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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04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2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關於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關於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關於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關於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

的按年統計調查的資料摘要的按年統計調查的資料摘要的按年統計調查的資料摘要的按年統計調查的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概述委員就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

度的按年統計調查進行審議時，最為關注的事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政府在 2000年施政報告中公布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現為工商及
科技局轄下的通訊及科技科 )的施政方針時，承諾每年進行統計調查，
以評估工商業和一般住戶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這些統計數字

會為制訂和發展香港資訊科技策略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政府當局自公

布這項政策承諾後，曾於 2001年及 2002年進行相關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
查和工商業統計調查，並在該兩年近年底時公布統計調查報告。

3. 進行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的目的在於蒐集有關個人電腦、互聯

網、電子商業服務、中文輸入法等方面的普及程度和使用情況的資料，

而工商業統計調查則會蒐集工商機構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使用情

況、電子商務、網站使用情況、用於資訊科技的財政預算及資訊科技業

人力供求情況的資料。

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作出作出作出作出的審議的審議的審議的審議

4. 在 2002年 1月 14日及 2003年 1月 28日舉行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
聽取了關於 2001年及 2002年統計調查的簡報。委員表示支持政府當局按
年進行有關的統計調查，不過，他們特別提出下列關注事項，供政府當

局考慮並予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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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國際地位

5. 委員雖察悉統計調查下顯示出香港的表現的相關結果，但仍

然希望取得有關香港的地位的資料，以確定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系作比

較時，究竟是領先抑或落後於其他地方。政府當局已因應委員的要求，

答允提供香港與其主要貿易夥伴在資訊科技應用率方面的比較。

6. 政府當局上兩次提供的比較表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把香港與其主要
貿易夥伴 (即澳洲、美國、新加坡、大韓民國和日本 )的個人電腦和互聯
網普及率作比較。政府當局根據上述比較的結果，認為與其他先進經

濟體系相比，香港在應用資訊科技方面毫不遜色。

7. 事務委員會在討論香港的寬頻互聯網服務時，曾問及香港在

這類服務的服務質素與消費者滿意程度方面的國際排名。為說明香港

在取得資訊及通訊科技的表現，政府當局已根據國際電信聯盟在 2003
年 11月公布的數碼科技普及指數，提供關於香港在該指數的名次的資
料。就整體表現而言，香港排名第七，並在亞太區發達地區排名第二，

僅次於大韓民國。相關資料已於 2003年 12月 8日隨立法會CB(1)534/03-
04號文件送交事務委員會參閱。

弱勢社 應用資訊科技的情況

8. 事務委員會在與政府當局及代表團體就建立數碼共融社會的

有關事宜交換意見時，部分委員從 2002年主題性統計調查得悉，香港
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在住戶的整體普及率分別為 62.1%及 52.5%。不
過，低入息家庭、長者和教育程度較低人士的個人電腦普及率分別為

27.1%、2.8%和 17%。這 3類人士的互聯網使用率則更低，分別只有 19%、
1.9%和 14.4%。

9. 部分委員關注到，儘管香港社會不斷資訊化，弱勢社 在認

識和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方面仍然處於邊緣化。他們又詢問，香港在

弱勢社 應用資訊科技方面的國際地位如何。

10. 就此，政府當局曾表示，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或能訂出一個

更有系統、更廣為承認的國際性的比較。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第一階

段已於 2003年 12月 10日至 12日在日內瓦舉行，而第二階段將於 2005年
11月在突尼斯的突尼斯市舉行。政府當局察悉事務委員會曾提出具體
建議，即政府當局下次向事務委員會匯報住戶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

及程度的按年主題性統計調查時，亦一併匯報就低入息家庭、長者及

教育程度較低人士作出的國際性比較。

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應用資訊科技的情況

11. 委員在審議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時，對中小

企的資訊科技應用率相對偏低提出關注。委員察悉現時已有各種支援

措施，例如中小企業資助計劃、政府和相關機構設立的支援中心、各

類資訊科技訓練課程等，但他們認為，鑒於中小企佔香港企業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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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大部分中小企又缺乏內部專業支援，上述工作必須持之以恆，方

可幫助中小企提升其掌握資訊科技的能力。

12. 政府當局為跟進委員在 2002年 1月 14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曾
提供資料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說明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及大韓民國為
促進中小企應用資訊科技而採取的支援措施。雖然這些國家所採取的

支援措施與香港所採取的措施相近，但這些國家大都提供綜合服務以

協助中小企應用資訊科技。例如，英國的Online for Business Programme、
新加坡的Business Support Centres及韓國的Home Doctor System。政府當局承
認有需要為中小企提供有效的綜合支援服務，以減低中小企為尋找所

需服務而付出的成本和時間。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3. 政府當局已察悉委員的關注及其所要求的資料，並會在 2004
年 1月 12日舉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2003年住戶及工商業使用
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的統計調查。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月 5日





 
 
 

 

 
附件 D 

 
 

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系在使用資訊科技方面的比較  
 
 

A. 住戶使用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普及程度  
 

經濟體系  

 
進行統計調查  
的期間  

 

置有個人電腦  
的住戶的百分比  

其個人電腦已接駁上  
互聯網的住戶的百分比

1. 香港 2002年第 2季 62% 53% 

2. 新加坡 2001年 64% 57% 

3. 大韓民國 2002年 3月 60% 51% 

4. 日本 2001年 58% 35% 

5. 美國 2001年 9 月 57% 51% 

6. 澳洲 2000年 11月 56% 37% 
 
資料來源：各地政府的網站  

 
 
 



 
 
 

 

 

   

    

   

   

B.  機構單位使用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普及程度  
 

經濟體系  統計調查參考期  

 
置有個人電腦的  
機構單位的百分比  

 

已連接上互聯網的  
機構單位的百分比  

有設立網頁 /網站的  
機構單位的百分比  

1. 香港 2002 年第 2 季  55% 44%
(所有機構單位) 

 

12% 

79% 68%
(就業人數數目達 10 人或以上的機構單

位) 
 

36% 

2. 澳洲 2001 年  84% 69%
(所有機構單位) 

 

22% 

3. 英國 2001 年  64% 50%
(所有機構單位) 

39% 

 
 
 
資料來源：各地政府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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