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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錢無樓無力 逾半港人唔想生
「二字頭」僅16%願生兒育女 婦聯提八大建議增意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受到關注，然而出

生率卻持續偏低。香港婦聯上月就港人

生育意願展開調查，共訪問逾1,200名市

民，56%受訪者表示不願意生育，當中

主要因為房屋、經濟及社區支援不足所

致。調查團體提出八大建議（見表），

促政府修訂各項家庭友善政策，加快互

助幼兒中心轉型，並讓有子女家庭優先

輪候公屋或居屋，提升港人生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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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八大建議
●政府帶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繼續完善幼兒服務，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
●增建公營房屋，有子女家庭優先輪候，同時向首置
市民提供免息或低息貸款

●落實標準工時相關政策
●產假薪酬完善至全薪
●立法會盡快批款，在各區開設社區設施和增設至少
一間幼兒中心

●加快互助幼兒中心轉型，支援多元化幼兒照顧服務
發展

●盡快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每年循序漸進增
加，追回落後的服務水平

資料來源：香港婦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調查於上月21日至30日進行，共訪問了1,254
名20歲至49歲市民，當中有近56%受訪者表

示不願意生育，而願意生育的則有44%，較2019
年42%新低點後上升兩個百分點，但已是2018年
起連續第三次有較多人不願生育。
其中20歲至29歲人士中僅16%願意生育，而30

歲至39歲則有55%願意生育。

逾半倡有子女優先上樓
在不願意生育人士中，有91%表示育兒經濟壓力
大、88%指房屋空間不足及87%因工作繁忙、沒有
時間和精力照顧小朋友而對生育卻步，整體數字均
較2019年有輕微上升。
調查中，逾五成受訪者認為政府優先安排公屋、
居屋予有子女家庭最能增加市民生育意願，其次是
提供育嬰津貼、兒童學習津貼及實施家庭友善政
策，分別有49.4%及47.9%。
此外，調查發現，不論願意生育與否的受訪者，
均有逾六成並不了解政府幼兒照顧服務，當中40
歲至49歲年齡層佔68%，反映當局在推廣相關服
務的工作和渠道上並不足夠，導致一些想生育的市
民無法適切得悉相關政策資訊。

促政府帶頭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香港婦聯副主席暨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歐
陽寶珍表示，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因經濟、房屋及工
作狀況而不願生育，因此建議政府增建公共房屋，
讓育有子女的家庭優先輪候，及向首次置業市民提
供免息或低息置業貸款，解決他們的房屋問題。
另外，促請政府帶頭全面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包
括五天工作周、彈性上班時間、僱主託兒服務，建
立工作與生活平衡環境，並落實標準工時相關政
策，減低員工因工時過長影響工作效率、身心健康
外，亦能騰出時間維繫家庭關係。她並提倡政府把
產假薪酬由現時的五分之四完善至全薪。
她還建議，政府繼續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

劃」，包括加強保姆訓練、上調服務獎金、增加中
心託管地方，以回應市民需求。同時促請立法會盡
快批款，在各區開設社區設施和幼兒中心、加快互
助幼兒中心轉型，支援多元化幼兒照顧服務發展，
並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每年循序漸進增加
名額，追上落後的服務水平，以此作為港人生育的
誘因。

已婚8年的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顏汶羽表示，自己一直都
打算生育，但礙於工作繁忙，計劃一
再擱置。他坦言，現時很多夫妻都是
雙職家庭，在港生育需要考慮多項因

素，包括房屋、經濟能力，甚至照顧者等，然而育兒政
策持續落後，現時政府託兒服務嚴重不足，多年來沒有
推進任何計劃，加上消費物價、樓價只升不跌，不少人
都要支撐經濟收入，導致生育意慾下降。

顏汶羽指青年房策無着落
顏汶羽說，香港樓價高企而且都是納米樓，生活空

間嚴重不足，曾接觸一些年輕夫婦，結婚後與家人同
住，「連二人世界都無，何況三人世界？」他指，青

年房屋政策一直紙上談兵，十多年來沒有任何改善，
進一步導致年輕夫婦降低生育意願。
育兒費用高昂亦是不少人不願生育的原因，顏汶羽

指政府應為育兒家庭提供津貼，減輕他們的財政壓
力。他認為，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若港人生育意
慾持續下降，而政府繼續視若無睹，未來將直接影響
本港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市場老化。
不少網民亦有同樣觀點。「窩輪數錢組※常威」表

示︰「正正常常兩公婆加埋月入50k（5萬元）都未必
敢生，除非屋企已有樓或者老竇老母唔使你養。」
「Wynonna Chu」指︰「只能慨嘆係現實社會嘅無
奈，亦都可以理解。」「Louis Ng」亦謂︰「食又
貴，住又供唔起，邊敢諗生育下一代，生完教唔掂，
又唔想害咗個小朋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二人世界都無，何況三人世界？」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
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莊太量表示，
人口老化是全球均面對的問題，香港
因女性普遍擁有高學歷與工作能力，
社會亦出現遲婚跡象，加上樓價高
企、生活開支增加等，讓年輕夫婦對

生育計劃卻步。他續說，現時本港人
口不斷下降，生死比例不平衡，但男
女平均壽命已延長，人口老化情況只
會愈來愈嚴重，即使香港是一個交易
平台，毋須大量勞動人口支撐金融交
易，但久而久之仍會影響本地生產總

值，同時導致經濟體系逐漸收縮，重
蹈現時歐洲本地生產總值出現負增長
的覆轍，形成惡性循環。
莊太量指出，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

城市，可通過新來港人士、投資移民
及留學生為市場吸納年輕人才維持勞
動市場人口，較日本等無法輸入移民
的國家更勝一籌，但港人生育意願低

同樣需要解決，而導致生育意願低的
主因是樓價高企，年輕人無法負擔置
業費用。惟他指出，深圳一帶樓價已
節節上升，預計香港樓市不會再像
「沙士」時一樣大跌，只能依靠政府
增建公營房屋，為青年置業伸出援
手，才有機會扭轉港人生育意願下降
的情況。

學者憂港人口老化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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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四宗輸入新冠確診個
案，是連續三日本地零確診。變種群組
沒有引發社區爆發，疫情出現緩和，令
市民稍稍鬆口氣，但絕對不是防疫鬆勁
的時候，仍應以實現本地個案14天乃至
更長時間「清零」為目標，達至內地、
澳門恢復正常通關往來。此次印度裔男
子的變種病毒沒有引發社區擴散，並非
完全靠「好彩」，政府果斷對外傭強
檢、採取隔離檢疫，市民配合防疫，都
功不可沒。目前本港疫情只能抱審慎樂
觀，政府必須持續做好防疫工作，尤其
要完善追蹤機制，杜絕因隱瞞行蹤而造
成漏洞，同時做好隔離檢疫等配套支
援，確保實現「動態清零」。

早前接連發現印度裔男子及其女友，
以及多名菲傭在社區染上變種新冠病
毒，專家和社會大為緊張，擔心可能爆
發第五波疫情。政府果斷決定全港37萬
外傭需接受強檢，再追查變種個案的密
切接觸者，成功發現印裔男子的相關8
人群組，及時阻止變種病毒在本港社區
擴散。

本港過去多次出現連續多日本地「零
新增」，但都堅持不到連續14天，加上
變種病毒潛伏期長達21天，因此，港大
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認為未來
數天仍然要密切監察情況，政府專家顧
問許樹昌更形容變種病毒沒有大爆發是
「很幸運」。本港沒有發生第五波疫

情，正正顯示外傭強檢的必要性和市民
配合的重要性。要強化本港的疫情防控
體系，多位專家都認為，首先要加強防
範輸入個案，包括要為機場抵港人士進
行病毒及血清抗體雙軌並行檢測，不可
純粹因為打了疫苗就縮短檢疫。

更重要的是，要強化病毒追蹤。今次
因為印度裔男子及其菲裔女友瞞報行
蹤，導致37萬外傭要強檢，數以千計的
人士要被隔離檢疫，為此付出巨大公共
資源，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可見，
本港防疫追蹤不足的短板確有必要彌
補，而本港現時即使有「安心出行」，
也沒有全面推廣，追蹤工作情況並不理
想。如果追蹤系統能實現類似內地「健
康碼」或新加坡「合力追蹤」的自動定
位功能，印度裔男子隱瞞行蹤的情況根
本不可能發生，社會少付出代價，更大
大提升對市民健康安全的保障。

另一方面，做好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檢
疫，仍然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但本港的
隔離檢疫存在配套支援不足的情況。不
少市民反映，入住檢疫設施後，飲食、
保暖、藥物等方面得不到適切供應，竹
篙灣檢疫中心日前更發生懷疑集體食物
中毒事件。政府要切實改善檢疫中心的
膳食和居住環境，提供必要合理的照
顧，減輕隔離檢疫對市民造成的不便，
讓市民更無憂、更積極支持配合防疫工
作，讓防疫工作事半功倍。

防疫不鬆勁 讓「清零」延續
香港婦聯的本港生育意願調查發現，有近六

成受訪者不願意生育，當中逾九成人認為育兒
經濟壓力大是主因，數字比2019年高。受土地
房屋、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困擾，再加上本
港生活負擔高踞全球前列，年輕人向上流動機會
漸減，難免窒礙生育意願，勢必加速本港人口老
化，削弱整體競爭力。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者治港，香港發展迎來新轉機，政府應推出布局
長遠的規劃，營造安居樂業的環境，才能提升港
人生兒育女、建設美好家園的意願。

港人生育意願持續下降，其實是本港經濟民
生矛盾積重難返、生活壓力與日俱增的一種折
射。眾所周知，香港樓價全球最貴，年輕人
「上車」越來越難，立法會秘書處《自置居所
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報告顯示，35歲以下
的年輕人士於 1997 年成為自置業主的機會較
高，當時有多達19.81萬名這類年輕戶主，佔自
置戶主總數的22.1%；而由於置業負擔能力不斷
下降，首次置業人士的平均年齡，於2019年已
推遲至44歲。年輕人為供樓「搏殺」，只能推
遲生育時間，甚至打消生育念頭。

另外，本港堅尼系數於2016年擴闊至0.539，
居於全球最高之列；《經濟學人智庫》公布的
「2020年全球生活成本」排名，統計了全球133
個城市的生活成本，結果顯示，即使在疫情
下，香港生活成本繼續排名全球第一，除了高
樓價、高租金外，本港其他生活日常生活開
支、用餐費用、食材價格都名列世界前茅。

生活負擔有增無減，而本港經濟結構單一，產
業未能向創新、多元轉型，導致年輕人向上流動

的通道和台階減少，實際收入遠追不上樓價、通
脹的升幅，令年輕人對未來前景預測悲觀。生育
培養下一代的付出和責任重大，奧運冠軍李麗珊
多年前有一經典廣告台詞──「養大一個孩子要
400萬」，計及通脹，如今養育一個孩子恐怕遠
超400萬，年輕人對此難免避而遠之。

本港已呈現人口老化的趨勢，若生育率長期
低迷，公共財政、醫療福利將承受更大壓力，
勢必出現類似日本的「少子化」問題，影響經
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提振本港的生育率，
僅靠強化家庭的友善政策效果不大，關鍵還在
於解決深層次矛盾，為市民減負降壓，讓年輕
人對前景充滿信心。

落實了香港國安法、完善了選舉制度，本港
迎來集中精力求發展的重大機遇，較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有條件再創輝煌。今年兩會期間，國
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審議
時強調，中央政府全力、全方位支持特區政府
及市民，在防疫抗疫、金融領域、創新科技、
服務業、航運業等方面，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一起做好長遠規劃，解決貧富懸殊、住屋
等問題。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應彰顯行政主
導，與社會各界齊心協力、迎難而上，下決心
有擔當解決土地房屋的難題，改善居住環境；
積極融入國家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機遇，
加快本港經濟轉型升級，拓展港人的發展空
間，推出更多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消除年輕
人生兒育女的後顧之憂，讓香港煥發生生不息
的活力。

鼓勵生兒育女 關鍵要解決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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