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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 根據上文，指出香港、中國內地和新加坡三地對老人供養的異同。

2. 參考上文，你認為香港長者獨居的問題源於哪幾方？

3. 承上題，為甚麼私樓市場日趨 重小型單位？解釋你的答案。

4. 你認為香港政府是否應該參考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做法立法讓成年子女照顧父母？分3方面說明。

5. 有人認為，「立法難以解決社會贍養父母的道德問題」，你有多大程度同意這一觀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逢星期一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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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介紹了香港長者的概況及其衍生的問

題，而中國內地和新加坡同樣亦面對人口老

化的問題。為了減輕相關問題，他們以法律形式強制子女需對

其年長父母負上照顧之責。究竟香港應否仿效上述兩地的做

法，強制子女供養父母及與其同住？ ■簡明宇

誰來養老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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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系列二之二

免雙倍租 父母子女分開住

目前，本港僅約30%人口居於公屋，但獨
居/二老長者住戶當中，卻有近半數（46.4%）
居於公屋（見右圖）。有評論指，公屋「富
戶」政策造成長者獨居。現時的公屋政策規
定住滿10年的住戶要接受入息審查，家庭收
入超逾既定入息限額者，須繳交倍半或雙倍
淨額租金連差餉。公屋戶住滿10年後，往往
便是子女剛剛完成學業投入工作之時，兩老
剛還清「兒女債」、生活較為寬裕之時，卻
要被迫搬入私樓。但私樓又不利擴展家庭。
為避免繳交額外租金甚至遷出，住戶會選擇
讓子女搬離公屋，最終促成了長者獨居。
從上文得知，長者獨居是社會結構性問

題，公共政策失誤是其根源，難道個人便沒
有責任？雖現時香港，大家庭逐漸解體，但
畢竟仍是華人社會，孝義在社會的道德價值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就道德上而
言，成年子女有責任照顧年邁的父母。然而，這種道德上的責任是否應該以立法
形式確立？再者，即使以立法形式進行，在公共政策不作相應調整的情況下，長
者獨居的問題又是否可以解決？這需要從政府、社會等多方面考慮。

今日香港＋全球化＋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中國內地：《老年人權益保護法》

香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新加坡：《贍養父母法令》

三地老人贍養情況

私樓日趨小戶型

公屋小型單位比例增加

公屋入息審查，超額交雙倍租金

社會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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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社會孰是孰非
在探討上述問題之前，筆者先回顧一下上期所

談的內容：其一，長者人口高齡化；其二，獨居

長者增加；其三，三成長者在貧窮線下；最後，

長者自殺率高。雖上述4點分屬不同類別，其中獨

居及貧窮是因，自殺是諸多結果之一。但長者人

口高齡化無論是否存在，並不影響上述三者的關

係，而其作用令上述問題更為嚴重。越是高齡越

需照料，亦越難謀生。換言之，長者獨居與貧窮

才是問題核心所在，究竟誰人應該對此負責任？

在回答此問題時，首先要確定究竟香港的長者

獨居及貧窮問題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結構性問

題。如果是前者，應先由個人解決；若不果，政

府應以救急扶危的原則提供短期及即時協助。因

為倘若是社會結構性問題，更大可能是公共政策

所造成，則政府便有責任

解決，而個人基本上是很

難推動改變的。

香港
香港沒有法例規定子女必需供養

或者照顧父母，相反子女可以簽署一份「不供養父

母證明書」，即俗稱「衰仔紙」，表明不會在財政上

支援父母生活，其父母便可申請政府各項津助（例

如綜援）時，不將其子女的收入及資產計算在內。

新加坡
新加坡的《贍養父母法令》訂明

若60歲或以上的長者不能維持生計，可要求法院頒

令強制其成年子女供養。不過，在入稟之前，需先

經調解。而法院在決定是否頒令時，會考慮入稟人

的財政需要及其子女的收入及資產狀況等。

中國內地
內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

子女應當履行對長者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2012

年，更加入「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

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

條款。　

受長者獨居及貧窮問題影響的人數龐大。上期提
到，2011年獨居/二老長者住戶佔長者人口36.9%，
有三成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下。當一大群人都面對同
樣問題時，並且這個問題一直維持了一段長的時間

（詳見上期），那幾乎可以肯定是社會結構性問題。
換言之，這並非偶然的不幸事件或者個別事件。限
於篇幅，以下只就長者獨居作討論。

單位越建越小 住人越來越少

由於居所面積所限，不少年輕人婚後通常另覓居
所，這往往成為長者獨居的原因。為甚麼年輕人婚
後另覓居所時，不選擇一間較大的居所與父母同
住？當中背後原因很多，必然包括一些個人因素。
但即使有年輕人有意願婚後與父母同住，現實是否
可行？在2009年至2011年，有越來越多的新建私人
樓宇單位樓面面積少於40平方米，即小型單位。至
2011年，已接近八成。（見表一）根據公屋的標
準，室內面積約40平方米的可住3人至4人。但樓面
面積為40平方米的單位，其實用面積一定少40平方
米。若以公屋標準而言，這類私人小型單位，住兩

人較為合宜，住3人至4人則較為擁擠。在公屋方
面，對比2001/02年和2011/12年的新建公屋單位數
字，總數明顯減少（見表二），小型單位（包括小
單位及一房單位）的比例增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
三房單位在2007/08年便開始停建了，這無疑是影
響了三代同堂的居住機會。顯而易見，無論是新建
公屋，抑或私樓，均不利擴展家庭。換言之，建屋
政策本身已是長者獨居的罪魁禍首之一，而建屋政
策又明顯非個人所能左右。

居所面積有限 造成長者獨居

房
表一：按樓面面積劃分的私人居住單位（2009年至 2011年）（單位：平方米）

年份 少於40 40至69.9 70至99.9 100或以上 總計

2009 2,192（57.00%） 1,088（28.30%） 346（9.00%） 221（5.74%） 3,847（100.00%）

2010 3,474（56.30%） 1,251（20.30%） 1,059（17.20%） 382（6.20%） 6,166（100.00%）

2011 5,200（77.90%） 1,093（16.40%） 229（3.40%） 152（2.28%） 6,674（100.0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刊》，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

表二：按單位類型劃分的公屋單位
年份 小單位/一睡房 兩睡房 三睡房 總計

2001/02年 14,395（81.50%） 3,130（17.70%） 129（0.70%） 17,654（100.00%）

2007/08年 8,087（88.60%） 1,036（11.40%） 0（0.00%） 9,123（100.00%）

2011/12年 6,955（86.50%） 1,083（13.50%） 0（0.00%） 8,038（100.0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刊》，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

■資料來源：

《2011年人口普查》，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

■梁振英早前

訪佐敦谷采頤居

了解長者居住情

況。資料圖片

■安徽合肥的

一對老年夫婦正

坐在公園休息聊

天。資料圖片

房屋類型 / 屋宇單位類型 長者住戶

■公營租住房屋單位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單位） 92,272

■受轉讓限制的「租者置其屋計劃」

房屋單位 7,852

■受轉讓限制的居屋單位

（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單位） 14,834

■前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3,102

■一般私人住宅單位 67,444

■別墅/平房/新型村屋 6,432

■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傳統村屋 3,193

■員工宿舍 110

■非住宅樓宇內的屋宇單位 353

■供集體住宿的屋宇單位 348

■臨時屋宇單位 2,840

總計 19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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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立法贍養父母？

長者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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