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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家庭議會的工作進度家庭議會的工作進度家庭議會的工作進度家庭議會的工作進度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家庭議會自 2013 年 4 月重組

以來的工作進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家庭議會於 2007 年 12 月成立，提供一個跨界別及跨

政策局的平台，研究與家庭有關的政策，以及向市民推廣關

愛家庭的文化。 

 

3.  由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政策必須評估對家庭的

影響。政策局／部門必須按家庭議會確立的三組家庭核心價

值（即「愛與關懷」、「責任與尊重」及「溝通與和諧」），以

及對家庭的結構和功能的影響作為基礎，評估各項政策是否

對家庭構成影響。此外，我們亦鼓勵各政策局╱部門就對家

庭可能構成影響的新政策，徵詢家庭議會的意見。為落實新

措施及強化其諮詢功能，家庭議會由 2013 年 4 月 1 日起重

組，並由石丹理教授擔任非官方主席。 

 

4.  家庭議會在重組後已在下列範疇取得具體成果– 

 

(a) 向政策局╱部門就對家庭構成影響的政策提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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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倡重視家庭觀念，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

包括在全港舉辦一系列的活動，慶祝國際家庭年

20 周年 1及推行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以及 

 

(c) 進行研究工作，加強社會對有關家庭事務的認識。  

 

家庭議會主要工作及成果，於下文各段闡述。 

    

    

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家庭角度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家庭角度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家庭角度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家庭角度    

 

5.  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政策文件及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必須包括評估有關政策對家庭影響，這方面的評估

已成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部分。在公眾諮詢過程中，我們

鼓勵各政策局及部門就對家庭可能構成影響的新政策，徵詢

家庭議會的意見。就此，多個政策局╱部門已就其轄下對家

庭構成影響的政策，積極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有關的政策

包括人口政策、侍產假的立法建議、標準工時的政策研究、

青年宿舍計劃、制訂法定城市規劃圖則、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長遠房屋策略、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等。有關各政策局

╱部門曾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的政策列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6.  家庭議會會繼續確保在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家庭角度

能予以適當的考慮。議會亦會根據實際的運作經驗，並參考

海外國家的發展和經驗，以及相關研究的報告等，檢討評估

框架的成效。 

 

 

提倡重視家庭觀念提倡重視家庭觀念提倡重視家庭觀念提倡重視家庭觀念，，，，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    

 

7.  家庭議會認同家庭為社會和諧的基石及建構社會的

基本單元。自 2007 年成立以來，家庭議會舉辦多項宣傳項

                                                      1 聯合國於 1994 年首度宣布該年為國際家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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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運動，包括「開心家庭運動」2、「開心家庭網絡」3及「人

人就位  孝愛互傳」運動 4，以宣揚家庭核心價值。 

 

國際家庭年 20 周年 

 

8.  2014 年標誌國際家庭年成立 20 周年。聯合國擬訂了

(a)支援貧窮家庭，(b)推動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以及(c)促

進社會融合及跨代共融為主題，以探討與家庭有關的政策及

策略。為配合國際家庭年的主題，家庭議會聯同相關的持份

者，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亞洲區家庭研究聯盟及社會福

利署，舉辦以下活動－ 

 

(a) 在 2014 年於全港推行一連串的宣傳活動，以彰顯

家庭的重要性; 

 

(b) 在 2014 年 5 月 15 日國際家庭日舉辦家庭高峯會 5，
並於 2014 年第四季舉辦亞洲區家庭研討會，以提

高社會對家庭事務的認識；以及 

 

(c) 製作新的家庭教育教材，以配合新手父母家庭和新

來港家庭的需要。教材預期於 2014 年第三及第四

季推出。 

 

 

                                                      2  全港「開心家庭運動」透過與不同持份者各種形式的合作，加強及進一步推廣家庭核心價值。「開心家庭運動」的活動包括巡迴展覽、出版書籍、電視及電台節目、經驗分享工作坊及其他宣傳推廣活動。 
 3  「開心家庭網絡」是一個跨界別和跨專業的互動資訊平台及支援網絡，向社會大眾宣揚家庭核心價值，並介紹各項家庭教育及支援服務，務求切合不同家庭的需要，同時宣揚家庭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自 2010 年 5 月推出以來，「開心家庭網絡」一直廣受歡迎。平均每月點擊率約 100 萬次。   4  不同輩份及性別的家庭成員，均可促進家庭和諧。家庭議會聯同安老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和青年事務委員會推行「人人就位 孝愛互傳」運動，當中包括在全港推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話劇、工作坊及展覽。 
 5  家庭高峯會成功吸引超過五百位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參與，並提供一個跨專業、創新的平台，共同研討家庭事務。 



4 
 

2013／14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 

 

9.  在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方面，家庭議會一直擔當積

極的角色。在2011年，家庭議會舉辦首屆獎勵計劃，吸引了

超過1 100間公司和企業參與。鑑於首屆獎勵計劃效果良好，

家庭議會同意每兩年舉辦獎勵計劃一次，並擴大範圍至商業

機構以外的組織，包括非政府機構和社會企業。家庭議會於

2013年 9月開展「2013／14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在

2014年1月報名期屆滿時，共有1 814間公司／機構報名，較

首屆獎勵計劃增加 60%。頒獎典禮將於2014年6月19日（星期

四）舉行，頒發「傑出家庭友善僱主」獎項予 34間企業、37

間中小企和20間機構。我們會繼續在社區層面推廣家庭友善

僱傭措施。 

 

 

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研究工作    

 

10.  為加強對有關家庭事務的認識，家庭議會已委聘大專

院校／研究機構進行研究和調查。在2014年，家庭議會委託

的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完成了「香港離婚狀況研究」（離婚

研究）及「2013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  

 

 

香港離婚狀况研究 

 

11.  離婚研究是一項全面的研究 6，並根據質量並重的數據

探討香港的離婚問題。研究的目的旨在辨識和了解香港離婚

人口的結構及其社會經濟狀況、離婚趨勢、風險和保護因素、

離婚帶來的影響，以及離婚家庭的需要。 

 

 

 

                                                      6 研究對象包括 1 200 對在 1999 年至 2011 年期間離婚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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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離婚研究的主要調查結果撮述如下︰ 

 

(a) 離婚夫婦能維繫婚姻的時間平均為 11.5 年至 12.7

年 7； 

 

(b) 2012 年批出的離婚判令總數（23 255 宗）較 1981

年（2 062 宗）增加超過十倍，而離婚／分居人士

的比例則由 2001 年的 2.7%增至 2011 年的 4.4%。

估計受父母離婚影響的子女比例亦由 2001 年的 4%

上升至 2011 年的 7%8； 

 

(c) 調查發現，離婚家庭面對很大的經濟壓力，而且收

入亦有下跌趨勢。過去十年，離婚家庭（育有 18

歲或以下的子女）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下降（由 2001

年的 10,000 元下降至 2011 年的 9,500 元）；相反

地，同期所有住戶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則有所增

加； 

 

(d) 至於住屋情況，租住公屋的離婚家庭比例增加（由

2001 年的 44%增至 2011 年的 57%），而同期在私人

樓宇居住的離婚家庭比例則下降（由 41%下降至

28%）； 

 

(e) 導致婚姻生活失衡及引致其後產生磨擦的因素包

括關係基礎薄弱、夫婦年齡的差距、初為人父母的

適應問題、與家族成員同住等；以及 

 

(f) 離婚對受影響成人和兒童的情緒健康，以及兒童的

學習動力均有負面影響。 

 

                                                      7 這個數字可能要視乎夫婦婚後所生子女的數目而定。過去多年來，夫婦沒有子女而提出離婚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婚姻維繫時間平均為七年。若夫婦育有一至兩名子女，其婚姻維繫時間平均為 14.3 年。若夫婦育有三名或以上子女，其婚姻維繫時間則平均為 22.2 年。   8 由 57 140 名（佔 2001 年兒童人口的 4%）增至 80 780 名（佔 2011 年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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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提出的建議摘要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家庭議會將與相關

政策局／部門跟進報告的建議，以助制訂工作計劃。 

 

2013 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 

 

14.  家庭議會一直留意本港家庭所面對的挑戰。為更全面

了解本港家庭的現況，家庭議會自 2011 年起，每兩年進行

一次定期統計調查，內容涵蓋多個範疇，包括對家庭核心價

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為人父母之道、家庭功能，以及對

家庭生活是否滿意等。2013 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 9已經完成，

調查結果主要如下－ 

 

(a) 大部分的傳統家庭價值 10
仍頗受認同，但不算強烈

（由 13%至 50%）； 

 

(b) 大部分受訪者願意與父母同住（ 65%）和支持其生

活（87%）； 

 

(c) 頗多受訪者贊同結婚是人生必經階段（ 60%）及養

兒育女對婚姻重要（53%）； 

 

(d) 對於無法和諧共處而又沒有子女的夫妻，過半數受

訪者接受離婚為最佳解決辦法（57%）； 

 

(e)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其家庭功能良好（72%），並滿意

家庭生活（76%）； 

 

(f) 不少為人父母的受訪者對養兒育女感到巨大壓力

（ 64%）；以及 

 

                                                      9 家庭議會在 2013 年 1 月委託研究機構進行家庭狀況統計調查，在 2013 年 5月至 10 月期間訪問了全港 2,000 個住戶。   10 統計調查提到的傳統家庭價值包括： (a) 要有兒子延續家族的姓氏； (b) 家醜不出外傳； (c) 有兒子比有女兒好；及(d) 致力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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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接近半數在職受訪者認為難以在家庭與工作之間

取得平衡（45%）。 

 

15.  調查結果反映本港家庭大致運作良好，受訪者亦滿意

家庭生活。不過，結果也顯示市民對養兒育女及平衡工作與

家庭感到壓力，這些事宜都值得關注。為應付未來的挑戰，

家庭議會將繼續致力推廣有關組織家庭的正面訊息和價值

觀，以及扭轉社會過份重視養育子女成本和責任的趨勢。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6.  現時，相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均有直接提供家

庭服務。為促進協同效益及善用資源，家庭議會同意其角色

不應改弦易轍，直接提供家庭服務。 

 

17.  在過去 14 個月，家庭議會確定其角色為提供一個跨

界別和跨政策局的平台，以研究與家庭相關的政策。各政策

局／部門及相關諮詢組織均積極就其與家庭相關的課題，包

括促進兒童權利及福祉、加強與兒童權利論壇的協作、兒童

死亡個案檢討、學前兒童康復服務等，向家庭議會作出匯報。

展望將來，家庭議會將繼續聚焦於以下方向： 

 

(a) 就制訂政策過程中應用家庭角度，向政策局／部門

提供意見； 

 

(b) 提倡重視家庭觀念，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力；

以及 

 

(c) 進行研究工作，加強社會對家庭事務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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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家庭議會自 2013 年 4 月重組以來的工作

進度。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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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AAA    

    

各政策局各政策局各政策局各政策局╱╱╱╱部門曾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的政策部門曾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的政策部門曾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的政策部門曾向家庭議會徵詢意見的政策    

    

    

政策局政策局政策局政策局╱╱╱╱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一一一一))))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 人口政策 

((((二二二二) ) )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 促進兒童權利及福祉 

((((三三三三) ) ) ) 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發展局    

� 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地下空間 

((((四四四四) ) ) )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 青年宿舍計劃     

� 無需父母同意亦可結婚的年齡下限 

� 建議就《華人永遠墳場條例》和《華人永遠墳場規則》

作出修訂 

� 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五五五五) ) ) )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 社區為本驗毒計劃 

((((六六六六) ) ) ) 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 

� 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七七七七) ) ) ) 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    

� 長遠房屋策略 

((((八八八八) ) ) ) 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勞工處    

� 侍產假的立法建議 

� 標準工時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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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局政策局政策局政策局╱╱╱╱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九九九九) ) ) )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 制訂法定城市規劃圖則 

((((十十十十) ) ) )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 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首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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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BBB    

    

「「「「香港離婚香港離婚香港離婚香港離婚狀況狀況狀況狀況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提出的提出的提出的提出的建建建建議議議議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 應透過加強現時房屋及社會福利制度所提供的支援，以

解決有關離婚家庭的財政及住屋需求。例如可因應離婚

家庭的經濟狀況，按通脹調整綜援及單親補助金的金

額。 

 

� 建議加快處理體恤安置申請的程序，及考慮為可能不符

合資格申請體恤安置的有需要家庭，提供臨時居所，以

免令有關家庭的處境，因家庭暴力等問題未獲解決而進

一步惡化。 

    

� 制訂政策者及持份者應為離婚家庭提供充分支援及資源，

以協助釋放離婚家庭的勞動力。就幼兒服務方面，應加

強課後托管服務。  

 

� 應為離婚家長提供彈性工作模式及工時。 

 

� 在人生不同階段提供婚姻輔導 (包括婚前教育 )，或有助

建立和諧關係。婚姻輔導可幫助夫婦在婚姻開始、發展

及終結時作出合理的決定，同時亦可減輕對子女福祉的

負面影響，以及避免不愉快的婚姻生活或離婚經歷。 

 

� 可考慮對經歷離婚的父母及其子女設計具體的介入方法，

如離婚教育。 

 

� 離婚教育有助提高家長了解離婚對子女的影響。一般而

言，離婚教育以提供資訊及親職技能為主，目的是减少

在法庭上解決紛爭。持份者及制訂政策者可參考新加坡

及美國等海外地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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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離婚的程序應予簡化、精簡及改良。為達致這個目

標，可考慮提供更多關於申請程序的資訊及協助。  

 

� 教育資訊應涵蓋重要的主題，例如離婚程序、雙方的法

律權利、決定撫養權安排準則等事項。 

 

� 應進行更多研究，務求更全面了解現況，並為制訂政策

方面，提供資料。 

 

� 現時關於離婚夫婦的數據資料(例如教育程度和收入 )並

不齊全。 

 

� 鑑於家事法庭工作量日益增加，應加強對資料蒐集工作

的司法及行政支援，以便監察離婚趨勢及為制訂政策提

供資料。 

 

� 制訂政策者及持份者應及時進行評估研究，以確定有效

的方法推廣調解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