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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教女青年會﹝以下簡稱本會﹞ 

就 2014 年人口政策諮詢之意見書 

21.2.2014 

 
1 釋放現有人口的潛能 

 
 1.1 加強配套，讓有意重投社會工作的婦女得到真正選擇 

   
1.1.1 肯定家務勞動者的貢獻 

按政府數據顯示，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人口會由三十五歲左右開始大幅度

減少，主要原因乃婦女結婚或生育後，因照顧家庭關係會轉為全職家庭主

婦，大部份亦是家務勞動者，為家庭及社會作出努力。本會期望政府能就

家務勞動者為家庭及社會作出的貢獻予以肯定，並積極研究家務勞動者的

退休保障。婦女無論重投職場與否，其讓香港社會的發展貢獻亦應被肯

定，並讓婦女有真正的選擇。 
 

  1.1.2 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現今女性的學歷不斷提高，入大學率更勝男生。部份已婚女性，生育後也

希望繼續投身職場，一方面能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也能與時並進，並

貢獻所長。在此情況下，建議政府可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推動彈

性上班、職位共享、支持母乳餵哺、家居辦公予商界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等，

讓婦女選擇重投職場時，得到實質配套支持。 
   
  1.1.3 增設「無加班日」 

香港超時工作的情況十分普遍，長工時不利於家庭與工作平衡，亦影響婦

女投入勞動市場之意慾。建議政府可參考其他國家每星期設一至兩天「無

加班日」，提倡準時下班，既能提高員工工作效率，增加員工對公司的歸

屬感，亦能平衡工作與家庭需要，並為公司節省能源。 
   
  1.1.4 優化托兒及社區保母項目 

另一妨礙婦女重投社會工作是缺乏托兒服務，建議政府可研究與非政府機

構合作，在各區有系統地設立具彈性的津助托兒服務（包括初生嬰兒），優化

社區保母項目，並向育有 12 歲以下的家庭提供現金援助或稅務減免，鼓

勵婦女就業，為有意重投職場的婦女提供真正的選擇。 
 

  1.1.5 提供就業支援和培訓 

婦女重投職場需時間適應和調節，建議政府可研究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為

婦女重投職場提供就業支援和培訓。同時，婦女亦多考慮兼職工作，建議

政府應優化兼職勞工的福利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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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本地培育人才的質素 
  

 2.1 普及教育雖好，須配合社會發展供求，周詳部署 
   
  2.1.1 審視就學與就業之協調及長遠規劃 

普及大專教育是優質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亦需投放大量資源，若欠
整全的規劃及協調，容易造成工作要求與勞動人口資歷錯配，構成嚴重社
會問題。現時專上教育過於以滿足用家為主導，院校往往為著自身發展及
經濟考慮，開辦不同類別的副學士課程，部份課程過於側重學術性，未能
配合社會發展及僱主需求，年青人畢業後往往抱怨未能獲得相關的就業機
會。然而為了進修，年青人可能需要面對大筆債務，但也不甘心放下身段，
從事較低薪酬之職務，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局，未能在職場上得以
發揮，足見教育及職場之間極需有良好的規劃。建議政府從宏觀著眼，跨
部門的協調與規劃，就人力資源供求設每五年的分階段研究，就香港短
期、中期及長期的發展作出整全的規劃，並審視教育與社會發展、產業或
基建的配合，讓社會各持份者均能獲益，締造優質生活。 

   
  2.1.2 營造有利條件發展多元經濟結構 

年青人在現今的社會未能發揮所長，與現時的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化有莫大
關係，過往香港經濟發展主要集中於金融、旅遊及地產等產業，以致結構
過於單一，過往政府也了解這問題之所在，提倡四大發展支柱、六大產業
及十大基建等願景，但及後均未能持續落實推行。諮詢文件提出要發展多
元經濟是好的建議，然而香港政府必須落實提供有利條件讓這類行業得以
發展，並且跨屆政府就發展方向須要貫切執行。政府應訂立清晰的創新經
濟發展方向，如亞洲四小龍，包括：香港、台灣、新加坡及韓國；以韓國
昔日以重工業經濟為重，其後韓國政府鼓勵企業創新求變、進行科研及不
斷調撥資源支持企業發展電子科技，現韓國的電子科技己達至世界的領導
地位。本會建議政府建立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投放資源持續支持到位的
企業發展。 

 
  2.1.3 推動具系統及認受性的資歷架構 

資歷架構宣傳及認受性不足。政府應帶頭做起，在政府部門設立清晰的資
歷架構，讓公眾明白及參考，且令人力資源及培訓人才有跡可循。另外，
政府亦必須與不同的企業合作，推動系統性的資歷架構，如：與社會上的
企業訂定不同行業的資歷架構，加強認受性。 

 
 2.2 制定相關政策及措施，全面推動青年就業及生涯規劃教育 
   
  2.2.1 增設就業及生涯規劃教育 

年青人失業年齡隨著政府致力推動專上教育及可頒授學位的自資院校發
展而不斷向後移，高中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比率，由 2001 學生的 33%
增至 2012 年 87.72%〔教育局, 2012 年 11 月〕，2011-2012 年副學位〔全日
及兼讀〕學生人數共 86,600，當中 7 成〔60,600〕修讀學費高昂的自資副
學位課程，年青人尚未畢業已背負以十萬元計的債務；然而，2011 年人口
普查數據更顯示，副學位畢業青年〔15-24 歲〕的收入中位數只有$6,500，
遠低於高中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的$7,540 及初中畢業生的$7,000。根據政
府人口政策諮詢文件顯示，年齡介乎 20 至 29 歲從事全職工作的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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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月薪中位數在過去十年間基本上亦只維持於$10,000 左右。因此，增加
教育機會，延後就業年齡並不會為年青人帶來光明就業前景，反之是債務
纏身、高學歷缺就業經驗的困局仍然存在。本會建議於副學位及專上學院
課程中增設就業及生涯規劃教育，令課程內容更全面、更充實及更能配合
職場需要，為青年人由就學過渡至就業階段作好準備，以助年青人日後容
易找到工作，提升個人競爭力。另外，建議建立「青年勞動人口資料庫」，
全面掌握及分析年青人就業/失業數據，以制訂長遠的青年就業策略。 

   
  2.2.2 發展以職業為本的學習計劃 

於高中發展以職業為本的學習計劃，從學校階段開始讓年青人認識自己的
職業興趣及發展相關技能及知識，建議成立基金，推動年青人參與工作實
習，期望新高中設「一人一工作體驗」計劃；亦建議加強學校與企業的溝
通及合作，於合適行業推行「師徒制」運作，實務地擴闊年青人對各行業
的了解，並承傳「敬業樂業」精神，讓年青人及早準備進入職場。 

 
  2.2.3 完善社會配套以促進技術性行業發展 

部份社會人士尤其是家長及青年人對技術性行業帶有負面的看法和標
籤，認為這類行業屬勞動性、辛苦、地位及待遇也比不上其他專業。但隨
著香港基建及旅遊項目發展，技術性工種收入不斷提升，部份行業如建
築、航運、零售及護理的職位均求過於供，行業發展前景明朗。建議政府
加強宣傳教育，提倡以上行業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普及社會人士對技術性
行業的認同，優化行業的薪酬待遇、晉升機會、專業形象及進修配套，讓
願意投身技術性行業的青年人及社會人士有清晰、向上流動的職涯規劃，
達致人盡其才，造福社會。 

   
 

3 以新來源補充現有人口及勞動力 
  

 3.1 訂立清晰及明確的準則及配套，保障本地工人權益 
   
  3.1.1 規劃專才政策及優化勞動環境 

本會對引入海外及内地專才持開放態度。引入海外及內地人才以補充現有
人口及勞動力的方案需仔細研究及探討，政府必須訂立清晰及明確的準則
（包括配額及行業限制），有需要時提高申請資格，並嚴謹執行審批程序，
以保障本地勞工權益。政府亦應考慮優化香港的勞動環境，保障勞資雙方
的完善勞工政策，鼓勵企業及公司提升「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
「工作友善」及「家庭友善」的措施。 

   
 3.2 加強規劃與培訓，讓外來及本地工人同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 
   
  3.2.1 為重點產業培訓人才 

香港應發展重點產業及栽培特定人才類別，除了讓香港的經濟有明確的發
展方向外，香港的人才培訓可朝著重點產業的方向，加以栽培相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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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協助少數族裔融入就業市場 

     為內地新來港人士及本港少數族裔人士提供適切的教育及專業培訓，提升
他們的就業能力及適應香港生活。 

   

  3.2.3 積極挽留人才 

在研究輸入人才之時，政府亦應加以留意人才流失的問題日趨嚴重，並對
症下藥，以積極挽留人才作為重點工作之一。政府亦應該有明確清晰的方
向以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讓港人生活更美好應為人口政策諮詢的主
旨，人口政策重點需著重經濟發展及提升勞動力，但最終是讓港人能安居
樂業、生活美滿。 

   
 

4 營造有利環境讓市民成家立室及生兒育女 
  

 4.1 減低生兒育女的經濟壓力，鼓勵生育 
   

  4.1.1 實施稅務寬減及免費教育政策以減輕育兒負擔 

要鼓勵生育，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是增加子女免稅額，並增加在教育方面
的資助及全面配套，本會建議政府落實提供 15 年免費教育；更可以仿效
外國提供育兒及學習津貼，簡單而直接的經濟支援，有助減輕育兒的經濟
壓力。 

   
  4.1.2 增加家庭假期以助在職父母照顧初生子女 

參考外國經驗，增加有薪產假至三個月，及後可以停薪留職至一年，一來
婦女可以專心照顧初生小孩並建立更親密的親子關係，二來亦可以方便支

持餵哺母乳的婦女，並可考慮在幼童六歲前，每名家長每年可享有最多七
天的家庭假期。 

   
  4.1.3 針對遲婚及不育問題提供輔助生殖科技支援 

香港人普遍於 30 歲才結婚，在歐亞地區算晚婚。但現時輔助生殖科技支
援不足，不少夫婦都出現不育問題，但政府醫院輪候時間長，往往要三至
五年時間才能成功申請輔助生殖，優先申請的婦女往往亦要 35 歲或以上，
不利港人夫婦成功成孕。另外，政府亦可考慮定額資助已斷症的不育夫
婦，在私營的輔助生殖科技中心進行生殖輔助。 
 

  4.1.4 增建幼兒學校及幼稚園以全面支援在職父母需要 

香港人十分著重幼兒教育，入學率近 100%。研究亦證實 6 歲前是成長的
重要階段。要釋放婦女的勞動力，紓緩雙職父母的壓力，並吸引海外專才
留港發展，多元化的幼兒教育模式：半日及全日制並存，非常重要。一個
有遠見的人口政策需要兼顧不同家庭的需要，作出全盤及長遠的計劃，讓
每個家庭都有能力去培育健康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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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相對經濟壓力，家庭健康對培育下一代更為重要 
   
  4.2.1 積極推行家庭生活教育服務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吳敏倫指現代人對愛情婚姻
和家庭失去信心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一大原因。故本會呼籲政府應重新積極
推行家庭生活教育服務，投放更多資源推動婚姻培育工作，建立家庭健康
觀念，為香港人口增長締造穩健基礎。

   
5 迎接高齡化社會帶來的機遇 
  
 5.1 投放資源讓長者積極樂頤年 
   
  5.1.1 提供長者學習津貼及吸納導師人才

為達致「積極樂頤年」及友待長者的生活環境，本會建議除了善用現時所
設長者學苑外，亦可提供學習津貼予長者，讓長者可在就近地區之長者中
心學習更多知識。本會亦建議提供更多資源予長者中心，以吸納更多高質
素之導師教授長者，吸引長者參與課程。 

 
5.1.2 集結退休人士的義工力量 

隨著人口老化，預計每年有數十萬人士退休，他們當中不乏 50 多歲、健
壯且希望繼續貢獻社會的退休人士。然而現時長者中心只容讓六十歲人士
參加，建議政府給予資源成立退休人士中心，吸納更多退休人士，為他們
提供培訓，以善用這班專才之智慧，鼓勵退休人士成為義工，令社會有更
多新動力。 

 
5.1.3 推行關顧準退休人士的措施 

本會建議早於長者退休前，社會應提出「全面關顧」概念，為長者提供適切
的退休預備適應，關注長者在健康、理財、家庭/夫婦關係、社會參與等各方
面的配套服務，幫助他們退休適應，以延緩因老化衰退出現之問題，減輕社
會照顧的承擔，亦有助盡早邀請長者成為義工，積極投入社會。 

 
5.1.4 支持及推動銀髮市場的發展 

高齡人口比例將會不斷增加，而不同階段銀髮族的需求，確實帶來很大商
機。建議政府大力支持及資助不同的社會創新項目，針對發展以長者「居
家安老」為目標的服務，如：到戶式家居照顧及訓練、日或夜間暫托及護
理、離院後暫住及訓練、以及護老者專業訓練及支援等。 

 
6 總結 

 是次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於前言中提及「人口政策議題廣泛，與多個範疇的公共政策
環環相扣，為使今次公眾參與活動更聚焦，我們決定不重複一些其他委員會正研究
的議題，包括扶貧委員會的退休保障課題、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房屋問題，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公共財政議題，以及現今和未來長者醫療和福利需要，這
些議題正由相關政策局與主要諮詢委員會研究中」，我們明白將諮詢範疇聚焦的好
處，但也正如上文提及，公共政策是環環相扣的，過份切割則難於回應問題的核心，
我們期盼各研究或諮詢委員會均顧及各本位之餘，亦對其他相關議題有適切的了解
及溝通，發揮協同效應，為香港建立清晰及具實踐性的整全藍圖，讓將來的政策文
件不但有各相關部份的細緻描述，也能帶領香港邁向更美好的將來，做到「可見樹
木，亦可見森林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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