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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北嫁增 灣區築愛巢
香江擠迫樓價貴 逾半跨境夫婦想遷居

香港女生王韻12年前從廣州暨南大
學畢業時，為了愛情，她選擇留在廣
州長住。想當年，她帶着男朋友和父

母「攤牌」的時候，王媽媽用長達一個月的冷戰對她的
選擇表示不滿。料不到的是，十年後的今天，舅母也開
始要她幫表妹在廣州物色一個好青年，更指不管是廣東
的還是山東的，只要女兒合眼緣的，都沒關係。

暨大邂逅相戀 婚後留穗
作為家中獨女的王韻和男朋友是同校不同系的校友，

在一次學生會活動中互留了電話。在暨南大學戀愛了兩
年，準備一出校園就結婚的她，為了獲得父母的祝福，
前前後後和男朋友一起到香港十多趟，詳細跟父母規劃
工作和生活，最終獲得爸爸的支持。

王韻笑說，當初決定留在廣州，也暗自下了一大番工
夫。眾所周知，十多年前的廣州，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
窮。尤其當地溝油新聞鋪天蓋地傳來時，媽媽不僅每天
叮囑她不要在外面吃東西，更託開車來廣州辦事的舅
父，特意帶了十幾瓶食油等必需品給她。
婚後的王韻，依然保持着每半個月回一趟香港「孭

貨」，直到最近兩三年，專門回港購物的任務才漸漸減
少。「前幾年，內地頻頻出現食安問題，為了給孩子背
奶粉，買醬油，一個人帶着輛推車（手推車）來來回
回。」如今，她難得回一次香港，都只是為探親和約朋
友。

父母常呼朋喚友「廣州搵食」
習慣了廣州家庭生活的王韻認為，現在很多東西不用

回香港買，就算是小朋友的奶粉，海外郵購也很方便。
最讓她滿意的是，在內地給父母買的房子，這兩年爸媽
一年有過半時間來這裡住，幫忙照顧孩子，閒暇之餘，
種菜種花。
「我爸媽現在經常呼朋喚友，要他們的同事來廣州度

周末，吃農家菜。」據悉，王韻的爸媽現在還有一個名
為「周末廣州搵食」的聊天群，分享在廣州和周邊吃到
的美食。
談起這段「跨境婚姻」，王韻說，可能丈夫自小在廣

州長大，語言文化與香港差異不大，食物愛好也相近。
她說，自己積累了三四年工作經驗後，和老公一起創
業，體會到「夫妻戰友」的婚姻生活。

如今她的公司在業內小有成效，兩夫妻也開始注重家
庭的親子生活，把專業的事情交給更專業的年輕人來
做，夫妻倆從去年開始，每個月的「親子遊」成為了家
庭「主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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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千里姻緣一線

牽，隨着香港與內地經貿、文化交流頻繁，

跨境婚姻日趨普遍。香港集思會昨日發表

《香港與內地跨境婚姻第二次探討》研究報

告，訪問了804名中產及高學歷的跨境結婚

人士，發現回歸廿年跨境婚姻有四大趨勢，

包括「港女」嫁「內地男」數目大增、雙方

教育程度顯著提高、夫妻年齡差距縮小及內

地配偶在港就業人數增加。與過往不同，如

今內地配偶未必喜歡移居香港，逾半數受訪

者表示，樂意考慮在大灣區包括香港、廣東

及深圳等鄰近城市定居。

嫌港男太計較 讚內地漢慷慨

港樓窄增磨擦「嚇走」跨境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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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報告於今年6月至7月訪問了804名人士，
男女比例各半、家庭月入高於2.5萬元，當中

16%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53%人為高中畢業、26%
曾接受專上教育，而只有初中程度的受訪者佔不足
4%。

跨境婚姻佔44%「老少配」不再
該研究報告指出，由1997年至2016年，內地與香港
的跨境婚姻登記數目，每年由1.9萬宗至3.4萬宗不
等，近廿年來累積逾48萬宗，佔全港結婚總數44%。
香港集思會行政總裁黎黃靄玲表示，過往港人與內
地人結婚，幾乎一面倒申請內地配偶來港團聚，但隨
着兩地經濟差距縮小、往來交通日益便利，加上香港
環境擠迫及樓價高昂，發現有55%受訪者樂意考慮在
「大灣區」中長遠定居，只有17%受訪者不考慮。
研究報告引用香港特區統計處數字指出，於2001年

的跨境婚姻中，僅4%人擁有大專學歷，到了2016年
增至17%。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港人，與內地配偶
的年齡差距中位數由2001年的9歲，大幅下降至2016
年的3歲。於2016年，港人與內地配偶的整體年齡差
距中位數為4歲，可見傳統的「老少配」已不常見。

兩地經濟融合 港「唯一出路」
研究報告亦訪問了受訪者對於內地與香港的發展前
景。70%受訪者對內地的前景有信心，反而對香港前
景有信心者只佔半數。至於對香港及內地政治環境的
看法，高達70%至80%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廉潔、自由、公義及法治）必須維護」、「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國家安全和主權一定要
維護」。
逾60%受訪者認同「香港的發展需要依靠中央支
持」，近70%受訪者支持加強兩地經濟融合，支持兩
地文化融合則佔近60%。不少受訪者指香港經濟體系
小、市場需求有限、產業過於單一，沒有任何增長
點，與內地融合可說是「唯一出路」。
不過，逾60%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醫療服
務較內地優勝。受訪者一致讚賞香港的教育質素佳、
教學方式靈活、港人英語水平高，加上資訊發達，有
利子女的學習和競爭力。
此外，他們認為香港醫療設施良好、技術先進，醫
護人員專業可靠，內地暫時難以追上，加上香港治安
良好、城市規劃完善，育有子女者傾向以香港為目前
的落腳地。
黎黃靄玲表示，過往港人對跨境婚姻有很多負面印
象，但研究顯示兩地的跨境婚姻是自然衍生的現象，

因兩地人情投意合而產生，是香港年輕人的自
由選擇。
她期望港人能加以尊重及包容，不再標籤及
歧視新來港人士，並以客觀、正面的態度
看待兩地關係及未來的共同發展。

■黎黃靄玲期望港人不再標籤及歧視新來港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逾半數跨境婚姻受訪者表示，樂意考慮在大灣區包括香港、廣東及深圳等鄰近城市定居。 資料圖片

「 居 住 環 境 欠
佳」成為跨境夫妻

最常遇到的婚姻挑戰。有哈爾濱女士與
香港丈夫結婚後，搬入夫家慈雲山的
700方呎居屋，但7人同住，居住環境
非常擠迫，惟有在珠海買樓，每隔一兩
個月去小住數天「唞一唞氣」。香港集
思會總裁黎黃靄玲昨日表示，香港樓價
昂貴、居住環境擠迫，令來港配偶更難
適應香港的生活，甚至容易與身邊人產
生磨擦。

珠海置業 讓哈爾濱妻度假
《香港與內地跨境婚姻第二次探

討》報告指出，不少中產跨境婚姻受訪
者認為香港住屋問題十分嚴重，四處是
「納米樓」及「屏風樓」，居住環境欠
佳，使香港漸漸失去吸引力。
有43歲的香港男士表示，由於香港

無論買樓或租樓都昂貴，只好暫時與家

人同住，無奈之下只能到樓價較便宜的
珠海置業，讓來自哈爾濱的太太作度假
別墅。
亦有40歲的遼寧來港女士表示，其

家鄉的房子很大，但現時只能與丈夫及
其家人，7個人迫在600方呎的公屋，
「內地最小的單位都有700（方）呎！
香港睡房門邊一旦放了拖鞋，便不能關
門了！」她說，若能重新選擇，或不會
嫁來香港，寧可留在鄉間「住大屋」。

「廣州間屋閒閒地2000呎」
該研究報告指出，對內地人來說，

即使其家境不算好，在內地的住屋面積
也有數百呎，有受訪者直言「在廣州父
母間屋，閒閒地都2,000（方）呎。」
比一般港人的居所寬敞得多，令內地配
偶來港後，很難適應日常生活，且容易
與身邊人產生磨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回歸廿
年，內地與香港的跨境婚姻出現逆轉。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港女」嫁「內
地男」由1997年的2,190宗，大增至
2016年的7,626宗，增加近2.5倍；而
「港男」娶「內地女」的數目則由
1997 年的 28,309 宗，急跌至去年的
15,300宗，跌幅達45%。香港集思會昨
日表示，不少受訪香港女士指內地男士
較港男慷慨、豪爽，不會太斤斤計較，
加上部分曾到海外留學，事業前景較明
朗，有一定的吸引力。

抗拒變「不錯」港男較「婆媽」
香港集思會的研究指出，近年科技

及網絡不斷發展，利用社交平台交友的
情況愈趨普遍，特別是年輕人經常會上
網結識新朋友，網絡世界漸漸打破了地

域的分界線，促使不少香港及內地的男
女「走在一起」。
集思會行政總裁黎黃靄玲表示，隨

着兩地的經濟、文化發展逐漸拉近，香
港女性對內地的看法有所轉變，由過往
抗拒結識內地異性，到現在覺得他們
「也不錯（唔差）」。
研究並發現，香港女士與內地男性

約會，主要尋覓具一定學識及有經濟能
力的，如從事會計師及空中服務員等，
但同齡的香港男士未必符合她們的擇偶
要求。
有受訪的34歲香港女性，畢業後到

家人開設的公司工作，認識當供應商的
內地丈夫。她認為，丈夫雖比自己年輕
4年，但思想、行為較實際年齡老成；
香港男士的性格則較「婆媽」和孩子
氣，較難吸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