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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總結 

 

女性參與勞動市場 

 

回應人士有明顯一致的意見，就是認為可以有更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並提供了

不少建設性的具體建議。這些意見包括：改善託兒服務、締造更多家庭友善的工

作環境、創造更多兼職職位和提供更好的再培訓機會。這些建議有助減少婦女需

要被迫在生育或工作兩者之間作出抉擇的情況。更具體而言，可以透過提供更全

面的社區託兒服務和課後託管來加強託兒服務，例如增加政府對社區託兒服務的

支援，以及擴展「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有很多意見關注到在難以覓得可負

擔及可靠的社區託兒服務的情況下，加上現時一般家庭難以挽留表現良好的家庭

傭工，這些建議有助解決託兒的難題。在改善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方面，常見的

建議包括：彈性工作時間；讓家長在孩子生病、或是在暴雨或颱風信號懸掛及學

校假期時請假照顧孩子；以及更廣泛支援居家辦公。  

 

 

退休年齡 

 

回應人士普遍十分支持提高正常退休年齡、讓僱員自行決定退休年齡、政府部門

優先為長者提供就業機會，以及透過提供稅務優惠或資助鼓勵私人機構僱聘用長

者。雖然回應人士一般支持提高正常退休年齡，但回應人士（特別是透過簽名運

動表達）亦普遍關注對年輕員工構成不利影響。對於提高公務員退休年齡一議題

上，回應人士並沒有明顯的共識。此外，有意見支持容許體力良好的僱員繼續工

作。   

 

 

新來港人士 

 

在新來港人士方面，有大量回應（特別是透過簽名運動表達）關注單程證計劃、

假結婚，及新來港人士會否加重對香港的負擔。在涉及單程證計劃的意見當中，

有許多意見（主要透過簽名運動表達）提出香港應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訂立甄

選準則、減少名額，以及讓新來港人士保留在內地的登記戶籍，以便未能適應在

香港生活的新來港人士能重返內地生活。亦有建議是關於改善培訓服務，以協助

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此外，有一些回應建議將來應停止批准以婚姻作為家庭團

聚的申請。也有意見關注要「居港七年｣才能享有特定的政府福利和服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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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 

 

殘疾人士政策方面，回應人士並沒有呈現出主流意見，但最普遍的回應是鼓勵僱

主聘用殘疾人士。 

 

 

少數族裔人士 

 

在少數族裔勞動人口方面，主要的建議都是針對就業(包括培訓和中文訓練支援)

以及融入社會。 

 

 

人力資源質素與教育 

 

有很多的意見提及有需要改善職業教育(包括為稍欠吸引力的工種推廣其職業發

展潛力)、確保專上教育配合勞動市場或社會需求、改善大學教育、以及加強支

援持續進修教育、資歷架構及副學位課程。 

 

 

輸入人才 

 

有關輸入人才方面，回應人士指出的主要問題包括：輸入人才的障礙（例如託兒

所/幼稚園/學校學位不足）、政府需要更加積極主動招攬人才和提供誘因鼓勵非

本地學生留港工作，以及需要就特定行業優先吸納人才。 

 

 

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及他們的子女 

 

在有關已移居外地的回流香港人及他們的子女方面，回應人士大多沒有明確的主

張，但最常見的意見包括回流的障礙和有需要主動招攬他們回流。 

 

 

輸入低技術工人 

 

有大量回應就輸入低技術勞工表達意見。當中透過簽名運動表達的意見強調需要

保護本地的低技術工人，及希望設立嚴格的工作簽證批核標準。對於是否需要輸

入低技術工人，有廣泛的意見分別支持及反對輸入低技術工人，回應人士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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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意見。此外，有建議表示應重點處理較難吸引人入行和人手短缺的行業，

例如：建造業及護理服務業。同樣地，在輸入低技術勞工方面亦應按行業的需要

訂定優次。總括而言，回應人士在輸入低技術工人的議題上並無共識。 

 

 

有關輸入勞工及移民計劃的其他意見 

 

有些其他意見是關於輸入勞工及移民計劃，但沒有具體提及需要哪些資格或技術

水平（不涉及低技術工人或人才的議題），當中有很多意見表示應優先僱用本地

勞工或提高他們的工資以保障本地工人。同樣地，整體上回應人士對是否需要輸

入外勞的問題上意見紛紜。 

 

 

其他人力議題 

 

有很多意見是關於其他人力議題，包括鼓勵有工作能力的領取福利及綜援受助人

士重投工作、實施標準工時、發展新興行業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以及鼓勵承認

海外資歷。 

 

 

對婚姻與家庭的支援 

 

有很多意見表示應鼓勵加強支援家庭，建議包括對家庭的財政支援(例如稅務優

惠及育兒津貼)和其他形式的支援(譬如為家庭提供資助房屋)。 

 

 

對生育及懷孕的支援 

 

有很多意見表示應提升對生育及懷孕的支援，包括為懷孕提供財政支援、延長產

假，以及提供侍產假。 

 

 

婚姻及成家的障礙 

 

回應人士的意見有很多是有關窒礙婚姻及組織家庭的障礙，其中包括：住屋開支

及房價/租金對住所大小的影響；教育服務(包括幼稚園及學校)的供應；昂貴育

兒費用(包括教育開支)；以及有關搶購奶粉、教育制度，以及工作時間過長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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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積極樂頤年 

 

回應人士提出了很多與積極樂頤年相關的建議，其中包括提出長者擔任義工的潛

力，以及建設香港成為友待長者的城市的建議。 

 

 

銀髮市場 

 

關於銀髮市場方面，回應人士的意見較少，但主要是圍繞這個新興市場的潛力的

主題。 

 

 

在香港以外地方養老 

 

關於在香港以外地方養老的意見中，回應人士均在意見中提述內地為養老的地點，

除此以外並沒有主流意見。 

 

 

對長者的支援 

 

有很多回應人士表示有需要增加對長者的支援，其中包括經濟支援、安老院舍服

務、醫護服務，以及長者住屋。 

 

 

人口增長 

 

有很多回應人士表達對人口增長的關注（主要是透過簽名運動表達），意見指鑑

於目前的人口密度，希望設立人口上限或不應以增加人口作為政策目標。 

 

 

生活質素 

 

有回應指出諮詢過程過分著重討論人力或經濟，而忽略了探討生活質素方面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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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口議題 

 

有回應人士表達對第二類兒童（非本地居民在港所生子女或俗稱「雙非兒童」）

以及取消個人遊計劃的關注（主要是透過網絡論壇表達），也有意見關注人口推

算及政府以香港人的利益為先方面的問題。 

 

 

其他一般議題 

 

在公眾參與過程中，回應人士提出了一些在諮詢文件範圍以外的議題，包括房屋

議題(當中尤其以增加公共房屋供應為多)、醫療以及教育。 

 

 

公眾參與過程 

 

關於公眾參與過程，回應人士的主要關注是資料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