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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慾創20年新高 經濟受壓不敢「搞出人命」

家計會自1967年起，每5年進行一次
「香港家庭計劃知識、態度及實行調

查」，而有關調查亦於去年8月至12月進行，
成功訪問了1,518名15歲至49歲已婚或現正

同居的女性，以及其1,059名伴侶。根據昨
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的平均子女
數目為1.24名，較2002年的1.6名及2007年的
1.49名更低，「一孩家庭」的比率由32.5%

升至37.5，而「兩孩家庭」則由40.5%下跌
至32%，令「一孩家庭」的比率首次超越

「兩孩家庭」，「無孩家庭」比例亦由2007年
的16.1%升至23.4%。

「一孩家」比率首超「兩孩家」
雖然平均子女數目不斷下降，但市民生育

的意慾卻創20年來新高，期望生育或再生育
的女性比例由2007年的12.7%升至最新的
20.2%，而不想生育的比率則由80.8%下跌至
63.8%，反映受訪女性在生育的期望上更為
積極。葉兆輝認為，近年港府在不同場合都
會講到本港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問題，令本
港女性更理解生育的重要性，加上經濟不斷

復甦，增加市民生育的意慾。

倡政府提供教育住屋資助
出生率下降與生育意慾上升，令實際與理

想子女數目出現明顯落差，實際子女數目少
於理想子女數目的受訪者佔39%，較2007年
的26.3%大幅增加，而實際子女數目合乎理
想的比例則只有56.1%，較2007年的65.9%下
跌9.8%。葉兆輝表示，生育的成本及經濟壓
力令市民減少生育，建議政府在教育及住屋
等經濟層面上提供資助，亦鼓勵老闆在面對
員工懷孕時，可以停薪留職及由全職轉兼職
的方法，令市民能夠更積極考慮增加生育的
計劃。

新鮮菜價漲 上月通脹微升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港人愛吃魚，石斑更近乎
是酒席必備之選。然而，香港大學一項研究發現，全球
163種石斑魚當中，多達42種類有存活威脅，當中20種更
面臨絕種危機，包括酒樓食肆常見的紅斑、老鼠斑、西
星斑及龍躉；若情況持續，石斑魚或會於未來5年至10年
面臨絕種。香港大學太古研究所海洋和淡水生物研究學
者薛綺雯指出，單是2009年，全球食用石斑魚已超過30
萬噸，約9,000萬條石斑魚在餐桌上被吃掉，較10年前增
加25%，又以亞洲需求最高，呼籲人類停止過度捕撈並
節制食用。

薛綺雯與她的研究團隊分析了海洋生物學家逾20年的
數據，加上實地考察，發現全球163種石斑魚當中，42種
有存活威脅，另有30種數據不足。她昨日在記者會上指
出，國際間未有妥善的協作保育及漁獲管理措施，以致
在過度捕撈趨勢持續的情況下，估計受威脅的品種及數
量遠不止此數。

繁殖少過度捕撈成惡性循環
薛綺雯指出，由於近年石斑食用需求大增，以致出現

過度捕撈，而石斑魚的繁殖期有限，加上漁業大多數沒
有管制，形成惡性循環。她又謂，現時全球食用的石斑
魚當中，約20%屬新鮮魚類，差不多所有新鮮石斑需求
都在內地及香港。她批評，香港作為全球石斑魚貿易的
一個主要中心，管理海洋魚類進口和銷售等的條例卻已
過時，未能遵守國際公約及協定。

她又指出，海水養殖只能有限地解決過度捕撈及海產
品供應的問題，但養殖石斑魚的魚苗卻大多在海中捕
獲，亦非理想解決辦法，「若沒有妥善管理，紅斑、老
鼠斑、西星斑及龍躉等石斑或會在10年內絕種」。她建議
應限制漁民數目、漁民的捕魚範圍及捕魚數量；顧客亦
要減少進食野生魚；又促請政府加強打擊非法貿易，更
緊密地監測鮮活海產進出口。有關研究結果已於上4月28
日在學術期刊《魚和漁業》中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龍蟠苑周日
揭發的懷疑迷魂劫案峰迴路轉，黃大仙警區重案組
經3日調查，發現案件疑點重重，昨午拘捕案中70歲
女事主，懷疑有人自編自導泡製「迷魂劫案」，案件
改作「浪費警力」處理，正調查女事主虛報被劫原
因。

涉嫌「浪費警力」
被捕女事主姓阮(70

歲)，獨居於龍蟠苑龍珊閣一低層單位。她於本周日
(19日)報案，指事前一晚離家到同層垃圾房倒垃圾
時，在走廊遭遇賊人以迷藥掩鼻迷暈並推回住所打
劫，她事隔約8小時後至周日清晨甦醒，發現家中8
萬元財物及共值6,500元首飾失去，於是通知女兒報
警。

疑自製「迷魂劫」 七旬婦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受到新鮮蔬菜價格
上升的影響，香港通脹有回升趨勢。政府統計處昨日
發表的數字顯示，今年4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
上升4%，較3月份的3.6%為高；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的影響後，4月份的基本通脹率按年升
3.9%，亦較3月份的3.7%為高，至於消費物價指數的
按年升幅擴大比率較基本通脹率為高，主要是基於差
餉寬免的上限自今年4月份開始，由每戶每季2,500元
下調至1,500元。政府發言人預計，隨㠥私人房屋租
金於去年上升的滯後影響即將浮現，通脹將於未來數
月稍為上升。

統計處數字顯示，本港整體消費物價指數由今年1
月按年上升3%急升至2月份的4.4%，並於3月份回落

至3.6%，昨日公布的4月份數據卻再度回升，結果為
按年上升4%。在多項消費項目中，食品(不包括外出
用膳)價格錄得最高的6.6%按年升幅，其次分別為住
屋(5.9%)，電力、燃氣及水(4.9%)，外出用膳
(4.3%)，雜項服務(2.8%)，煙酒(2.2%)，交通(2.1%)，
雜項物品(1.9%)及衣履(1.2%)。至於耐用物品的價格
則錄得5.3%的按年跌幅。

政府發言人表示，4月份的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略為
上升，主要是由於新鮮蔬菜價格上漲；而其他各個組
成項目的價格則大致保持溫和。發言人預計，由於私
人房屋租金於去年上升的滯後影響，通脹將於未來數
月稍為上升，但輸入通脹保持溫和，加上近期房屋租
金回軟，應可在今年後期緩和通脹的上行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人口老化不斷加劇，香港家計會最新調

查顯示，本港市民平均子女數目由2007年時的1.49名，跌至2012年的1.24名，

而「一孩家庭」的比率由32.5%升至37.5%，首次超越「兩孩家庭」的32%。

雖然出生率不斷下跌，但市民對生育的意慾卻創20年來新高，由12.7%升至

20.2%，家計會研究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兆輝昨日表示，近年經濟不斷復甦，增

加市民生育的意慾，但現實中的經濟壓力令市民打消生育的念頭，建議政府在

經濟上的層面提供幫助。

■葉兆輝鼓勵老闆可以停薪留職及由全

職轉兼職的方法，令市民能夠更積極考

慮增加生育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維寶 攝

■薛綺雯指，由於過度捕撈，全球至少42種石斑魚有存

活威脅。 聶曉輝 攝

港人恨生仔 太貴生唔起

年食9,000萬條 石斑臨絕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