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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立法會內務委員會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 

內地居民來港的出入境安排意見書 

 

新婦女協進會一向致力推動性別觀點主流化，監察政府以性別觀點審視各項政

策。以下是本會以性別觀點審視人口政策的措施的意見。 

 

政策規劃一刀切，有違國際承諾 

過去二十年，香港經濟社會結構經歷急劇轉型，家庭形態有很多不同面向的發

展，其中中港跨境婚姻的家庭急速增加是不爭的事實。根據統計數字1，這些家

庭中大部份都是香港丈夫內地妻子，但無論 2003 年或 2007 年的人口政策所推

行的措施均沒有嚴肅確定這個事實。因此這些內地妻子除了要面對兩地出入境關

卡重重外，因為傳統性別分工的照顧者身份，需要面對比男性更多的的問題。例

如︰ 

 

 由 2007 年 2 月開始，入境事務處推出『堵截「準來港孕婦」政策』，拒絕

未能出示預約分娩証明書而懷孕滿七個月的「準來港孕婦」入境或給予有限

制入境。來港妢娩的中港家庭的內地妻子不單要繳交昂貴醫療費用，還要面

對入境處人員嚴苛盤問。 

 

 很多中港家庭的內地妻子一方面申請單程証，但為了照顧香港子女及丈夫，

她們以雙程證往返香港，所以每三個月長途跋涉返回內地申請便成為例行公

事。這些雙程証媽媽通常都會帶著在港出生的孩子一起回內地，一來幼兒需

要照顧，二來即使是較年長的孩子，只要是 12 歲以下的也要避免獨留他們

在家，因此這些中港家庭的家長明知會影響孩子學業，媽媽也無奈地每三個

月帶著孩子住返內地，，這樣當然會影響孩子學業，同時媽媽的健康和心理

亦承受著很大壓力整個家庭亦不能得到健康發展。 

 

 有些內地妻子，輪候單程証多年，但與居港之配偶發生感情問題而導致夫妻

離異或配偶突然去世、入獄、失蹤、患上嚴重疾病如殘疾等，這些內地妻子

                                                 
1民政事務總處及入境事務處內地新來港定居人士的統計數字，第３頁，第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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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會突然失去成為香港居民身份的機會，不能居留在香港，即使可以留下來

照顧子女，一來沒法工作，二來又因為沒有居民身份而未能得到適切支援，

令經濟長期陷入困境，情緒和健康亦往往會因此出現問題，整個家庭亦因此

未能得到能平衡發展。 

 

可見一個缺乏性別敏感的政策，沒有考慮婦女一般肩負了家庭照顧者的狀況，便

很容易將這些家庭一再邊緣化，而這些家庭中的婦女處境便更加困難了。香港政

府簽訂了聯合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在制定任何政策時都應以性別觀

點審視，不但要避免政策做成性別不平等，政策更應富有締造性別平等的有利條

件及婦女創造福祉的功能。再者，政府在去年通過的種歧視條例中，以較狹隘的

種族定義，刻意將新移民婦女排擠在定義之外，因為是新移民而受歧視的市民便

不能引用此條例作保障，可見現時的措施都與香港政府的國際承諾有所距離。 

 

統計資料缺乏性別觀點 

我們每當要求政府提供有關單程証的統計數字時都感到非常矛盾，因為當年政府

拿著 168 萬香港居民的內地子女數字為居港權官司護航，嚇得全港市民差點要

將邊境即時關閘。但政府畢竟掌握最多有關資料，所以我們仍然要求政府提供有

關統計數字，可是現時的資料並未能幫助我們了解中港家庭較複雜的走勢及構

成、新來港人士及持雙程証人士在香港的一般生活情況，特別是兩性不同的處

境。本會曾於 2008 年 4 月 26 日出版的《性別統計數字的編整研究》裡指出，

現時政府的統計數字，都缺乏因應不同居港年期人士與關於家庭構成的項目的資

料，例如持單程証來港不足 7年的市民及正輪候單程証而長期以雙程証往返香港

人士的婚姻､生育､離婚､再婚､家庭形態､家庭規模及居住情況等作出相互關

係分析。本會認為若要消除性別歧視，在政策規劃前對此等資料的掌握非常重要。 

 

訂立專責機制，以性別觀點審視口人政策，改善錯誤 

政府無論在 2003 年或 2007 年的人口政策中都強調人口質素，反映了政府忽視

了社會整體的長遠利益發展，性別平等及社會公義的考慮原則，卻無視各項措施

對弱勢社群造成的深遠影響，並一直迴避民間團體的批評。例如本地家庭的內地

配偶享用醫療及衛生服務、「單程証」、「雙程証」申請問題等等，所以政府應馬

上在港設立一法定機制，以處理中港家庭在申請單程證、雙程證過程中出現的問

題及困難，並對有關的問題，或有需要的個案作出調查及處理。並且保安局應定

期邀請內地公安部門及關注中港家庭的民間團體，在香港召開三方會談，共同就

目前的「單程証」、「雙程証」及「出入境政策」作出檢討和提出建議，以完善有

關的制度，減少中港家庭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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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人口政策推出的措施，對準來港及新來港婦女做成了那麼多的負面影

響，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策規劃時忽略了性別觀點，我們要求人口政策督導委員

會向婦女事務委員會諮詢如何以性別觀點審視 2003 年 2007 年人口政策，並馬

上就《人口政策》措施做成的錯誤進行積極補救。我們亦建議日後有關中港家庭

的政策或措施應經過性別觀點的審視，而且政府應馬上改善對中港家庭的統計工

作，以期能對這群體的處境更為掌握，支援他們改善處境。 

 

新婦女協進會（簡稱婦進）成立於 1984 年，宗旨為： 排除女性在各範疇所受

到的歧視；爭取權益及福利，推廣意識培育，促進婦女解放運動，邁向兩性平等

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