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

分，我們一直積極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就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發表

「集思港益—人口政策諮詢文件」的內容，我們對幾個議題有以下建議:  

單程證制度和審批權 

單程證的原則，是透過此政策讓內地居民可以於申請來港與香港家人團聚，

由於申請人與香港市民有密切關係，我們認為香港政府應積極參與，甚至取回單

程證的審批權。這一方面可以協助香港居民，以了解有關的申請進度，另一方面

亦可透過香港的監察，以減少內地的貪污個案，影響香港的基層市民。目前有不

少指控認為內地政府透過單程證制度輸入與香港市民無親屬關係者，有關指控亦

令到新來港人士及其家人受到嚴重的滋擾，日常生日受人歧視和白眼。香港政府

有必要主動爭取單程證的審批權，以釋除公眾的疑慮，對新來港人士及不信任、

歧視和指控，讓他們可以在此地安心生活。 

目前在香港沒有任何一個監察的機制，讓港人了解內地家人申請單程證的進

度。我們要求在特區政府成功取得單程證審批權之前，立即成立中港兩地聯合審

批協作事宜機關，以協助單程證申請人的港人家屬，可以透過此機構調查並審批

兩地因申請出現困難，以致未能及早達至家庭團聚的個案；而立法會亦應重新成

立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以加強監察審批單程證的進度及特

殊個案的覆核。我們認為，有關機制可加強「單程証」審批時的透明度及廉潔情

況，以監管所有個案均屬家庭團聚的需要，而當中沒有被內地貪官挪用作生財工

具。 

雙非兒童在醫院出生的權利 

上一份人口政策報告書由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提出，當時政府的建議是

要推廣醫療產業，鼓勵內地居民來港使用港人的公立醫院設施。加上 2003 年開

始實施自由行，更多內地居民選擇來港產下子女。當時特區政府又一味鼓勵生育，

社會的配套設施又不足，以致本地居民怨聲載道，將對政府施政不力的怨氣，錯

發在內地居民身上。 

梁振英政府為了博取短暫的掌聲，不顧終審法院於 2001 年的判決，以行政

指令阻止私家醫院和政府醫院為雙非家庭提供生育服務。我們認為，沒有為醫院

 



 

提供足夠的床位，沒有為適齡學童提供足夠的幼稚園，全是人口政策的錯配所致，

特區政府應負起有關的責任，而不應該推卸到中港家庭的身上，特別是港人內地

的配偶，他們失去了在公立醫院生育的權利，而要支付昂貴的私家醫院費用。如

政府人口政策的規劃配套設施做得好，無論單非或雙非兒童在港出生，社會也應

夠能應付，不但可幫助減低人口老化的衝激，亦可好好培養他們成為社會的生力

軍。可惜，短視的梁振英政府沒有看到這些優勢，反而要中港家庭為失敗的施政

而揹上「黑鑊」。 

雙非孩子的福利權利 

2008 年港府亦同時以行政措施截停雙非孩子在港申請綜援的權利。港府迫

令雙非孩子的父母，必須要找到一名同是綜援申請人的監護人，而且必須要同住

才可作出申請。此額外的要求無疑是為了加重雙非孩子和家人的生活壓力。在目

前的綜援制度下，港府有責任照顧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港人，不管其父母是否香

港居民，他們的居港年期，及申請是否以家庭為單位。社署如對有關個案的經濟

情況有任何懷疑，可以進行詳細審查，而不是以行政手段將更多無理的關卡加諸

在申請人身上。我們要求港府立即取消有關的限制，令雙非孩子與其他港人一樣，

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 

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 

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在 1999 年人大釋法被剝奪，爭取多年後至 2011

年 4 月份才得以落實「超齡子女」的安排。但有關的申請程序非常緩慢，目前申

請只限於父母在 1983 年或之前來港的子女，父母由 1984 年至 2001 年來港的子

女，其申請仍然無期。要求港府加快有關的申請。 

我們重申，超齡子女的居港權，早在 1999 年應已落實，延至今天才可提出

申請，在申請過程又加入諸多阻撓，並不公義。此外，2010 年的政策遺忘了一

批於父母來港時已經超過十四歲的子女，他們至今仍未可提出申請。這一批子女

的數目為數不多，應包括他們的申請，才可完全彌補當年人大釋法對這批家庭造

成的嚴重傷害。我們要求，將超齡子女納入申請單程證的類別內，以顯示當局正

視這批家庭的訴求，無需再用餘額去處理有關的申請。 

鼓勵生育 

政府及委員會指出香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現象，而且出生率不足，有需要加強

鼓勵生育。正委會認為，要鼓勵生育應從整體社會環境角度切入，並非只是從稅

務優惠作誘因。目前現時香港未有民主政制，勞工欠缺保障（如：沒有最高工時

立法、沒有集體談判權等）、樓價及租金高企、新聞及言論表達的空間正被收窄、

教育政策混亂、朝令夕改，課程過於壓迫，致使小朋友與家長身心俱疲等等，都

是市民不敢生育的原因。 政府及委員會應從各方面的社會政策入手，為香港締

造一個「適宜居住」的社會環境，促使香港人看得見香港的未來，為鼓勵生育營

 



 

造有利條件。  

中港矛盾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最近的人口政策諮詢會上，面對與會者一再批評新來港

人士時，她和其他政策局官員，不時強調新來港人士的貢獻，表面上是為新來港

人士說話，但事實上，當年提出為新來港人領綜援設限的，是香港政府，港府才

是有關問題的始作俑者。猶記得早幾年政府庫房有盈餘，每名港人均可領六千元

津貼時，受惠者只包括 18 歲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和移居海外的人士。仍在香港

生活的新來港人士卻要通過「關愛基金」的經濟審查，才可領取。港府本身已經

立下「歧視」新來港人士的壞榜樣，即使林鄭月娥不斷為新來港人士護航，但亦

沒法彌補港府在一連串社會政策上，為香港社會帶來的撕裂和矛盾。目前香港社

會撕裂，中港矛盾日漸升溫，香港政府必須為此負上最大的責任。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201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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