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離婚率近年有
上升趨勢，為保障兒童權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建議修改現行法例並引入「父母責任模式」，以
「子女安排令」取代現行「管養令」及「探視
令」，離婚後與子女同住的一方日後作出影響子女
的重大決定前，須先通知另一方或獲得另一方的同
意；當局會設機制確定子女本身的意見及讓他們有
機會向法院表達。港府即日起就擬議法例展開為期4
個月的公眾諮詢至明年3月25日。
法律改革委員會早於2005年發表《子女管養權及探

視權報告書》，詳細列出72項建議，當中重點建議是
參考外國例子，將一個新的「共同父母責任模式」引
入香港家事法，以取代現行法律將父親或母親對子女
所擁有的「權利」及「權能」來界定的親子關係。港
府於過去10年間已分階段逐步落實該72項建議，如今
再處理「父母責任模式」的改革建議。

「父母責任」取代「監護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本港離婚率

由1991年的每千名人口有1.11宗升至去年的2.8
宗，社會日益關注如何保障離婚個案中受影響子女
的利益和權利。他指出，法改會建議立法推行的
「父母責任模式」強調，父母離婚後不再由其中一
方「擁有」子女，而是雙方仍有責任參與關於子女
的重大決定，其背後原則便是要保障及維護子女的
最佳利益，「因為夫妻緣不再，親子情永在。」
日後「監護權」的概念將被「父母責任」的概念取

代；「管養令」及「探視令」亦會被「子女安排令」
取代，以去除關於子女的爭議上隱含勝負意味的用
語。離婚後與子女同住一方可就子女的日常生活事宜
作獨立決定，但在作出改姓氏、離港逾一個月、進行
重大手術、結婚及改變國籍等影響子女的重大決定
前，必須先通知另一方或獲得另一方的同意。

訂立機制讓子女表達意願
此外，當局將制定一份法定的考慮因素清單，以

協助法院在子女法律程序裁斷什麼才符合子女最佳
利益，並會提供機制，以確定子女的意見及讓他們
向法院表達。
勞福局曾就法改會建議於2011年12月至2012年4

月進行公眾諮詢，大部分回應者均支持「父母責任
模式」的概念，但部分人對落實「父母責任模式」
的實際法律條文及支援措施表示關注，尤其是會否
為配合建議的立法改革而向離婚家庭提供額外的支
援服務。
張建宗指出，政府會透過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落
實適當的支援措施，社署會繼續進行有關新模式的
推廣及公眾教育工作，並會於明年上半年推出子女
探視服務先導計劃，以協助分居或離婚父母與子女
接觸的安排，及加強對該些家庭的支援，讓該些離
婚個案不論是否得到法院命令的安排，亦不至於使
子女成為父母之間的磨心。政府亦會不時檢討落實
「父母責任模式」的支援措施及所需資源。
勞福局於諮詢律政司、民政事務局、社署、司法機

構以及其他相關決策局及部門後，已擬備了《子女法
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初稿。張建宗表示，
當局認為正式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前，應進一步徵
詢公眾的意見，務求令條例草案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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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法改會建議透過
「父母責任模式」，以
「子女安排令」取代現行
「 管 養 令 」 及 「 探 視
令」，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昨日表示，過往不
少父母離婚爭奪子女撫養
權時往往抱着「有你無
我」的心態，相信修例後
可減少紛爭的出現，亦不
擔心會令離婚率進一步上
升。
有意見認為，部分婚姻出
現問題的家庭為了子女着想
而沒有離婚，最終甚至成功
挽救婚姻，但修例後既然雙
方也擁有「共同管理責
任」，或會誘使他們以離婚
解決問題。張建宗則指出，
新例只是將兒童的利益放在
首位，相信離婚個案不會因
而上升。他又指出，是次法
律改革並無觸及贍養費的問
題。
律師孫楚雍亦指出，大部
分接觸的離婚個案均是父母
雙方出現許多爭拗、欠缺溝
通，最終對簿公堂「爭到
底」，「上一代還會為了子
女而不離婚，或待子女成年
後才離婚，這一代已經沒有
了。」他亦認為，修例後未
必會令離婚率上升，但從子
女的成長角度而言是有利無
害，「至少重大決定要父母
雙方同意，他們亦有多一點
選擇權。」

資產無 萬長者 月領 千
港府諮詢模擬退保方案 傳條件嚴格且涉加稅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扶貧委員會將完成草擬退扶貧委員會將完成草擬退

休保障公眾諮詢文件休保障公眾諮詢文件。。據了解據了解，，港府將提出一個港府將提出一個「「有經濟有經濟

需要需要、、資產上限不多於資產上限不多於1010萬元萬元」」的模擬方案的模擬方案，，合資格的合資格的

6565歲或以上長者可每月領取歲或以上長者可每月領取33,,000000元元，，猶如在現有的長者猶如在現有的長者

生活津貼生活津貼（（長津長津））及長者綜援之間及長者綜援之間「「插入插入」」一層保障一層保障。。消消

息說息說，，諮詢文件將提出加稅以應付退保開支問題諮詢文件將提出加稅以應付退保開支問題；；有學者有學者

認為認為，，加稅易惹起市民反感加稅易惹起市民反感，，建議考慮將部分強積金供款建議考慮將部分強積金供款

用來供退保用來供退保。。

離異父母攜子再婚需知會

「父母責任」條例草案初稿摘要
■「監護權」的概念將被「父母責任」的概念取代，以

重新界定父母與子女在法律上的關係；

■將制定一份法定的「考慮因素」清單，以協助法院在

法律程序上裁斷「什麼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

■現行的「管養令」及「探視令」將被「子女安排令」

取代，以去除在子女的爭議上隱含勝負意味的用語；

■父或母在作出影響子女的重大決定前，要先通知另一

方或獲得另一方的同意，將會有法定清單以列明這些

「重大決定」；

■將移除第三方（如祖父母）向法院提出申請關乎子女

的命令的權利限制；

■會提供機制，以確定子女的意見和讓子女向法院表

達意見。
資料來源：勞工及福利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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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預計下月中下旬推出退休保障公眾
諮詢。據悉，政府為「不論貧富」及

「有經濟需要」兩大類退保選擇中，各自
設計一個模擬方案，前者以港大榮休教授
周永新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方案作為基礎，
65歲或以上長者全部領取3,000元，後者參
考了民建聯及新民黨提出的非全民退保方
案，但資產審查及援助金額改得更嚴格。
消息稱，政府提出的「有經濟需要」

模擬方案，猶如在現有的長津及長者綜
援之間「插入」一層保障。模擬方案將
資產限額定於10萬元，合資格的65歲或
以上長者可每月領取 3,000 元。至於長
津，單身長者資產限額21萬元，合資格
的65歲或以上長者可每月領取2,390元；
長者綜援資產限額則訂於4.35萬元，60
歲或以上合資格長者可每月領取3,200元
標準金。

與周永新方案並列比較
按照民建聯及新民黨原本提出的非全民

方案，前者建議資產上限15萬元的長者，
每月可領取3,540元；後者則建議資產上限
訂於10萬元，每月領取3,600元。
據了解，諮詢文件將周永新的全民老年

金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兩盤數
比較，包括在現有稅制不變下，政府何時
出現財赤及用完儲備；又會提到若增加利
得稅、薪俸稅，或新增銷售稅，加稅的不
同比重，對方案持續性的影響。另外，政
府提供的數據將反映老年金方案會比模擬
方案早幾年「爆煲」。
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

華認為，模擬方案可能對現有制度衝擊
較少，但只靠加稅長遠不健康，建議應
同時考慮將部分強積金供款用來供退休
保障。

梁志祥：未必符市民期望
扶貧會委員之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認為，模擬方案的保障範圍有限，
「未必符合市民對退保的期望」，期望進
一步提升資產上限。他續說，長遠應推出
全民退保方案，認為設資產上限的退保方
案只可屬過渡安排，以爭取市民接受。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表示，純

粹由政府全數承擔退保開支的做法並不理
想，「加稅都是政府承擔，加薪俸稅市民
又反感，最怕開徵銷售稅」，他認為可向
盈利高的大企業加收利得稅，同時以「三
方供款」模式解決「錢從何來」的問題，
由僱主、僱員及政府三方共同承擔。
扶貧會將於下周一（30日）再開會，為

諮詢文件作最後拍板，預計屆時公眾諮詢
將從四方面收集市民意見，包括是否願承
擔額外供款或加稅，連同強化現行退保支
柱（如強積金議題）、援助長者群組及公
眾教育等一併諮詢。

根據政府統計處月前公佈
的 《 香 港 人 口 推 算
2015-2064》，香港長者佔
整體人口比率將由現時的

15%激增至2064年的36%；社會整體年齡
中位數亦將由43.7歲升至53.5歲。此外，
2014 年香港每千名勞動人口（15 歲至 64
歲）合共供養371名長者或15歲以下的少
年及兒童，統計處推算該比率會持續上升

至2064的每千人供養831人。隨着撫養比
率進一步惡化，生活是否能得到保障是市
民的普遍擔憂。

周永新方案最矚目
香港退休保障問題已討論多年，卻一

直「只聞樓梯響」，今屆政府委託港大
學者周永新及其團隊就香港退休保障進
行研究，並於去年 8 月首度公開研究報

告。周永新團隊綜合了民間提出的多個
方案後提出「全民老年金」方案，並由
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共同承擔；僱主
及僱員則在強積金以外，需額外支付最
多2.5%月薪的供款。

研究報告亦提及包括免審查的老年金方
案在內的4個全民退休保障建議，按推算
將分別會在2030年至2050年耗盡退休基金
資源，但「隨收隨支」的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往往須延後退休年齡、降低退休金水平
或增加供款率以改善財政狀況。另一方
面，扶貧委員會委員羅致光亦提出公共年

金計劃方案，大意是透過協助長者把積蓄
轉化成每月穩定的收入，並按長者經濟情
況輔以政府補貼。

此外，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初發表的
施政報告更表明為退保未雨綢繆，已要求
財政司司長預留500億元，改善有需要的
市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而66名學者早前
亦聯署提出「全民養老金方案」，方案重
點是惠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有合適水平及
財政可持續，估計至 2030 年可以儲到
2,7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張建宗表示，「父母責任模式」強調父母離婚
後，不再由其中一方「擁有」子女，而是雙方仍有
責任參與關於子女的重大決定。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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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的申請條件及津貼額比較社會保障的申請條件及津貼額比較
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港府模擬方案 綜援❋

申請年齡申請年齡 7070歲或以上歲或以上 6565歲或以上歲或以上 65歲或以上 沒有限制沒有限制

月入限額月入限額 沒有限制沒有限制
單身單身77,,340340元元

不詳 低於綜援計劃下低於綜援計劃下認可的每月需要認可的每月需要夫婦夫婦1111,,830830元元

資產限額資產限額 沒有限制沒有限制
單身單身210210,,000000元元

10萬元
2828,,000000元元((健全成人健全成人))

夫婦夫婦318318,,000000元元 4343,,500500元元((兒童兒童、、長者長者、、殘疾者殘疾者))

每月津貼每月津貼 11,,235235元元
單身單身22,,390390元元

3,000元
22,,255255元至元至55,,840840元不等元不等，，視乎年齡視乎年齡、、

夫婦夫婦44,,780780元元 殘疾程度等因素殘疾程度等因素，，另有額外補助金另有額外補助金
❋❋以單身個案為例以單身個案為例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綜合社署及消息人士綜合社署及消息人士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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