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社會公義與民生關注委員 

就人口政策的意見書 
 

一．願景 

本會認同諮詢文件的前言所說：「一個可持續的人口政策須在創造經濟財富、

所有人享有平等機會和更優質生活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頁2）然而是次諮詢文

件只側重勞動人力發展，於平等機會和更優質生活則甚少提及，更遑論三者如何平

衡。更重要的是，整份諮詢文件也沒有任何整全的願景和目標，只是「羅列主要的

事實和數據，辨識和探討主要議題，並建議可帶來改變的可行方向」，然後由市民

發表意見（頁10），雖然這樣可以起拋磚引玉的作用，然而未免讓市民有漫無目的

和方向的感覺，較難引起深入的討論。 

就如在諮詢文件提出的五大應對挑戰的方向（頁10），諮詢文件只是集中如何

增加和釋放勞動人力方面，卻沒有探討增加和釋放勞動人力後可以投身的工種，雖

然文件有提及現有的職位空缺行業（頁34），然而文件同時也指出，這些行業中也

有某些行業的勞工需求的性質並非長期固定，會隨時間而有所轉變（頁35），因此

長遠而言，勞動力錯配問題將不會獲得解決。 

香港回歸後短短十多年，歷任政府曾提出四大經濟支柱和六大產業，今屆特首

則提出四大潛力行業群，重心不斷在改變，政府也沒有具體檢討各項產業成效和解

釋轉移的原因。作為人口或人力政策的基礎，政府必須先確定具體的願景，制定適

當的中長線目標，剖析各種潛力行業群的結構和內容，才可以釐定相關的政策、措

施和配套，從而應付未來勞動人口的需求和培訓，以致「確保本地人才能掌握香港

經濟體系所需的技術和專業知識」（頁8）。 

此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曾表示，不會為香港的人口定上限。然而作為

人口政策的制定，即使不為人口定出上限，仍需要在未來人口變化下，合理地演算

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增長所相應有合適的各種規劃（如土地、教育、醫療等），從

而確保「更優質生活」這個人口政策的另一項重要目標，否則遑論在創造經濟財富、

所有人享有平等機會和更優質生活三者之間取得平衡，「家是香港」也只會是不設

實際的口號而已。 

 

二．婦女 

在釋放現有人口的潛力方面，儘管文件提出了料理家務者為市場新血、拖長退

休年期和推動新來港人士、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加入勞動人口（頁12），但仍

以第一類──女性料理家務者──為重點，因為涉及的數目最多，然而勞動人口參

與率卻相較男性為低，所以文件認為「應協助婦女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頁15）。

然而把婦女定位為「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其實是反映出一種性別定型的視角，

是與香港所重視的性別平等這個重要價值背道而馳，未能促進「所有人享有平等機

會」這項重要人口政策原則。 



另一個問題的是，文件並沒有視料理家庭者的家庭勞動也是一種勞動力，至少

沒有正視家庭勞動力在GDP以外的社會及生產價值。其實在文件也提及到，「假如

沒有外傭，本港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便會大幅下降」（頁33），可見家庭勞動力

確是包含著GDP以外的實際、但卻是隱藏了的生產力，所以料理家庭者其實是從事

著非商品化的勞動，其價值也肯定不少於外傭對其本國GDP的貢獻。另一方面，按

調查所知，不少女性料理家庭者其實也想出外工作，所以政府若然希望「釋放」女

性料理家務者，政府是有責任設立足夠的幼兒服務，如把現有的社區保姆納入為正

規工作，同時政府也應提倡和制定家庭友善政策，如提供更多稅務寬減、落實標準

工時，讓就業人士──不論男女──能有更多時間兼顧家庭及工作等。 

 

三．長者 

對於長者方面，諮詢文件隱含兩種不同的描繪。首先，文件一開首就表示未來

人口老化會降低勞動人口參與率，而隨著人口老化，總撫養比率在三十年後將會倍

增（頁6），這也是整份文件的基本出發點，於是長者被視為對社會的一種威脅或包

袱。但另一方面，文件又指出，未來長者較諸以往的長者，身體更加壯健，教育程

度更高，會成為一個 「銀髮市場」，帶來大量商機（頁46）。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印象，其實反映了未來長者群貧富兩極化的現象。單單就總

撫養比率數字並不能全面了解和對應長者群這兩種不同情況和需要，政府應切實就

未來長者作出系統性的研究，在「積極樂頤年」的願景下對作出相應和適當的政策。

就如文件中提到的延長退休安排，對於較低收入的一群長者是有其需要，是政府應

在政策上加以協助，如對聘請長者的企業作出稅務寬減等。而對於經濟較富裕的一

群長者，通常是專業人士，他們無須延長退休，反而如文件中所說，鼓勵他們退休

後積極投身義工行列（頁44），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經驗服務社群，這樣的話，

對年青一代的職業前途和進升也會有正面的幫助。 

我們認同文件提出「積極樂頤年」的方向（頁43），而對所有長者來說，最重

要的兩個課題就是退休保障和醫療健康系統。對於前者，我們期望安老事務委員會

可以清楚提出一個全民即時受惠和可持續的退休保障計劃，並作為政府優先推動的

政策之一。對於後者，政府應設立以社區為本的疾病預防及保健支援網絡，減少長

者對醫療系統的依賴。此外，安老服務也是重要的一環，文件中一再提及護理服務

業面臨勞工短缺，單靠輸入外勞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相反地政府應提昇護理服

務業的專業地位，從而提高工作技術水平和待遇，才能提昇安老服務的水平，讓長

者能安樂頤年。 

 

四．少數族裔及新移民 

對於少數族裔，文件正確地指出，「未能純熟地讀寫中文，可能妨礙了少數族

裔人士（尤以南亞裔為甚）融入社會。這亦可能令他們較難找到與其資歷匹配的工

作，影響在港落地生根的少數族裔人士在社會向上流動。」因此政府必盡快落實施

政報告中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計劃，並且加以定期檢討，而有關



計劃也應延伸至職業訓練局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讓更多少數族裔受惠。 

對於現時成功申請成為本港居民的非廣東話新移民，政府也應學效外國，為這

些人士訂立新移民融入政策，如於他們進入香港的第一年，必須修讀為他們設立的

廣東話初階和認識香港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基本情況的課程，以便讓他們能盡

快融入香港，並成為勞動市場的新力軍。 

 

五．教育 

諮詢文件也提到一個重點，就是「人力問題是一個涉及質與量的課題」（頁8）。
全球已發展地區皆向知識型經濟發展，香港也不例外，所以在人力政策上，不能只

重量不重質。香港現時本港適齡學生入大學率約為18%，但仍遠低於其他已發展國

家，所以政府有必要增加資源及學額，提高本港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特別是增加

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的銜接學額。 

在研究院課程方面，2005年前教資會規定本地研究生課程只能取錄不超過兩成

非本地生，後為著收生國際化而加以放寬。然而現時學生方面有八成來自國內，明

顯地並未能達至國際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儘管本港有「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安

排」計劃，然而成效不彰，結果由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培養的畢業生，往往未成為

能留港工作，成為建港力量。所以政府應重新定立限制，我們建議非本地生應不多

於5成，這樣才可以為香港培育更多貢獻和回饋本地的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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