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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汇丰保险支持的研究《尽责与自在悠闲之间：夹心世代的退休挑战与新方向》， 

旨在探讨夹心世代规划退休时面对的挑战及对策，以及移往异地退休渐成热门选

择的原因及实际情况。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间，我们广泛调查香港及澳门居民的退休规划过程

及主要考虑因素。是次调查共有1,003位受访者，包括802位香港居民及201位

澳门居民；分别约有一半(400位香港居民及100位澳门居民)是40至59岁准退休 

人士，已开始部署退休生活；另一半是60至70岁退休人士。本报告所示数据 

均已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百分比及最接近的百元单位。

随后，我们于2025年2月完成有关质性研究，涵盖10次一对一深入访谈，进一步 

探讨受访者于退休后肩负家庭财政重任的困境，以及如何凭借个人经验寻求 

解决方案。此外，本研究亦有助深入了解个别人士选择于香港、澳门或其他地区 

（特别是大湾区内地城市)作为退休地点的决策过程。是次量化与质性研究均由 

独立市场研究机构NuanceTree Ltd执行。

 

关于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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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生活充满不同挑战，而人越来越长寿是其中之一。因此，要达到安枕无忧的

理想退休生活变得更难。尤其是夹心世代，不但要照顾年长父母及年轻子女， 

同时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退休人生，在平衡两者之间或有角力，倍感挑战。因此，

更多人会考虑财富增值及各种生活保障方案，藉此增加安全感。

我们透过调查，了解不同准退休及退休人士实况。大部分受访者积极物色周全 

方案，希望既可守护家人的同时，亦可保障退休生活质素，而毋须放弃个人对 

退休生活的要求。报告中发现越来越多人士有意往外地过退休生活，其中对邻近的

大湾区内地城市日趋关注。这些研究分析有助了解退休生活新趋势及规划更理想

的退休蓝图。汇丰保险明白筹划退休的过程满载期望及挑战，我们期望成为您的

可靠夥伴，一同策划人生之旅。

曾珮珊

汇丰保险香港及澳门行政总裁

前言

03



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社区备受关注

78%
对优质退休社区

表示有兴趣

便捷医疗服务及

邻近中医诊所
邻近大自然

Wellness Centre 完善健康及 
养生设施

专业日常护理 
服务

有意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夹心世代特别感兴趣

研究概览

 平均计划/实际

退休年龄约

61岁

平均预期寿命*约
多于20年
退休生活

仅39% 

准退休人士对 

退休准备程度

充满信心

40%
准退休或退休人士属于夹心 
世代，退休后须将每月开支
的36%(约港币8,300元) 
分配予家人

93%
担心家庭经济责任

影响个人退休计划

主要责任

年长父母

医疗开支

日常生活使费 

长者护理费用 子女

教育开支 

置业资助

财富传承

退休社区

退休规划

退休困惑

退休趋势

86岁
香港

83岁
澳门

* Worldometer世界实时统计数据：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研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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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往异地退休

日趋普遍
36%
有此计划

主要考虑

居住环境 生活成本 医疗服务 
质素

热门移居地点

每2位 
受访者

有1位
同意移居大湾区内地 

城市有助应对退休疑虑

65%
大湾区 
内地城市

其他
中国内地
城市

英国 澳洲



无忧退休：我们真的准备周全？

根据1,003位香港及澳门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调查结果，约一半(52%)预计或

已于60至64岁退休。另外20%选择或已于60岁前退休，而28%则计划或已经

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5岁后。整体而言，受访者平均计划/实际退休年龄为61岁。

香港人及澳门人平均寿命分别是86岁及83岁*，而平均退休年龄是61岁，意味一般

人士预计有20多年退休生活。

不少人认为，写意退休生活是辛勤工作数十年后应得的奖励，象征个人成就及 

更大生活自由。大众梦𥧌以求的退休生活，主要包括随心出门旅游(59%)、与亲人 

共聚(55%)及投入自己钟爱的嗜好(45%)等。符合个人理想的生活方式，正是 

安享退休的真正意义。然而，退休亦意味失去稳定收入，令准退休人士担心自己 

是否准备就绪，迎接人生转变。

计划/实际退休年龄

%

65-70岁 28

60-64岁 52

55-59岁 15

54岁或以下 5

平均退休年龄 61

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
您预计几多岁退休/您于几多岁时退休?

 

退休规划时机

退休

Retirement

更大 

生活自由
Retirement对财政状况 

感不安

Retirement

个人成就

60岁以下  
20%

* Worldometer世界实时统计数据：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无忧退休：我们真的准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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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退休：我们真的准备周全？

25 33▲
17▼

32

51▲

46

47

39

28▼

36

39

7

退休生活5大期望

随心所欲去旅行

59%

更多时间与家人及朋友相聚

55%

培养个人兴趣或嗜好

45%

定期运动 

41%

照顾孙儿，享受天伦乐 

40%

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

您向往退休后做以下什么活动?

整体而言，每五位40至59岁受访准退休人士中，仅约两位认为自己对退休准备 

充足(于10分评分制中选择8至10分)。当中，40至49岁的年轻准退休人士信心 

更低，只有略高于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自己准备充足，或许他们尚未全面规划 

退休。另一方面，仅约半数退休人士对目前退休生活感到满意。

退休准备程度

10分评分制

  8-10 分

  6-7 分

  1-5 分

退休准备程度与满意度

准退休人士 40-49岁 50-59岁 退休人士

基数： 500 245 255 503

您目前为退休生活准备得有几充足? /您有几满意自己目前的退休生活?（基于10分评分制）

- 对准退休人士而言，1分代表「完全未有准备」，10分代表「完全准备充足」

- 对退休人士而言，1分代表「非常不满意」，10分代表「非常满意」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置信水准为95%。

%

无忧退休：我们真的准备周全?

06



「我现在虽然很健康，

但可能忽然发现患癌症

或者其他疾病。我的 

储备亦不知可维持多少

时间。」

（香港45至49岁女士， 
准退休人士）

「突如其来的严重病患，

始终无法预知。我的

积蓄可能一次过用完。」

（香港40至44岁女士， 
准退休人士）

事实上，部分准退休人士表示退休规划往往受突发因素影响，例如意料之外的 

事故，可能更快耗尽积蓄。加上现实情况是，他们已过事业高峰期，收入渐减， 

难以保持财政稳定。因此，无法保证个人储备足以维持长远退休生活及财政韧力，

使制定妥善退休计划变得难以实行。

已过

事业高峰期

突如其来的

未知因素

难以实现

妥善

退休规划
+ =

为更深入了解受访者退休后的财政能力，本调查衡量他们退休后每月被动收入。 

准退休人士平均预期每月被动收入可达港币25,700元，远高于退休人士的实际 

收入港币15,400元。反映现实与期望之间的潜在落差，一旦实际情况未达预期， 

对退休生活质素的要求可能大大降低。

预期/实际每月退休被动收入

基数：所有准退休人士  500

基数：所有退休人士 503

您预计/目前退休后每月被动收入大约是多少?

每月被动收入

港币25,700元

港币15,400元退休人士实况

准退休人士期望

无忧退休：我们真的准备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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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退休后须供养（家属类型）

%
子女/孙子女

(有子女人士当中)
32

配偶/伴侣
(已婚人士当中)

30

年长父母/岳父母 21

兄弟姐妹 5

基数：所有受访者(包括有年长父母/岳父母及有兄弟姐妹人士)

已婚人士

有子女人士

1,003

907

830

夹心世代观点：
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夹心世代比比皆是 除了财政储备影响退休准备程度及满意度外，家庭财政责任亦是影响个人可否安心

退休的关键因素。华人社会一向注重家庭价值，退休不但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 

妥善照顾年迈父母或年轻子女，肩负双重经济责任—「夹心世代」正是形容身处 

长幼两代之间的家庭支柱。

事实上，有关现象于香港及澳门相当普遍。是次调查1,003位准退休及退休 

人士中，约40%受访者退休后须承担父母/岳父母或子女的财政需要。此情况于 

准退休人士及较高收入人士(个人每月收入港币40,000元或以上)更为明显，其中 

53%准退休人士及50%较高收入人士须供养父母/岳父母或子女，夹心世代的财政 

负担越来越受现今富裕人士关注。

若将同辈家人(包括配偶及兄弟姐妹)纳入考虑范围，高达58%受访者于退休后 

须担起父母/岳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或子女的财政责任。而准退休人士及较高收入 

人士(个人每月收入港币40,000元或以上)更倾向于退休后支持上述家人经济 

所需，两组人士均有75%表示如此。具体而言，32%家长须为子女/孙子女提供 

经济支持，30%已婚人士须照顾配偶开支，21%受访者须供养父母/岳父母，5%须 

支援兄弟姐妹。

认为退休后须供养（家属组合）

整体 准退休人士
个人每月收入 
达港币40,000元
或以上

夹心世代

40% 53% ▲ 50% ▲

任何家属

58% 75% ▲ 75% ▲

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

准退休人士 500

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321

您目前/预计退休后，以下哪些人依然需要您提供经济支持?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

置信水准为95%。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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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已是重大挑战，更何况要承担家庭责任。竭尽所能为至爱提供 

最佳生活质素，是华人社会价值观念之一。因此，部分受访者对退休规划感到 

压力亦不足为奇—无论已作多少准备，总觉得应为保障家人未来付出更多。

「母亲一向很健康，但有日忽然中风晕倒，现在变成我们的一大

负担。我们所有人都要负担开支，不过，亦不知将来情况怎样。

希望她不止长寿，更可提升生活质素。」

（香港60至64岁女士，退休人士）

「我担心小朋友将来可否财政独立。若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会 

尽能力支持，所以我要尽力储蓄⋯越多储备就越有安全感， 

但安全感当然越多越好。」

(香港40至44岁女士，退休人士)

夹心世代退休规划压力

已过

事业高峰期

突如其来的

未知因素

实现妥善

退休规划

难上加难

家庭幸福+ +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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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退休后仍须承担父母/岳父母或子女财政责任的夹心世代，预期或 

实际每月退休开支平均达港币23,100元。值得留意的是，他们须为家人分配 

其中36%资金(约港币8,300元)，以供生活开支，剩余64%(约港币14,800元) 

供自己使用，反映夹心世代为家人营造美满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生活质素。

93%夹心世代受访者对上述财政负担表示忧虑，47%认为难以维持自己生活 

质素，或确保个人储备足以长期使用。18%夹心世代觉得无法像以往一样，为家人 

提供充分经济支持，因而感到担忧，甚至内疚，可见承受极大压力。

预期/实际每月退休被动收入及支出

基数：夹心世代 399

您预计/目前退休后每月被动收入大约是多少?

您预计/目前自己退休后的每月总支出是多少?对家庭成员 
(例如父母/岳父母、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亦计算在内。

当中大约有多少支出是为家庭成员(例如父母/岳父母、 
子女)准备?请以百分比表示。若果完全没有相关支出， 
请输入「0」。

每月被动收入 每月支出

港币24,500元 港币23,100元

退休预期/实际忧虑

%

难以维持生活质素/担忧储备资金 

不足以应付长期退休生活
47

退休后无法再像往常一样， 

为家人提供经济支持
18

基数：夹心世代 399

您预计自己于退休后会有以下哪些担忧? /退休以来，您有没有以下哪些担忧?

36%开支分配 

给家人，  

平均约为 

港币8,300元

64%开支 

供自己使用，

平均约为 

港币14,800元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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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一代成为受养人 在传统华人文化中，子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往往视为份内责任。除责任外， 

许多子女出于爱与感恩，真诚照顾父母。不少父母奉献毕生心血，只为培育子女 

成才，即使未能「赢在起跑线」，至少可装备充足，应付日后竞争。

然而，子女回报父母的承诺，或许要持续长期兑现。在供养父母/岳父母的人士中， 

有一半受访者的长辈仍属60至70多岁。就香港人86岁及澳门人83岁平均寿命* 

而言，长辈可能尚有多年依赖家人供养。

为应对难关，在供养年长父母的受访夹心世代当中，有86%已有所准备；但仍有

88%担心供养父母将影响自己的退休规划，主要源于长者医疗开支(64%)、日常 

生活使费(54%)及长者护理费用(52%）。

子女的忧虑可以理解，因为调查发现，90%受访者的父母/岳父母目前有身体健康

问题，62%有认知能力退化情况，反映他们对有关医疗及长者护理的持续需要。

供养年长父母/岳父母对个人退休规划的忧虑

%

须承担他们的医疗开支 64

须承担他们的日常开支，保持生活质素 54

须承担他们的长者护理开支 

（例如聘请工人照顾)
52

须花大量时间精力照顾他们，

甚至考虑辞职/选择工时较短的职业
27

基数：供养父母/岳父母的人士 214

当您为父母/岳父母准备他们的退休生活时，有没有担忧以下事项会影响自己的退休规划?

* Worldometer世界实时统计数据：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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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庞大医疗费用及终身照顾父母的承诺，部分受访者认为，除透过保险分担 

财政压力外，更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生活质素，甚至推迟退休。

「假若父母患上癌症，朋友说可能需要几十万，甚至过百万元⋯ 

我必须储钱，减少买新衫及出外用膳。当我失去经济能力， 

就无法支持退休开支，要尽快求职赚钱。」

（香港40至44岁女士，准退休人士）

照顾父母身心健康，其实不止于财政支持，更须兼顾情绪辅导及社交生活，自然

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值得关注的是，四分之一受访者甚至考虑辞工或转投 

更具弹性的行业，可更贴身照料父母，但亦对退休计划影响更大。

「假如有日父母身体变差，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意愿，是否想搬回来 

与我们同住?又或者请家务助理，或者入安老院。若想与我们 

同住，便要装修，更须管教小朋友，始终同住可能产生问题或 

争执⋯不过最关键是钱。」

（香港40至44岁女士，准退休人士）

根据研究结果，于各种解决方案中，以保险计划至为普遍，现时供养父母/岳父母 

的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已投保，其中医疗保险或危疾保险是最受采用的保障 

方式，近半数人已为父母安排此类保险计划。对于理财弹性方面，他们属意「允许 

与父母互通保额，共同享用保险赔偿额」及可「将部分保障转移至父母/岳父母」

的保险计划，认为有助减轻财政负担。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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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兴趣的调查结果之一，是对于退休后供养父母的责任，现今大众有完全

不同的观念。虽然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普遍准备照顾年迈父母，但对自己的

子女不抱同一期望，认为对年轻一代可能负担太大。近年经济压力及竞争压力 

令子女难以真正独立，比以往更须长期依赖父母。因此，父母财政上自给自足 

尤其重要，退休后可依靠自己的储备，保障生活安稳舒适。

「我不寄望儿子供养我，不想给他太大压力。他说收入不多，无法 

储蓄，他的朋友说：『他们真的太残忍，要你负担家用。』我告诉 

儿子，这笔钱不是用来供养我，可说是他的住宿费⋯坦白说， 

假若将来要倚靠他，一定很烦恼。」

（香港65至70岁女士，退休人士）

「我不想女儿负担我与丈夫的开支，以免阻碍她实现自己的 

理想。」

（香港60至64岁女士，退休人士）

香港及澳门生活成本不菲，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楼价高企，令年轻人难以实现 

财政独立，迈向自主，因此父母的财政支持相当重要。根据是次调查，32%准退休 

人士及退休人士表示仍须支持子女经济所需，对下一代的财政负担不下于供养 

年长父母。

于准退休或退休人士中，61%受访者的子女仍属21岁或以下，处于求学阶段， 

表示父母的财政责任仍须持续多年。因此，97%受访者已有所准备。与供养父母 

的情况相似，大部分须供养子女的夹心世代已有所准备，并倾向购买保险作为 

一个可行的长远财政规划方案。有五分之四受访者已为子女投保，并以储蓄保险

为主。

年轻一代成为受养人 

非供养人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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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今家长较为富裕，觉得有责任于小朋友每个成长阶段悉心照顾，亦可比 

以往提供更多经济支持，协助他们追寻梦想。父母累积毕生成就及财富，最大 

奖励可能是为子女缔造自己前所未有的优势 ，更流露父母无比挚爱。 

「我10年后退休，计划为女儿预留一笔资金。她想出国留学， 

我大约需要港币200万元。我想帮她发掘更多机会—未知她 

将来发展如何，可能想继续留学多于就业。或者薪酬不多，或者 

她想做生意⋯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她，她是我的心爱女儿。」

（香港50至54岁男士，准退休人士）

调查中，在供养子女/孙子女的受访夹心世代当中，有88%担心支援子女财政 

可能影响自己的退休规划，其中，48%忧虑优质教育费用高昂，51%须协助子女

首次置业。出乎意料的是，较高收入人士(个人每月收入港币40,000元或以上) 

反而感到更大压力，可能因为财富越多，越想为下一代做得更多。此外，受访者想 

确保子女生活富足，安心无忧，以致56%受访者担心传承资产可能影响个人退休 

计划；而在较高收入人士当中，比例更高达66%，可见财力越大，顾虑越多。

供养子女对个人退休规划的忧虑

%

须确保有足够财产承传给他们 56

须承担他们置业时的首期开支 51

须承担他们的教育开支 

（例如学费、出国留学开支等）
48

基数：供养子女/孙子女的人士 262

当您为子女打点以下事项时，有没有担忧会影响自己的退休规划?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置信水准为95%。

个人每月收入 
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66

61

72 ▲

整体

基数：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115

夹心世代观点：退休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更是一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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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退休后，个人财政实力随之而减弱，但家庭经济责任并未减轻，故此，维持财政 

稳定成为先决条件。通胀及高昂的生活成本削弱消费力，加上人生充满变数，自然 

更倾向收紧预算。于退休规划中，长寿亦是风险因素，令一分一毫都值得考虑 

周详。尤其是夹心世代，更须制定完善规划，以助提升财政抗逆能力，维持生活

质素及坚持履行家庭责任。有见及此，考虑离开原居城市，往异地退休或许是 

可行甚至更可取的选择。

毫不意外，调查结果显示36%受访者计划往其他地方退休；其中有65％计划住中国 

的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大湾区内地城市是目前退休首选之一，受欢迎程度远超大湾区外的中国内地城市 

(15%)、英国(13%)及澳洲(10%)。

往异地退休并非妥协 

而是选择

移居退休计划及预定退休地点 预期/目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退休居住模式

n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

n 仍住在原居城市但将前往/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

n 仍住在原居城市且不会前往/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

36% 计划 
往其他地方退休

拟定退休目的地

中国内地城市（大湾区以外） 15%
英国 13%
澳洲 10%

相当于所有

受访者的

23%

相当于计划往

其他地方退休

的65%

大湾区内地城市  65% 23%

22%

55%

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 计划往其他地方退休的人士 363

您有没有计划于退休后移居至目前居住城市以外的地方?

那么您有打算退休后居于以下哪些地方?

以下哪一项最贴切形容您预期退休后的居住模式?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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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移居退休，近年大湾区内地城市渐成香港及澳门居民的退休热点之一。 

23%受访者计划于退休后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其中准退休人士(28%)及较高收入 

人士(个人每月收入港币40,000元或以上)的比例更高(33%)，反映大湾区内地 

城市不仅是区域枢纽，而且是富裕准退休人士及家庭支柱的重要退休选择。

虽然有部分受访者不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但仍有22%受访人士主要住在 

原居城市的同时，有计划于或已于大湾区内地城市度过约四分之一退休生活 

时间。此模式于准退休人士(35%)及较高收入人士(31%)更为普遍。他们前往 

大湾区内地城市主要目的是购买日用品、逛街、游览、品尝地道美食及使用 

医疗服务等。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将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预期/目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退休居住模式及分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时间

准退休人士
个人每月收入 

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n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

n  仍住在原居城市但将前往/ 

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

n  仍住在原居城市且不会前往/ 

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

37%

35%

28%
36%

31%

33%

 
   占总时间28% 占总时间27%

基数：500 基数：321

您有打算在退休后搬到您目前居住地以外的地方吗?

那么您有打算退休后搬到以下哪些地方居住?

以下哪一项最贴切形容您预期退休后的居住生活模式?

不计算海外旅游，您目前/预期退休后有多少时间留在香港/澳门?有多少时间留在大湾区?

分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时间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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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内地城市：  

退休选项及准备程度

25
17▼▼

25

34

41

31

38

31

34

49▲▲

36

39

退休准备程度（准退休人士）

准退休人士
计划移居 

大湾区内地城市
计划前往/逗留 
大湾区内地城市

完全不会前往/逗留 
大湾区内地城市

 

基数： 500 138 175 187

您目前为退休生活准备得有几充足?（1分代表「完全未有准备」，10分代表「完全准备充足」）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置信水准为95%。

%

在40至59岁受访准退休人士当中，39%对退休准备程度充满信心(于10分 

评分制中选择8至10分)；此充满信心的比例在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准退休 

人士中升至49%；对于计划退休后不时前往或短暂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亦达 

41%。对于不少准退休人士来说，区内生活开支较合预算，有助提升生活质素。

10分评分制

  8-10 分

  6-7 分

  1-5 分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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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半数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同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纳入退休规划中，有助 

解决退休忧虑」（于5分评分制中选择4至5分）。主要因素包括较佳居住环境(46%）、

适合退休生活节奏(44%)、维持生活质素(38%)、有信心积蓄可应付长期退休生活 

(39%)、有信心减轻负担及照顾家庭财政需要(35%)，以及容易负担医疗保健费用 

(38%）。

对「将大湾区内地城市纳入退休规划中，有助解决退休忧虑」的认同程度

原因

%

生活环境 较佳生活环境/较多乡郊环境 46

生活质素

较适合退休的生活节奏 44

确保维持生活质素 38

提供较多康乐/娱乐/文化活动， 

可充分享受退休生活
37

财政状况

较有信心积蓄可应付长期退休生活 39

减轻财政负担下，较有信心 

可于退休后持续照顾家庭财政需要
35

医疗保健

较易负担医疗保健费用，减轻压力 38

可使用优质医疗保健服务，感到安心 24

基数：认同「将大湾区内地城市纳入退休规划中， 
有助解决退休忧虑」的受访者

504

您有几同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纳入自己退休规划，可以减轻您之前提及对退休的忧虑?（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

为什么您认为将大湾区内地城市纳入自己退休规划，可以减轻对退休的忧虑?

  非常同意/

  颇同意

  一般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5分评分制
50

34

16

1,003基数：所有受访者

%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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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移居或定期前往/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受访者中，五分之三认为医疗服务是 

其中一个主要考虑因素，与身心健康及财政稳健息息相关。近半数受访者表示 

医疗开支上升带来财政压力。此外，约25%受访者关注医疗服务供应情况，例如 

轮候时间、私家医疗费用高昂、政府补贴不足、非紧急个案治疗情况及应对疫情 

的医疗服务能力。现时香港及澳门均有专业医疗人手短缺及工作量过大问题， 

导致轮候时间较长及公立医疗系统压力庞大。同时，私家医疗服务费用高昂， 

令不少退休人士认为并非实际可行之选。

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决定因素

医疗服务及专科门诊的 

轮候时间过长
61%

私家医疗服务费用难以负担 53%

政府提供的医疗资助 

对医疗费用的帮助有限
53%

于非紧急情况下寻求医疗服务时， 

得不到合适诊治及照顾
43%

医院的床位不足， 

尤其于疾病高峰时期
40%

医护人员不足且工作量过大， 

导致服务质素下降
40%

基数：对医疗服务有忧虑的人士 114 

退休预期忧虑/实际忧虑

%

健康相关 63

    身体机能下降 53

    认知健康下降 36  

医疗保健相关 59

担忧医疗保健费用上涨 46

目前医疗保健服务不足/ 

质素未达预期
25

基数：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或计划前往/ 
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士

460

您预计自己于退休后将有以下哪些担忧?退休以来，您有没有以下哪些担忧?

您提到担忧医疗保健服务不足/质素未达预期的原因是什么?

FULL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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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受访者特别关注个人生理及认知健康，其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健康指数下降是退

休主要忧虑，84%担心身体机能出现健康问题(例如视力问题、骨质疏松、心脏病

或中风等），57%担心认知能力问题（例如思考速度减慢、认知障碍等）。因此，退

休人士一般期望医疗服务质素优良、方便可及，且符合预算。

身体机能

问题

视力问题（例如白内障） 48%

  骨质疏松症     45%

心脏病或中风 

（例如部分瘫痪、行动不便）
44%

认知健康

问题

思考速度下降 47%

认知障碍 42%

基数：对身体/认知健康衰退感到忧虑的人士 289

退休预期忧虑/实际忧虑

%

健康相关 63  

    身体机能下降 53

    认知健康下降 36

医疗保健相关 59

担忧医疗保健费用上涨 46  

目前医疗保健服务不足/ 

质素未达预期
25

基数：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或计划前往/ 
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士

460

您预计自己于退休后将有以下哪些担忧?/退休以来，您有没有以下哪些担忧?
您对自己退休后可能面对以下哪些认知/精神健康问题感到担忧?

84%

57%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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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退休居住地点时，受访者主要考虑准则包括：居住空间大小及生活质素(64%）、

生活成本(58%)，以及医疗服务价格或质素(52%）。而选择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因素 

包括：居住空间较大或环境较佳(67%）、生活成本较低(56%），以及与家人距离 

不远(47%)等。虽然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重视医疗服务，但只有28%受访者因此

而考虑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进一步分析可见，受访者选择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时，不但考虑当地优点，亦审视

原居地的限制。当地优点包括：

「我于肇庆做事多年， 打算将来移居当地。附近有更多绿化 

环境，生活节奏轻松，有助身体健康，更可减轻下一代压力。」

（香港55至59岁男士，准退休人士）

「我于香港退休每月至少要港币15,000元，若选择于大湾区内

地城市退休，每月只需港币5,000元左右。」

（香港55至59岁男士，准退休人士）

选择退休地点的考虑因素 选择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原因

% %

居住空间大小/环境质素 64 67 居住空间较大/环境较佳

生活环境 气候 39 29 气候宜人 生活环境

生活节奏 38 36 生活节奏较慢

财政状况    生活成本 58 56 较低生活成本 财政状况

社会/ 
文化因素

    治安 47 29 治安良好
社会/ 
文化因素

经济 41 27 经济较稳定

医疗保健/ 
长者护理

医疗保健服务价格/质素 52 28 提供物超所值的医疗保健服务
医疗保健/ 
长者护理

便利程度
与家人及朋友的距离远近 40 47 与家人及朋友相距不远

便利程度
    交通 35 37 完善交通网络

生活质素 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39 40 较多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生活质素

基数：计划往其他地区退休的人士 363 基数：计划往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人士 235

选择移居其他地方退休时，您会考虑当地以下哪些因素?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您为什么选择往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可满足有关考虑因素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未能满足有关考虑因素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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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部分受访者表示，原居城市的限制因素包括生活开支难以负担，及 

医疗服务供应不足等：

「我对于香港退休的信心不大。生活指数高，保守估计，我们 

2人每月约需港币10,000元至港币20,000元，旅游费用另计。

此外，年纪越大，医疗费就越多，母亲每次接受物理治疗都要

付港币1,000元以上！」

（香港60至64岁女士，退休人士）

「于香港医病要轮候数月，不如留在中国内地，有更多居住空间

及休憩公园。」

（香港65至70岁男士，退休人士）

深入解构受访者的考虑要点后，可明白其忧虑不止于医疗质素。计划移居大湾区

内地城市的人士，有50%认为跨境医疗保险索偿困难，本地保单甚至无法索偿

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费用。另外，由于部分人士返回香港或澳门接受治疗， 

有41%担心不同地区的医疗纪录无法同步。若解决有关问题，有望使大湾区内地

城市进一步满足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尚未满足的考虑因素。

「不肯定我的危疾保险及医疗保险是否涵盖中国内地，要问一问 

保险经纪。如果未有涵盖，或许须于中国内地投保。」

（香港50至54岁男士，准退休人士）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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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不同见解及对医疗服务的忧虑



虽然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医疗服务有上述行政隐忧，但于价格、个人化服务及专业 

治疗的评价相当正面，包括：物超所值(63%)、良好口碑(48%）、畅顺无缝的 

复诊服务及个人化服务(46%)等。此外，有43%受访者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具备 

原居城市较少提供的专业治疗服务。

受访者认为香港及澳门的服务供应及价格欠缺以上优势，尤其是较高收入人士 

(个人每月收入港币40,000元或以上)往往要求较高，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体贴/ 

个人化复诊服务(60%)及一站式医疗解决方案(54%)较为满意。虽然较高收入

人士相对上倾向选择本地私家医疗服务，但觉得费用难以负担，或有感服务质素 

因专业医疗人手短缺及工作量过大而受影响；基于上述被视为优势的因素，大湾区

内地城市的医疗服务对他们而言代表一种理想解决方案。

「当时我很绝望，医治数年仍未痊愈，右手有问题，生活大受 

影响，就连刷牙、煮食、扭毛巾都有心无力。有朋友建议往中山

尝试小针刀治疗。治疗真的有效，这么多年后手部终于痊愈， 

真的很开心！」

（香港60至64岁女士，退休人士）

「于中国内地有多种中医专业治疗，在香港未有提供。」

（香港50至55岁女士，准退休人士）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

处理跨境医疗保险索偿时

遇上困难/港澳医疗保险 

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医疗 

机构的接受程度有限

50%

担心港澳与大湾区 

内地城市的医疗纪录 

无法同步

41%

对大湾区内地城市医疗 

机构的医疗质素及

水准存疑

33%

基数：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士 235

您提到打算退休后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以下哪些是您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您当初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时，以下哪些是您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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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受访者不考虑往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主要疑虑是当地文化、生活方式及 

语言差异(63%），以及顾虑安全及治安(43%)。此外，近半(48%)受访者希望 

与亲人保持近距离接触，因此不打算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或其他地点。相对 

而言，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质素较低(24%)及欠缺优质医疗服务(26%)是 

次要疑虑。

「我对香港一切都很熟悉。至于大湾区内地城市，我觉得仍在 

发展中。我亦担心空气质素问题，以及饮食未必合我口味，社会

气氛都与香港不同。」

（香港45至49岁女士，准退休人士）

退休后选择大湾区内地城市医疗/保健服务的原因

物超所值（63%） 朋友/亲戚推荐（48%）

提供畅顺无缝的复诊及 

个人化服务（46%）

提供一站式医疗方案/ 

专业治疗或服务（43%）

基数：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或前往/逗留大湾区内地城市并使用其医疗/健康服务的人士

整体 208；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97

您为什么计划在退休后于大湾区内地城市使用医疗保健服务?

您为什么在退休后于大湾区内地城市使用医疗保健服务?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置信水准为95%。

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55%

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60%▲

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38%

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以上  54%

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

处理跨境医疗保险索偿时

遇上困难/港澳医疗保险 

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医疗 

机构的接受程度有限

50%

担心港澳与大湾区 

内地城市的医疗纪录 

无法同步

41%

对大湾区内地城市医疗 

机构的医疗质素及

水准存疑

33%

基数：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士 235

您提到打算退休后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以下哪些是您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请选择所有合适答案。

您当初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时，以下哪些是您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的忧虑?

下半场，转换新场景：对异地退休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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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 

障碍与挑战



31▼▼

27

42▲▲

41

31

28

51▲▲

35

14▼▼

20▼▼ 

24▼▼

56▲▲

35▼▼

33

32

28▼▼

29

43▲▲

对「优质退休社区」概念的熟悉程度

整体 准退休人士 退休人士

个人每月收入 

达港币40,000元
或以上

夹心世代

计划往大湾区 

内地城市

退休的人士

基数: 1,003 500 503 321 399 235

以下我们想就长者起居日常护理了解您的看法。请参阅以下有关优质退休社区的资讯，对您来说，您有几熟悉这个概念?（1分代表「完全不熟悉」，10分代表「非常熟悉」）

▲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高于整体数据，▼ 表示个别群组的调查结果显著低于整体数据，置信水准为95%。

%

退休社区

当平均寿命延长及医疗水准提升，越来越多人士着眼于退休生活环境，希望既 

满足实际需要，又符合个人喜好。现今退休社区不止于提供住所，更透过促进身心 

健康、提供便捷医疗服务及加强社交联系，致力提升长者生活质素。另一方面，

许多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已改变退休观念，不一定与子女同住，反而期望独立

生活，以免增加子女负担及带来不便。

谈及优质退休社区概念，超过四分之一准退休人士及退休人士表示熟悉，另有三分 

之一具一定认识；准退休人士及较高收入人士（个人每月收入达港币40,000元或

以上）对此概念的了解程度更高，分别达42%及56%。

退休社区接受程度

10分评分制

  8-10 分

  6-7 分

  1-5 分

退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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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退休社区具备先进现代化设施、便捷护理服务、各式休闲活动， 

令不少受访者退休生活更充实。并且生活开支合乎预算，地点更邻近香港及澳门。

「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老院设施或许较佳，有护理员推轮椅，更有

花园可安坐休憩。」

（香港65至70岁男士，退休人士）

「观感上，中国内地的护老院甚为新式，有如住宅大厦。里面有

医生，亦有社区设施，仿如退休乐园。餐厅有软餐供应，出入口

设有扶手，更有穿梭巴士接送。」

（香港50至54岁男士，准退休人士)

退休社区

于所有受访者中，有78%对优质退休社区感兴趣，其中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的

优质退休社区比海外退休社区较受欢迎。同时，受访者一般为自己选择此类退休

社区，而非鼓励父母/岳父母入住。除已计划移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受访者外，

部分夹心世代热衷于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生活，亦受有关退休社区吸引， 

主要源于其较佳环境及较低生活成本。

对不同地区的优质退休社区方案的兴趣

%

香港

大湾区 

内地城市

海外

您对以下哪些由「退休伙伴」提供的长者起居日常护理服务感兴趣?

对于您本人/您的父母/岳父母，您对以下哪些地区的「退休伙伴」感兴趣?

  为自己

  为年长父母/岳父母

78% 
对任何优质 
退休社区 
感兴趣

地区

52

34

35

23

13

9

基数：所有受访者  1,003

退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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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地退休社区(包括大湾区内地城市及其他地区)感兴趣的受访者，便捷医疗 

服务或中医诊所(77%)是首要考虑因素，有助及时获得医疗照顾，避免长途 

跋涉。中医强调预防病患、调养平衡及长期保健，可配合长者健康需要。其他 

考虑因素包括：邻近自然环境及露天场所、呼吸清新空气(65%)、配备完善健康

设施(65%)，以及提供专业照顾服务(65%)。

无论于大湾区内地城市或海外，远离家乡及亲友都是考虑退休社区的一般心理 

障碍。

路途遥远及交通不便是主要障碍之一，若退休社区邻近高铁站，并可于0.5至 

2小时内往返香港，五分之一原本对大湾区内地城市退休社区不感兴趣的受访者 

将转为大感兴趣。整体而言，考虑自己或父母入住有关退休社区的受访者将由 

47%增至57%，上升10个百分点。随时可返回原居城市，有助降低他们移居 

异地的心理障碍。

优质退休社区视为理想退休地点的因素

%

邻近医疗设施、中医诊所 77

邻近宁静自然环境 65

提供优良的健康配套设施 65

有专人/团队照顾起居饮食 65

拥有友好的乐龄社区 54

提供一系列休闲活动 54

基数：对任何地点的优质退休社区感兴趣的人士 782

您认为以下哪些因素使优质退休社区成为适合退休的地方?

退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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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5

8

30

6

预计分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优质退休社区的居住时间

%

基数：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质退休社区感兴趣的人士 647

当开始入住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质退休社区时，您希望在那里花多少时间?

对大湾区内地城市优质退休社区方案的兴趣程度

提升便捷程度 提供灵活居住模式

基数：认为「长者起居日常护理」有吸引力的人士 875

对您、您的父母/岳父母，您对以下哪些由「退休伙伴」提供的长者起居日常护理服务感兴趣?

如果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质退休社区距离高铁站非常近，前往香港只需0.5至2小时，您会否感兴趣?

如果位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优质退休社区提供不同居住计划(例如您可选择在那里生活20%至80%时间)，您会否 
感兴趣?

 只想每年住1至2次，有如住度假村

 20%时间住在那里，大部分时间住在香港/澳门/您目前居所

 住在那里与香港/澳门/您目前居所的时间各占一半

 80%时间住在那里，偶尔回香港/澳门/您目前居所

 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

47% 47%57% 57%

没有亲友居于附近是另一障碍，若可安排灵活居住模式，即部分时间居于退休 

社区，同样有五分之一原先不感兴趣的受访者转为大感兴趣。而对于有关退休 

社区感兴趣的人数比例将由47%增至57%；并有65%受访者拟于退休社区居住 

超过50%时间，以及间中返回原居城市。透过混合模式，既可融入预期生活方式，

亦可与亲友保持连系。

由此可见，大湾区内城市优质退休社区备受关注，遂促成两种不同生活方式。 

部分人士计划主要居于大湾区内地城市，部分则视之为次要居住地，退休后部分

时间居于当地，并与原居城市保持连系。

了解退休社区方案后 了解退休社区方案后

退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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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香港及澳门，退休是人生大事，但不少受访者仍未有周全退休计划。许多个案

显示，个人情况及未知因素令人难以准备充足。其中，夹心世代照顾父母及子女

的重任成为筹划退休生活的阻力。

有见及此，准退休人士日趋留意外地合适城市，计划移居，期望有助退休后保持

财政实力，减轻照顾子女的负担之余，亦不影响自己的退休生活质素。

近年有不少准退休人士考虑更多退休地点，例如大湾区内地城市，由于生活指数

较低，居住空间较大，备有全面医疗及长者服务，加上地理上邻近港澳，日渐 

成为受欢迎选择之一。

传统社会主张「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改变，现在退休人士更希望为自己建立丰裕

未来，享受自给自足、舒适写意的退休时光，并密切寻求各种可行方案。

退休代表人生下半场的开始，可谓享受自由生活及丰盛人生的新起点，而关键 

在于深思熟虑，切实准备。

由探索自己最适切的退休生活方式出发，考虑财富、地域及社会因素，明白个人

所需，以及什么方案或理财工具有助实现退休计划。同时紧记，提早数年甚至 

数十年开始规划退休，可能更早享受丰硕收成。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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