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二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住戶及工商業 

使用資訊科技情況和普及程度的統計調查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概述在二零零三年五月至八月期間分

別就本港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普及程度所

進行的兩項統計調查的結果。 

 

背景 

 

2.  自二零零零年起，政府承諾每年進行調查，以評估社

會各界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普及程度，而蒐集得

來的統計數字，將會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以制訂推動在本

港發展和應用資訊科技的策略和措施。 

 

3.  在二零零三年年初，政府統計處分別進行兩項關於本

港住戶及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普及程度的統計調

查。統計調查的外勤工作在二零零三年五月至八月期間進

行。兩項調查的結果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發表。有關該兩

項調查的背景資料載於附件 A，調查的結果摘要分別載於附

件 B及附件 C，而詳細調查結果則載於下文各段。 

 

住戶統計調查 

 

4.  上述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在住戶間

日趨普及。在二零零三年，約 1 479 100 個住戶家中置有個人
電腦，佔全港所有住戶的 67.5%。家中有個人電腦的住戶中，

約 1 312 800 個住戶(88.8%)的個人電腦已接駁上互聯網，佔

全港所有住戶的 60.0%。相比於二零零二年時，全港有 62.1 %

的住戶家中置有個人電腦，以及有 52.5%的住戶家中的個人

電腦接駁上互聯網，這次統計調查的結果顯示個人電腦及互

聯網的普及程度均有明顯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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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隨着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在住戶間日趨普及，有更多十

歲及以上的人士曾使用個人電腦及互聯網服務。二零零三年

的統計調查顯示，約 3 464 400 名十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調查
前十二個月內曾使用個人電腦至少一次，佔所有十歲及以上

人士的 56.2%。二零零二年統計調查的相應數字為 3 270 300
人及 54.0%。正如所料，二零零三年的統計調查顯示，年輕

人士、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及學生使用個人電腦的比率較

高。 

 

6.  在二零零三年，約 3 212 800 名十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
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透過不同媒介，包括個人電腦、可支援

無線應用協定的流動電話及個人數碼助理，使用互聯網服

務，佔所有十歲及以上人士的 52.2%。二零零二年統計調查

的相應數字為 2 918 800 人及 48.2%。 
 

7.  使用電子商業服務的情況在香港亦很普遍。約 93.6%

的十五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

人事務而使用一種或多種的電子商業服務，而二零零二年的

相應數字為 92.6%。是項住戶統計調查所涵蓋的電子商業服

務包括使用八達通咭、自動櫃員機、易辦事、繳費靈、上網

查詢財經資料/貨物及服務資料/職位空缺資料等。 

 

8.  至於使用網上購物服務的情況，二零零三年的統計調

查估計，約 401 600 名十五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調查前十

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人事務而使用一種或多種的網上購物

服務，佔所有十五歲及以上人士的 7.0%。二零零二年的相應

數字分別為 274 500 人及 4.9%。 

 

9.  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情況也日趨普遍。二零零三年的

統計調查估計，約 1 388 700 名十五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調查

前十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人事務而使用網上政府服務，佔所

有十五歲及以上人士的 24.3%。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分別

為 1 015 100 人及 18.1%。 

 

 



 3

 

10.  是次統計調查顯示，在十五歲及以上並懂得使用個人

電腦的人士當中，3.4%在受訪問時持有數碼證書，二零零二

年的相應數字為 3.3%。統計調查亦顯示，在家中置有個人電

腦的住戶當中，70.4%已安裝預防病毒軟件，31.0%有為個人

電腦設定開啟密碼，而 18.3%表示家中的個人電腦在受訪問

前十二個月內曾受到電腦病毒感染，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

分別為 66.3%、26.5%及 18.2%。 

 

11.  在所有十歲及以上的人士當中，84.8%曾聽聞電腦病

毒，79.3%曾聽聞黑客入侵電腦系統，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

分別為 84.5%及 78.1%。在十歲及以上並在受訪問前十二個月

內曾使用個人電腦的人士當中，25.7%有為開啟與個人事務有

關的電腦檔案設定密碼，7.4%有把與個人事務有關的電腦檔

案加密，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22.1%及 6.1%。 

 

12.  是次住戶統計調查顯示，個人電腦滲透率及互聯網使

用率在住戶方面有顯著的增長。在政府持續支援和大力推廣

下，香港正逐步發展成為一個數碼共融的社會，實在令人鼓

舞。政府將會繼續與資訊科技業團體及非政府機構合作，鼓

勵社會各界採用資訊科技。 

 

機構單位統計調查 

 

13.  機構單位統計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二零零三年，工商

業機構單位使用個人電腦及接駁互聯網的百分比大致與二

零零二年相同，約 54.8%的機構單位有使用個人電腦，約

47.5%已接駁互聯網。二零零二年的相應百分比分別為 54.5%

及 44.2%。 

 

14.  按機構規模分析，94.2%的大型機構單位、87.7%的中

型機構單位及 50.0%的小型機構單位有使用個人電腦。二零

零二年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94.6%、76.6%及 50.7%。另一方面，

在二零零三年，85.1%的大型機構單位、78.2%的中型機構單

位及 43.0%的小型機構單位已接駁互聯網，較二零零二年全

面上升。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分別為 82.6%、66.1%及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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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主要行業類別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的個人電腦使用率最高(76.6%)，隨後的是建造業(55.6%)。至

於已接駁互聯網的機構單位所佔的百分比，在金融、保險、

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中亦最高(68.9%)，隨後的是批發、零售、

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49.4%)。 

 

16.  在二零零三年，約 13.5%的機構單位已設立網頁或網

站，較二零零二年的 11.8%有輕微增長。已設立網頁或網站

的大型機構單位的百分比(62.4%)繼續較中型機構單位(31.7%)

和小型機構單位(10.2%)的為高。所有機構單位的網頁/網站均

有提供有關該機構單位及其產品和服務的資料。只有 8.9%已

設立網頁/網站的機構單位透過其網頁/網站提供網上訂購產

品及服務。 

 

17.  有 9.6%的機構單位曾於統計調查前的十二個月內透

過電子途徑預訂或購買產品、服務或資料，較二零零二年上

升 2.5 個百分點。電子途徑包括互聯網、透過電話線/流動電

訊網絡的交互式應答系統和專用私人網絡。 

 

18.  約 51.0%的機構單位有透過電子途徑獲取產品、服務

或資料，較二零零二年上升約 5.8 個百分點。在這項機構單

位統計調查中，透過電子途徑獲取的產品，只限於可藉電子

途徑傳遞的產品，如套裝軟件及歌曲。網上瀏覽資料亦視為

透過電子途徑獲取資料。 

 

19.  曾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服務或資料的機構單位百

分比則由 1.5%微跌至 1.1%。在這項統計調查中，只有那些提

供並接納完全透過電子途徑預訂或購買其產品、服務或資料

的機構單位，才會視為曾透過電子途徑售賣其產品、服務或

資料。 

 

20.  約 13.6%的機構單位曾透過電子途徑遞送其產品、服

務或資料，較二零零二年上升 1.5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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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二零零二年，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服務或資料

所獲取的業務收益估計為港幣 156 億元，佔統計調查所涵蓋

的行業類別內的機構單位在該年的總業務收益的 0.29%，較

二零零一年下跌 0.14 個百分點。在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

服務或資料所獲取的收益中，經網上售賣所佔的百分比也由

二零零一年的 74.4%減少至二零零二年的 65.5%。 

 

22.  是次統計調查顯示，29.5%（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為

35.0%）的機構單位的電腦系統在受訪問前十二個月內曾受到

入侵/襲擊。電腦受入侵/襲擊的機構單位當中，96%（二零零

二年的相應數字為 97.9%）曾受到電腦病毒感染。受入侵/襲

擊後，94.7%（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為 91.2%）的機構單位

曾採取各種行動，如修補漏洞、使用更多保安技術、向管理

層匯報、通知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及報警等。 

 

23.  在置有個人電腦的機構單位中，85%（二零零二年的

相應數字為 80.5%）曾採用保安技術來保護機構的電腦系統

及資料。最多被機構單位採用的保安技術是防毒軟件，在有

採用保安技術的機構單位中，93.9%（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

為 95.0%）曾採用此技術。14.0%（二零零二年的相應數字為

1.9%）的機構單位擁有數碼證書1。 

 

24.  是項機構單位統計調查顯示，工商界的個人電腦及互

聯網使用率維持穩定，而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服務或資

料所帶來的業務收益則下跌。前者可能是由於近年經濟下

滑，企業因而延遲購買個人電腦，以致個人電腦及互聯網使

用率未能錄得顯著增長。而後者則可能與近年整體經濟活動

隨着本地生產總值下降而收縮有關。雖然如此，某些電子商

貿活動（如透過電子途徑預訂／購買及獲取產品、服務或資

料），即使在近年經濟下滑的情況下仍能維持穩步增長。 

 

 

                                                 
1 在二零零三年的統計調查中，為改善問卷中有關數碼證書的問題，數碼證書的涵蓋範圍已清楚
列明為包括任何核證機關發出的數碼證書，包括本地的核證機關（無論該機關是否根據《電子

交易條例》獲得認可）及香港以外的核證機關。因此，不能將二零零三年統計調查的結果與二

零零二年統計調查的結果作直接比較，在比較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統計調查所收集的數

碼證書統計數字時須特別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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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政府會繼續與商會和業界支援機構合作，致力協助工

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利用資訊科技提升業務。政府亦

正積極推行電子政府計劃，為百分之九十適合電子化的公共

服務提供電子服務選擇(即透過電子方式取得有關服務)。電

子政府服務的更廣泛應用將有助推動商界採納電子商貿。 

 

與其他經濟體系比較 

 

26.  我們在附件 D列出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系在資訊科技普

及程度方面的比較，以供委員參考。由於其他經濟體系未必

如香港般，經常進行有關資訊科技使用情況的統計調查，所

以我們在作出比較時，是採用其他經濟體系現有的最新統計

數字。從不同資料來源的統計數字一般顯示，與其他先進的

經濟體系相比，香港在住戶的資訊科技普及程度方面毫不遜

色。我們未能取得在其他經濟體系中，低收入住戶、長者及

教育程度較低人士在資訊科技普及程度方面的資料。 

 

27.  國際電信聯盟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首度發表數碼科

技普及指數(Digital Access Index)。該指數透過五個不同類別

（基礎設施、價格是否相宜、知識水平、服務質素及使用率）

八方面的數據2，衡量全球多個經濟體系的市民獲得及使用資

訊及通訊科技的整體能力。排名最高的 20 個經濟體系的名單

載於附件 E。香港在 178 個經濟體系中排名第七，在亞太區

的排名更居第二位。本港市民可獲得優質和價格相宜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服務，香港在這方面的成就得到國際電信聯盟認

同，我們對此感到高興。 

 

 

工商及科技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零四年一月 

 

                                                 
2  該八方面是固網電話用戶、流動電話用戶、每月上網 20小時的費用、知識文化水平、入學比
率、國際互聯網頻寬、寬頻用戶及互聯網使用者。 



附件 A 

 

有關資訊科技在住戶及機構單位的使用情況 

和普及程度統計調查 

 

背景資料 

 

 住戶統計調查以一個根據科學方法設計的抽樣系統

抽選出來的住戶樣本作依據，以代表全港人口。統計調查成

功訪問了約10 000個住戶。在該等住戶中，約28 000名十歲及
以上人士接受了訪問。 

 

2. 機構單位統計調查所根據的樣本，涵蓋多個行業共約

4 700間的機構單位，包括製造業；電力及燃氣業；建造業；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運輸、倉庫及通

訊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及社區、社會及個

人服務業。漁業及農業和採礦及採石業則不包括在內。 

 

3. 機構單位按其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底的就業人數分類

為大型、中型及小型機構單位。在製造業，大型機構單位是

指有100名或以上就業人士的機構單位，而在其他行業的就業

人數則為50名或以上。小型機構單位則不論行業類別而泛指

就業人數少於10名的機構單位。其餘的則視為中型機構單位。 

 

4. 由於統計調查的結果受抽樣誤差及非抽樣誤差的影

響，故在比較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的統計結果時須特別

小心，因為幅度較小的變動可能在統計角度而言並不顯著。 

 

5.  住戶統計調查和機構單位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分別

載於「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五號報告書：資訊科技的使

用情況和普及程度」及「二零零三年資訊科技在工商業的使

用情況和普及程度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報告書以中英文對

照版印行，現已公開發售。當局已把報告書送交立法會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各委員。 

 



附件 B 
統計調查結果摘要  

住戶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普及程度統計調查  
 

項目  2002 2003 

資訊科技在住戶的普及程度  

 家中有個人電腦的住戶佔全港所有住戶的百

分比  
62.1% 67.5% 

 家中有個人電腦已接駁上互聯網的住戶佔全

港所有家中有個人電腦的住戶的百分比  
84.6% 88.8% 

 家中有個人電腦已接駁上互聯網的住戶佔全

港所有住戶的百分比  

 

52.5% 60.0% 

住戶成員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  

 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使用個人電腦的十

歲及以上人士佔所有十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

比  

54.0% 56.2% 

 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使用互聯網服務的

十歲及以上人士佔所有十歲及以上人士的百

分比  

 

48.2% 52.2% 

使用電子商業服務的情況    

 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人事務而

使用一種或多種電子商業服務的十五歲及以

上人士佔所有十五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  

 

92.6% 93.6% 

使用網上購物服務的情況    

 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人事務而

使用一種或多種網上購物服務的十五歲及以

上人士佔所有十五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  

 

4.9% 7.0% 

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情況    

 統計調查前十二個月內曾為處理個人事務而

使用網上政府服務的十五歲及以上人士佔所

有十五歲及以上人士的百分比  

 

18.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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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統計調查結果摘要 

工商業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普及程度統計調查  
 

項目  2002 2003 

 (佔總機構單位數目的百分比) 

個人電腦的應用    

有使用個人電腦的機構單位  54.5% 54.8% 

互聯網的應用    

已接駁上互聯網的機構單位  44.2% 47.5% 

網站的應用    

有設立網頁 /網站的機構單位  11.8% 13.5% 

電子商業    

有透過電子途徑預訂或購買產品、服務或資
料的機構單位  

7.1% 9.6% 

有透過電子途徑獲取產品、服務或資料的機
構單位  

45.2% 51.0% 

有透過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服務或資料的機
構單位  

1.5% 1.1% 

有透過電子途徑遞送產品、服務或資料的機
構單位  

12.1% 13.6% 

 

 

 

2001 

 

2002 

透過不同電子途徑售賣產品、服務或資料所

帶來的業務收益  
221 億元  156 億元  

上列業務收益佔總業務收益的百分比 

 

0.43% 0.29% 

 



附件 D 

 
 

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系在資訊科技普及程度方面的比較  

 
 

A. 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在住戶的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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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5 月至 8 月 68% 60% 

2. 大韓民國  2002 年 7 月  79% 58% 

3. 新加坡  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 月  

68% 59% 

4. 澳洲  2002 年 3 月至 7 月 61% 46% 

5. 日本  2002 年 1 月至 3 月 58% 35% 

6. 美國  2001 年 9 月  57% 51% 

 
 

B. 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在工商界的普及程度  
 

經濟體系  

 
進行統計調查  
的期間  

 

置有個人電腦  
的機構的百分比  

其個人電腦已接駁上

互聯網的機構的百分

比  

1. 香港  2003 年 5 月至 8 月 55% 48% 

2. 澳洲  2001/02 年  84% 72% 

3. 加拿大  2002 年  82%（ 1999 年）  76% 

4. 英國  2001 年  64% 50% 

 
資料來源：各經濟體系的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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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國際電信聯盟發表的數碼科技普及指數  

 
 排名  經濟體系  

1  瑞典  

2  丹麥  

3  冰島  

4  大韓民國  

5  挪威  

6  荷蘭  

7  香港（在亞太區排名第二）  

8  芬蘭  

9  台灣  

10  加拿大  

11  美國  

12  英國  

13  瑞士  

14  新加坡  

15  日本  

16  盧森堡  

17  奧地利  

18  德國  

19  澳洲  

20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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