知道需要每日喝兩杯牛奶」（23.0%），再次是「家人沒有喝

牛奶習慣」（19.2%），而表示是「不喜歡喝牛奶」的則佔 14.8%，反映家庭經濟問題及缺乏對

牛奶飲用量的足夠認知是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牛奶營養攝取量不足的兩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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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其家人購買牛奶時最主要考慮的因素 

 
【圖四】「你／家人購買牛奶時最主要考慮甚麼因素？」 

另外，最多受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自己／家人購買牛奶時最主要考慮的是「價錢」

（35.5%），其次是「營養」（24.2%），再次是「口味」（18.0%），而表示是「品牌」的則佔 9.6%，

反映基層家庭在經濟條件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購買牛奶時會選擇較便宜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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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最常飲用牛奶的類型 

 

【圖五】「你最常飲用哪種類型牛奶？」 

至於最常飲用的牛奶類型，最多受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是「奶粉」（35.6%），其次是

「非雪藏即飲牛奶」（30.5%），再次是「雪藏鮮奶」（22.0%），而表示是「煉奶」的則佔 3.6%。

結果顯示，合共有 66.1%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最常飲用價格相對較便宜的奶粉及非雪藏即飲牛

奶，再一次反映不少基層家庭因收入所限而需削減飲用牛奶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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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因家庭經濟問題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的頻密程度 

 

【圖六】「你曾否因家庭經濟問題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 

調查亦問及曾否因家庭經濟問題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合共有 65.5%受訪基層家庭中

小學生對此表示「從不」及「很少」，而表示「經常」及「間中」的則合共佔 25.1%。值得留

意的是，有逾兩成半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因家庭經濟環境欠佳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顯示部

分基層家庭為「慳得就慳」而被迫減省購買牛奶開支。然而，牛奶在開封後沒有即時飲用容

易滋生細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不但令學童未能吸收足夠牛奶營養，更有機會對學童的健

康產生即時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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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及建議 

3.1 合共有 66.6%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牛奶對成長發育非常重要及較重要，反映多數基層

家庭中小學生明白牛奶對健康成長的重要性； 

3.2 然而，合共有 73.1%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每天喝少於兩杯牛奶，低於衛生署建議每天飲用

兩杯牛奶的份量；反映大部分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的牛奶營養攝取量不足，長遠勢必對學

童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情況值得關注！ 

3.3 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家庭經濟狀況欠佳及不知道需要每日喝兩杯牛奶，反映家庭經濟問

題及缺乏對牛奶飲用量的足夠認知是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牛奶營養攝取量不足的兩大主

因； 

3.4 另外，最多基層家庭中小學生表示自己／家人購買牛奶時最主要考慮的是價錢（35.5%），

反映基層家庭在經濟條件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購買牛奶時會選擇較便宜的種類； 

3.5 至於最常飲用的牛奶類型，較多基層家庭中小學生飲用價格相對較便宜的「奶粉」（35.6%）

及「非雪藏即飲牛奶」（30.5%），再一次反映不少基層家庭因收入所限而需壓縮飲用牛奶

的開支； 

3.6 值得留意的是，有逾兩成半基層家庭中小學生因家庭經濟環境欠佳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

用，顯示部分基層家庭為「慳得就慳」而被迫減省購買牛奶開支； 

3.7 針對基層家庭學童對牛奶攝取量欠缺認知的問題，建議政府當局，加強與家校合作，舉

辦更多推廣活動，如響應「世界學校乳品日」，透過專題講座和工作坊，以及在學校午餐

加入牛奶作為餐飲，培養基層家庭學童對牛奶的營養觀及良好的飲食習慣； 

3.8 針對基層家庭學童對牛奶攝取量不足的問題，建議政府當局，將關愛基金提供的在校午

膳津貼對象範圍由基層家庭小學生擴大至中學生，同時於每天的「在校午膳餐單」中配

以一份牛奶； 

3.9 另外，建議透過調動民間團體、社福機構及商界的資源，促成跨界別合作，推行「基層

家庭學童飲用牛奶支援計劃」，令基層家庭學童攝取足夠的牛奶營養，確保學童健康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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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4.1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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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變項百分比分佈表 

4.2.1 「你認為飲用牛奶對成長發育有多重要？」 

 頻數 百分比

非常重要  307 22.4%

較重要  606 44.2%

不太重要  271 19.8%

完全不重要  70 5.1%

不清楚  87 6.3%

無意見  31 2.3%

總計 1,372 100.0%

4.2.2 「你平均每天喝多少杯牛奶？」 

 頻數 百分比

沒有喝牛奶的習慣  173 12.6%

少於一杯  361 26.3%

一杯  469 34.2%

兩杯  258 18.8%

三杯或以上  62 4.5%

不清楚  44 3.2%

無意見  5 0.4%

總計 1,372  100.0%

4.2.3 「衛生署建議學童每天喝兩杯牛奶，你喝少於兩杯牛奶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 

 頻數 百分比

不喜歡喝牛奶  203 14.8%

不知道需要每日喝兩杯牛奶  316 23.0%

家人沒有喝牛奶習慣  263 19.2%

家庭經濟狀況欠佳  442 32.2%

其他  60 4.4%

很難說  40 2.9%

無意見  48 3.5%

總計 1,372 100.0%

註：以表示平均每天喝少於兩杯牛奶之次樣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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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你／家人購買牛奶時最主要考慮甚麼因素？」 

 頻數 百分比

口味  247 18.0%

品牌  132 9.6%

價錢  487 35.5%

營養  332 24.2%

其他  34 2.5%

從不買牛奶  60 4.4%

無意見  80 5.8%

總計 1,372 100.0%

4.2.5 「你最常飲用哪種類型牛奶？」 

 頻數 百分比

奶粉  488 35.6%

非雪藏即飲牛奶  419 30.5%

雪藏鮮奶  302 22.0%

煉奶  49 3.6%

其他  15 1.1%

不清楚  40 2.9%

從不飲牛奶  48 3.5%

無意見  11 0.8%

總計 1,372 100.0%

4.2.6 「你曾否因家庭經濟問題而一盒牛奶分兩天飲用？」 

 頻數 百分比

經常  134 9.8%

間中  210 15.3%

很少  339 24.7%

從不  560 40.8%

不清楚  82 6.0%

無意見  47 3.4%

總計 1,37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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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受訪者的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575 41.9%

女  797 58.1%

總計 1,372 100.0%

4.2.8 受訪者的年齡： 

 頻數 百分比

五至十歲  445 32.4%

十一至十五歲  653 47.6%

十六至二十歲  274 20.0%

總計 1,372 100.0%

4.2.9 受訪者現時就讀的年級： 

 頻數 百分比

初小（小一至小三）  194 14.1%

高小（小四至小六）  393 28.6%

初中（中一至中三）  511 37.2%

高中（中四至中六）  274 20.0%

總計 1,372 100.0%

4.2.10 受訪者居住的單位類型： 

 頻數 百分比

公屋  1165 84.9%

居屋  90 6.6%

租用私樓（整個單位）  49 3.6%

租用私樓（劏房／板間房）  39 2.8%

自置私樓 16 1.2%

其他 13 0.9%

總計 1,372 100.0%

4.2.11 受訪者自稱家庭所屬社會階層： 

 頻數 百分比

夾心階層  353 25.7%

基層 846 61.7%

不知道 173 12.6%

總計 1,372 100.0%

   



 

17 

4.2.12 受訪者／其家人領取以下社會福利的情況：（複選） 

 頻數
百分比

（佔頻數總和）

百分比

（佔有效樣本）

綜援（社會福利署） 265 12.3% 19.3%

「非公屋、非綜援住戶生

活津貼」（關愛基金） 
33 1.5% 2.4%

在校午膳津貼 

（關愛基金） 
200 9.3% 14.6%

學校書簿津貼 

（學生資助處） 
1033 48.0% 75.3%

學生車船津貼 

（學生資助處） 
429 20.0% 31.3%

上網費津貼 

（學生資助處） 
190 8.8% 13.8%

總計 2,150 100.0% 1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