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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自 20世紀末葉以來，不少已發展經濟體均面對較低甚或
“超低 ”生育率現象。 1人口老化問題或會嚴重影響社會及經濟，

因此各地政府都不斷透過提供更多誘因以鼓勵市民生育。雖然

低生育率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但多個地方針對生兒育女的

不同階段，均持續推出或強化現行的家庭政策 2 (例如現金或
非現金津貼 )，以期消弭生育的阻礙，同時營造更有利生育的
氛圍。在香港，在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之前，本地出生率便已
跌至谷底，而政府對有關問題亦直認不諱。然而，政府早前在

制訂人口政策時曾表示，提供直接金錢津貼等經濟誘因對出生率

的影響微不足道，而且所費不菲。 3儘管如此，有建議認為政府

有必要推出措施應對此問題。 4 
 
1.2 應陳家珮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就推動生育的家庭

政策擬備了本資料摘要。本文首先審視香港的生育趨勢及阻礙，
以及政府為消弭阻礙而採取的政策，繼而扼述全球各地如何處理

生育率偏低的宏觀措施。最後兩節聚焦於日本和德國兩個選定

地方，審視它們如何保持生育率的經驗。兩地一直派發現金津貼

以支援育有子女的家庭，並大幅擴充幼兒照顧服務供應。

在日本，當地訂立積極進取的生育率目標，彰顯其提高生育率的

決心。在德國，當地提供最長可達 3年的優厚親職假，並致力為
兒童提供津貼，直至他們年滿 18歲。上述 3個地方各自的政策
要點載於附錄1。   

                                                 
1 在 2015年至 2019年期間， 81個國家的生育率低於補充水平 (每名女性
生育 2.1名嬰兒 )，其中 20個國家更低於每名女性生育 1.5名嬰兒的水平。  

2 家庭政策通常指為 “推動生育、護理、情緒支援及跨代共融 ”而推出的
法律或行政措施。請參閱United Nations (2009)。  

3 請參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2013、 2015)。  
4 請參閱立法會 (2013)、星島日報 (2018)及香港 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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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生育趨勢  
 
2.1 最直接反映生育趨勢的量度指標為某年內實際活產嬰兒

數目，而有關數目在香港持續下跌，由 1981年的接近 87 000名
跌 至 2003 年 的 47 000 名 ， 其 後 在 2011 年 大 幅 回 升 至 超 過
95 000名，主要由內地女性所生嬰兒帶動。 5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撇除內地女性所生嬰兒，新生嬰兒數目在 2006年至 2012年期間亦
溫和回升。然而，嬰兒出生數目隨後再次下滑，在 2021年只有
36 953名 (圖 1)，創紀錄新低。在 1981年至 2021年期間，人口由
520萬增至 740萬，增幅為 42%，某程度上是由於持單程通行證
人士來港。  
 
 
圖1   香港活產嬰兒數目 (1981年至2021年 )(a)  
 

 
註：  (a)  1986年前並無內地女性所生嬰兒數目的分項數字。   

                                                 
5 內地女性來港分娩數目於 2011年創紀錄新高，當時約 46%活產嬰兒由
內地女性誕下。有關女性來港分娩的政策於 2012年年底改變後，相關
嬰兒出生數目銳減，截至 2021年，跌至佔香港嬰兒出生總數約 3%。  

總數：95 451

總數：

36 953

0.5

0.7

0.9

1.1

1.3

1.5

1.7

1.9

2.1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香港永久性居民女性所生 內地女性所生 總和生育率

活產嬰兒數目 每名女性的總和生育率



3 

2.2 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亦反映於總和生育率 (即某年內女性
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數目，包括配偶為香港居民的內地

女性所生子女 )。 6有關數字由 1981年的 1.93下跌至 2021年的
0.77(圖 1)。香港的總和生育率不但遠低於每名女性 2.1的自然
人口補充率，而且屬全球最低之列。沒有子女的情況亦越來越

普遍。生於 1944年的女性中，只有 1%沒有子女，反觀生於
1969年的女性 (截至 2019年年屆 50歲 )中， 34%沒有子女。 7， 8至於

生育子女的女性，子女平均數目亦由 1944年組別的 3.55名下降至
1969年組別的 1.18名。 9與此同時，首次生育的年齡中位數亦

由2001年的29.4歲上升至2021年的32.6歲。 10 
 
2.3 上述生育趨勢大致與其他地方相若，但在下滑幅度上

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已發展的亞洲經濟體的出生率往往較

已發展的西方經濟體為低 (圖 2)。這或許顯示除普遍討論的經濟
因素外，一些社會及文化因素亦發揮影響。  
 
 
圖 2   亞洲及歐洲選定地方的總和生育率 (每名女性所生嬰兒

數目 ) 
 

 
資料來源：World Bank。  
 

                                                 
6 總和生育率指 15歲至 49歲各年齡層女性生育率之總和。  
7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0)。  
8 有研究發現，就香港的相關年齡組別而言，沒有子女的比率在亞洲已
發展經濟體之中最高。請參閱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Expert Group 
(2015)及Sobotka (2021)。  

9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0)。  
10 婚後 首 3年 誕下 嬰 兒的 比 例亦 由 1980年 的 90%跌至 2019年 的 65%。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0、 2022b)。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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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部分亞洲地區的文化往往仍視婚姻為生育的先決社會

條件。換言之，不婚或會構成生育的阻礙。 11就香港而言， 40歲
或以上從未結婚女性的數目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在 2001年至
2020年期間上升了接近 240%，增幅明顯超越整體 40歲或以上
女性人口 60%的升幅。 12即使在已結婚者當中，女性的初婚年齡

中位數也由 2001年的 27.5歲，增至 2020年的 30.4歲，並進一步
增至2021年的30.6歲。  
 
香港的生育、幼兒護理及養育支援政策及措施  
 
2.5 根據政府在 2014年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導致香港
低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婦女教育水平提高，很可能導致生育

的機會成本上升；育兒的心理和社會壓力；及性別不平等，

令女性須負起照顧幼兒的主要責任。上述所有因素或許均對女性

的生育決定產生影響。  
 
2.6 政府雖承認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挑戰，但對以政策介入

個人的生育決定卻保持審慎。 13然而，政府亦致力在不同政策

範疇提供支援，盡力減少生育的阻礙。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公立

醫院所提供的免費基本產前護理及價格相宜的分娩服務。 14對於

某些有生育困難的已婚人士，輔助生育支援亦至關重要 (更多
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2.8及 2.9段 )。下文討論生產後可提供的其他
支援：  
 

(a) 子女免稅額：政府雖然沒有就分娩提供直接現金
津貼，但一直就納稅人每名子女及最多第九名子女

提供免稅額。有關免稅額在 2018-2019年度作出了
調整，由 10萬港元上調至 12萬港元，估計令庫房少收
約 13.1億港元的年度稅款。 15此外，納稅人可於有關

課稅年度就每名初生子女申領 12萬港元的額外子女
免稅額； 16  

                                                 
11 婚外生育在亞洲文化中遠遠不及在西方文化般普遍。香港的婚外生育率
估計約為 8%至 9%，但有歐洲地方則超過 40%。在日本及南韓，比率更
低至約 2%至 3%。請參閱Gietel-Basten (2018)、 Eurostat (2020)及OECD 
(2020)。  

12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2b)。  
13 請參閱勞工及福利局 (2018)。  
14 在 2019年出生的全部嬰兒中，在公立醫院出生者佔約 60%。  
15 請參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8)。  
16 免稅額款額亦在 2018-2019年度由 10萬港元調整至 12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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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假及侍產假：在 2020年，法定產假 50年來首次
增加，由 10個星期延長至 14個星期。 17放取產假的

母親獲僱主支付五分之四工資，當中最後4個星期的薪酬
(以 8萬港元為上限 )由政府發還。在 2021-2022年度，
有關發還金額約為 2.1億港元。 18政府自 2020年以來
推 行 5天侍產 假， 但日數 仍不及 部分先 進地方 。
此外，香港沒有法定親職 (育兒 )假。  

 
(c) 幼兒照顧服務：有關服務的供應是否充足被認爲與
香港低生育率息息相關。目前， 3歲或以下幼兒的
日間照顧服務主要由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營辦，

讓 父 母 可 以 更 好 地 平 衡 工 作 職 責 與 照 顧 幼 兒 的

責任。 19截至 2021年年底，在全部 37 000個幼兒照顧
服務名額中，只有約 21%(7 900個名額 )為受資助的
名額。 20換言之，在 2021年，受資助的名額與合資格
幼 兒 的 比 例 為 1:11.4， 而 整 體 比 例 則 為 1:2.4。 21

多年來，有意見認為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供應不足、

服務時間不靈活，且位置分布不均衡。 22經檢討幼兒

照顧服務後，政府已增撥款項以增加供應及改善

質素。整體而言，幼兒照顧服務 (不包括課餘託管 )的
資 助 額 已 由 2019-2020 年 度 的 2.9 億 港 元 ， 增 至
2021-2022年度的 3.9億港元，估計在 2022-2023年度更
將大幅增至約4.46億港元。 23 

 
  

                                                 
17 無薪產假在 1970年推出，有薪產假則在 1981年推出。  
18 請參閱 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  
19 請參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2015)。  
20 受資助的名額亦有收取費用，惟低收入家庭若通過入息審查，則具備
資格獲得費用減免。為進一步減輕父母負擔，政府自 2020年 2月起提供
免入息審查資助，即 “幼兒中心家長津貼 ”，每月為父母提供 600港元。
請參閱婦女事務委員會 (2021)。  

21 以 2021年年中 3歲以下人口為基礎計算。除日間幼兒照顧服務之外，
政府亦有提供其他幼兒 照顧服務，例如暫託幼兒服務及延長時間

服務。  
22 請參閱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15)。  
23 約 46%的支出用於資助全日或半日幼兒中心。請參閱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15)。  

https://www.women.gov.hk/download/library/meeting/WoC%2015_21%20e.pdf


6 

2.7 如其他地方一樣，政府負擔起教育的大部分責任，

由小一開始提供12年的免費教育。政府每年亦耗用67億港元資助
非強制的幼兒教育 (3歲至 6歲幼兒就讀的幼稚園 )，涉及約 762間
幼稚園 (全港共有 1 042間幼稚園 )約 147 000個學額。接受資助的
幼稚園當中，只有約10%仍然收取學費。  
 
輔助生育  
 
2.8 女性遲婚等因素或令越來越多打算生育的夫婦面對不育

問題，而輔助生育科技或可幫助他們。在2019年，利用輔助生育
科技 (包括人工受精及體外受精 )的夫婦誕下 2 737名活產嬰兒， 24

佔該年度活產嬰兒總數 5.8%。在2010年至2019年期間，香港每年
平均有約 1萬名患者接受各種生育治療，而目前最常見的治療
方法是凍融胚胎移植。 25與此相關儲存於核准設施的胚胎、卵子

及精子數量亦穩步上升。在 2015年至 2021年期間，儲存的卵子
(卵母細胞 )數量增長了15倍 (圖3)。 26 
 
 
圖3   胚胎、卵子及精子樣本的儲存  
 

 
資料來源：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24 在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情況下，有關數字 (包括人工受精及運用
捐贈人卵子和精子的治療程序 )在 2020年下跌至 1 936。請參閱 Council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2019、 2020)。  

25 凍融胚胎移植與新鮮胚胎移植類近，分別在於前者會冷凍經培植的
多餘胚胎，以供日後使用。兩者的受精過程均在人體以外進行。  

26 香港對非因醫學理由而進行凍卵並無限制，但卵子凍存不能超過
10年，而儲存者年紀不得超過 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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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雖然越來越多人接受使用輔助生育科技，但有關治療

仍然昂貴、 27耗時，並受相關法律限制。公立醫院有提供受資助

的公營治療服務，但首次診症估計輪候時間可達 150個星期，
隨後需再等候 6至 18個月才能獲得治療。 28現時，僅 3間公立醫院
提供最多 3次受政府部分資助的體外受精治療服務予合資格
人士： 29包括 (a)合法夫婦； (b)香港永久性居民；及 (c)女性接受
治療時年齡於 40歲以下。 30考慮到需求日益增加，有意見認為

有需要擴展政府支援，以縮短輪候時間及/或減輕費用負擔。 31 
 
政策成效  
 
2.10 儘管政府已推行多項措施，但根據最近一項調查，接近

70%的受訪者選擇不生兒育女，該比例據報是自 2014年首次調查
以來最高。 32其中，年齡介乎 20歲至 29歲的受訪者中，只有 13%
願意成為父母。他們提出的理由為 (a)房屋問題及居住面積不足；
(b)工作繁重導致時間及精力不足； 33及 (c)育兒的財政負擔
沉重。 34 
 
 
3. 生育及相關家庭政策的全球趨勢  
 
3.1 在很大程度上，應對生育率下跌並無靈丹妙藥。世界

各地用以扭轉生育率下跌趨勢的措施大致相同，主要針對不同

                                                 
27 舉例而言，香港中文大學輔助生育技術中心是與威爾斯親王醫院攜手
成立，亦提供私家生育治療服務，每個體外受精療程收費 60,000港元至
78,000港元。請 參 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輔 助 生 育 技 術 中 心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Uni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22b)。  

28 請 參 閱 The Assisted Reproductive Uni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2a)。  

29 3間醫院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瑪麗醫院及廣華醫院。根據 Lui (2019)，
病人需支付約2萬港元使用資助服務。  

30 有關年齡及居留權資格的標準不適用於私營輔助生育科技服務。  
31 根據 Lui (2019)， 2018年共完成約 1 000個公帑資助的體外受精療程，
大概佔該年所有同類療程的 10%，而醫院管理局 2012年相關數據則為約
13%。請參閱Hospital Authority (2015)及Lui (2019)。  

32 請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21)、香港婦聯 (2022)及香港商報 (2022)。  
33 在 2011年 ， 香 港 工 作 時 數 中 位 數 介 乎 每 周 44至 45小 時 。 請 參 閱
政府統計處 (2022a)及立法會秘書處 (2021)。  

34 智經研究中心在 2014年估計，供養一名子女至大學畢業所需費用由
98萬港元 (享用資助教育 )到 550萬港元 (接受私校教育 )不等，即平均每月
3,712港元至 20,800港元，為期 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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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階段提供經濟誘因，但在詳細設計、推行、適用範圍方面或

有所不同。至於這些措施的成效 (尤其是家庭 /兒童津貼 )，
有文獻研究顯示，措施對遏止生育率下滑產生 “積極 ”作用，為
長期復甦鋪路。 35事實上，在歐洲，大部分家庭及兒童津貼開支

相對較多的國家 (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 )，總和生育率
往往更高 (圖 4)。這些相關開支較高的國家主要在北歐，其優厚
的家庭及兒童津貼、推崇家庭與工作平衡的文化、較為均衡的

性別角色早已有被廣泛認同。  
 
 
圖 4   家庭 /兒童津貼公共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與

總和生育率的對比 (2017) 
 
 

 
資料來源：有關家庭津貼公共開支及總和生育率的經合組織家庭資料庫 (OECD fami ly 

database)。  

 
 
3.2 推動生育的主流政策包括為父母提供不同類型的生育後

假期及相關財政和實際支援。雖然女性產假是相關政策的基礎，

但很多地方亦為父母照顧幼兒引入親職假，並大幅資助幼兒照顧

服務。除此之外，不少地方亦在婦女生產階段前後及隨後不同

育兒階段發放現金津貼。從觀察所得，選定地方支援生育 /育兒

的其他非主流措施包括新加坡所設由父母及政府共同供款的儲蓄

基金，以及獲編配資助房屋的優先權；匈牙利為合資格嬰兒父母

提供貸款；及以色列為夫婦或單身女性提供的全面輔助生育科技

支援 (有關詳情及世界各地的經驗，請參閱附錄2)。  
  

                                                 
35 請參閱United Nation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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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  
 
4.1 日本在 2021年的總和生育率為 1.3，遠高於香港、南韓及
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作爲區內應對生育率下跌的先行者，日本

政府早於1990年代初期，便透過擴大家庭政策或計劃，包括拓展
已有措施 (例如在1970年代推出的兒童津貼 )，推出首個名為 “天使
計劃 ”(Angel Plan)的生育政策。然而，日本的總和生育率仍未能
止跌，且進一步下跌至 2005年的 1.26，直至 2015年才回升至 1.45
的近年高位 (圖 5)。此外，政府於 2015年宣布訂立每名女性總和
生育率目標，即在 2025年達到 1.8的生育率，並承諾改善政策以
作配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推遲婚姻和生育、減少生育

等常見因素外 36，日本家庭亦在不同範疇面對更多嚴重障礙，

例如兩性在婚姻中嚴格分工，照顧長幼家庭成員的責任主要由

婦女承擔；不利生育的工時較長文化；及職場歧視 (例如歧視
男性員工履行父職的做法 )。 37本節餘下部分載列日本鼓勵生育

政策的更多詳情。  
 
 
  

                                                 
36 日本首次結婚平均年齡由 1990年的 25.9歲升至 2020年的 29.4歲，女性
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則由 1995年的 27.5歲升至 2020年的 30.7歲。為推廣
婚姻，政府於 2016年推出婚姻資助計劃，其後再加强該計劃，包括：
(a)資助額調高至 60萬日元 (32,400港元 )； (b)夫婦的年齡限制由 34歲調高
至 39歲；及 (c)合併收入上限調高 80%至 540萬日元 (29萬港元 )。然而，
除在 2019年略為回升之外，結婚宗數一直拾級而下，而近期一項調查
發現選擇不婚的人數創新高。請參閱厚生勞働省 (2021c)及 National 
Insti 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2022)。  

37 日本男性僱員有可能為家庭承擔育兒責任或放取育兒假而在職場受到
歧視。據報道， 2021年發表的一項政府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男性由
於親職假安排或超時工作豁免而感受到騷擾 (paternity harassment)。
請參閱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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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960年至2021年期間日本的生育率及所推出的家庭政策  
 
 

 
資料來源：由資料研究組編製。  

 
 
育兒及生育的現金津貼  
 
4.2 雖然日本沒有提供子女免稅額，但會透過經入息審查的

兒 童 津 貼 (“児 童 手 当 ”)為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提 供 較 具 針 對 性 的
支援。 38合資格父母可獲發放津貼，金額為每名3歲以下子女每月
15,000日元 (810港元 )，及每名 3歲至 15歲子女每月 1萬日 元
(540港元 )。 39排行第三或以上的子女更可獲發放每月 15,000日元
(810港 元 )的 高 額 津 貼 。 據 估 計 ， 該 項 津 貼 在 2022年 惠 及
1 600萬名兒童，所涉費用 2萬億日元 (1,080億港元，相當於

                                                 
38 日本在 1971年推出經入息審查，為排行較後子女提供的兒童津貼。
有關資格審查在 1980年代一度放寬，但於 2012年又恢復。現時，育有
兩名子女的家庭中收入最高的成員稅後年收入不得超過 960萬日元
(52萬港元 )，才符合資格申領有關津貼。  

39 未能通過入息審查的家庭仍可領取每月特別津貼，金額為每名子女
5,000日元 (270港元 )。然而，由2022年10月起，每年賺取超過1,200萬日元
(65萬港元 )的家庭將不合資格領取該項特別津貼，藉以節省約 370億日元
(20億 港元 )，用 於 支援 幼 兒照 顧 及 擴展 教 育等 其 他 範疇 。 請參 閱
Bradshaw & Tokoro (2013)、Cabinet Office (2022a)及Nisseikiso Research 
Insti tut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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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預測國內生產總值的 0.35% 40)，當中 98%由國家政府直接
出資，其餘資金則來自地方政府及僱主。 41同時，已加入國民

健康保險的人士可獲一筆過生育津貼 (“出産育児一時金 ”)，金額
為 42萬日元 (23,000港元 )，款額亦由政府提供，以抵銷分娩
費用。 42 
 
拓展幼兒照顧服務  
 
4.3 為支持生育及應付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日本政府一直

增加幼兒照顧服務，尤其顧及女性較積極就業的都會區。 43根據

估計，在 2013年至 2019年期間，日間照顧服務名額增加 19%，
而隨着更多母親投入勞動市場，政府計劃提供更多名額。此外，

自2019年以來，以下服務已無需收費： (a)由認可設施為3歲至5歲
兒童提供的學前幼兒照顧 /教育服務；及 (b)為育有 3歲以下兒童
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的日間照顧服務。這些免費幼兒照顧計劃每年

開支為7,760億日元 (420億港元 )，由調高消費稅率 (即從原來的8%
調高至2019年的10%)所帶來的部分額外收入提供資金。 44 
 
父母的產假/侍產假及育兒假  
 
4.4 就產 假及侍 產假 而言，前者自 1980年代中期起 定為
14個星期，而後者則剛於2022年10月推行，父親在嬰兒出生後的
8個星期內，可一次過或分兩次放取 4個星期假期。此外，這些
假期的受惠人士可獲支付相當於假期前 12個月平均薪酬 67%的
薪金。自 1992年開始，所有僱員更享有工作受保障的親職 /

育兒假。 45目前，父母其中一方可放取 12個月 (或分兩次放取 )
假期；若父母雙方均放取假期，假期的合併時長則可延長至

                                                 
40 2022年 預 測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為 565萬 億 日 元 (30萬 億 港 元 )。 請 參 閱

Statist ical Bureau of Japan (2022)。  
41 僱主為此繳納相當於工資 0.36%的供款。請參閱Cabinet Office (2022a)。  
42 款額大致相當於在公立醫院分娩的平均費用，而國民健康保險現時並
不承保有關費用。  

43 請參閱Holthus (2019)。  
44 請參 閱 Ministry of Finance (2020)。 日本 的 免費 教 育 只涵 蓋 至初 中
水平。然而，一項政府調查發現，很多家庭指出，高昂的教育支出導

致 他 們 不 敢 按 其 理 想 子 女 數 目 而 生 育 。 請 參 閱 East Asian Forum 
(2022)。  

45 日本於 1970年代初期已為從事教育及護理行業的女性僱員，提供一年
無薪育兒假。請參閱Lambert (2007)。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658-26638-7_7


12 

14個月。父母在首 6個月的假期中，符合資格獲得三分之二的
薪金，並在餘下的月份裏，則可獲得 50%的薪金。 46另外，育有

6歲以下子女的父母更獲每年最多 5天的護理假，每次可放取最少
半天。  
 
4.5 雖然資助各類假期的資金來源不盡相同，但僱主無須

獨力承擔與上述假期有關的全部開支：產假和侍產假由社會保險

資助，而第 4.4段提及的假期所涉及的相關補償則由就業保險
支付，就此僱主和僱員均須以工資的 0.2%水平向保險供款，
以用作提供有關福利。 47此外，政府亦已通過法例，規定企業有

法律義務交代其家庭友善政策的實施情況：自 2023年 4月起，
聘用 1 000名或以上僱員的公司，須披露男性僱員放取親職假的
比率。為方便僱員放取假期，僱員親職假的最短通知期已由 4個
星期縮短至兩個星期。僱主亦有法律責任告知僱員其放取親職假

的權利。  
 
4.6 同時，根據經修訂的《育兒及護理休業法》 (Child Care 
and Family Care Leave Act)，育有 3歲以下子女的僱員享有更具
彈性的工作時間。 48僱主同時有義務設立較短工時的制度 (每日
6小時 )，作為有關僱員工作替代安排，並因應他們的要求，免卻
他們過多逾時工作或深夜工作。  

 
輔助生育  
 
4.7 為協助不育夫婦，自 2004年起，接受輔助生育科技治療
的異性夫婦可獲部分政府資助。為鼓勵夫婦在年輕時及早接受治

療，當局於 2016年制訂資助的年齡限制： (a)40歲以下婦女最多
可獲 6個療程；及 (b)40歲至 42歲的婦女則最多 3個。 49為應對低

出生率，由 2022年 4月開始，高達 70%的生育治療費用可透過

                                                 
46 自 1992年起，假期時長、薪金及獲取資格方面有多次改善。其中，
薪金支付比率在 2014年由 50%提高至 67%。在 2022年 4月，最少 1年受僱
期的資格要求亦被取消。  

47 據 報 於 2020年 ， 支 付 予 放 取 有 關 假 期 的 父 母 開 支 達 6,400億 日 元
(350億港元 )，較 2010年增加近 180%。請參閱厚生勞働省 (2020、 2021b)
及Asahi Shimbun (2022)。  

48 請參閱 Japanese Law Translation (2017)及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19)。  

49 請參閱The Mainich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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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發還。 50在 2004年至 2019年期間，透過輔助生育科技
出生的嬰兒人數增加了兩倍多，由約 18 000人上升至超過 6萬人
(相當於該年出生嬰兒接近7%)。 51 
 
政策成效及近期發展  
 
4.8 一般意見認為，相較育兒支援較少的其他已發展亞洲

地區，日本的生育趨勢更為穩定。然而，其所推行的政策與當地

總和生育率趨勢之間的關係卻非全然清晰，原因是雖然總和生育

率早於 2005年以來已回升，但當地 2007年至 2014年期間才加強
一系列支援措施 (特別是兒童津貼及假期 )，而即使推出進一步
措施，有關生育數字之後仍逐漸下降。此外，日本各縣市的

生 育 率 有 明 顯 差 異 ， 例 如 沖 繩 的 總 和 生 育 率 最 高 (2019年
為 1.82)，而大城市如大阪 (1.31)和東京 (1.15，為最低數字 )的總和
生育率則較低。 52 
 
4.9 日本能否在 2025年前實現總和生育率 1.8的目標仍然
存疑，然而當地採取的個別措施已見帶來正面跡象，特別是與

營造更為有利的職場文化相關的措施 (例如父親放取親職假的
比率由 2016年的 3.2%升至 2019年的 7.5%，並於 2020年進一步
升至 12.7% 53 )，以及婦女在親職假及生育後重返工作崗位的
情況。 54 
 
4.10 雖然日本的家庭及兒童津貼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

百分比 (1.58%)仍低於其他先進的西方地方，但社會逐漸憂慮
公共財政與其他資金來源共同承擔假期開支的方式能否持續。

儘管如此，政府仍致力投放更多資源，特別是透過改善幼兒照顧

                                                 
50 在推出保險保障之前，政府為通過入息審查人士的首次治療提供最多

30萬日元 (16,000港元 )資助，並在資助的治療次數上限內，為往後的
每次治療提供最多 15萬日元 (8,000港元 )。請參閱厚生勞働省 (2017)及
Japan Times (2022a)。  

51 請參閱Katagiri ,  et al . (2021)。  
52 請參閱Cabinet  Office (2021)。  
53 政府已制訂新目標，即在 2025年前把假期放取率提高至 30%。然而，
部分研究指出，不配合 的機構文化仍然殘存，與進取的目標背道

而馳。請參閱Asahi Shimbun (2022)及Mun & Brinton (2015)。  
54 請參閱厚生勞働省 (2021a)。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5年至 2016年期間，
適齡工作的婦女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60%升至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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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鼓勵生育。 55據報，為應付財政問題，政府正考慮構建

新框架，讓私營機構發揮更大作用，例如設立由僱員及僱主供款

的兒童保險計劃。另外，政府近年亦調低富裕家庭的兒童津貼，

以便投放更多資源發展更多幼兒照顧設施。  
 
 
5. 德國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  
 
5.1 儘管德國的總和生育率最近回升，但有關數字仍屬歐洲

最低之列，自 1970年跌破 2.1的自然補充率後，更於 1994年跌至
1.24 的 最 低 點 。 自 此 ， 總 和 生 育 率 逐 漸 回 升 至 2016 年 的
1.6(圖 6)。德國較低的生育率如其他地方一樣，亦反映在延後
生育、越來越多人沒有子女、每名婦女所生子女人數減少等 56，

但這些趨勢的社會及文化背景或與其他地方有所不同。舉例

而言，德國婚外生子的情況很常見，約三分之一的母親皆為

未婚，與亞洲地方形成強烈對比。 57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在 2010年代中期，德國四分之一的活產嬰兒是由擁有外國
血統/文化的移民誕下。 58 
 
 
  

                                                 
55 據報，政府計劃把幼兒照顧支援的預算增加一倍。請參閱 Japan Times 

(2022b)。  
56 婦女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由 2010年的 28.9歲升至 2021年的 30.5歲； 45歲
至 49歲沒有子女的女性比率亦從 2008年的 17%升至 2018年的 21%。
請參閱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2a)。  

57 該比率由 1991年的 15%升至 2021年的 32%。請參閱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2a)。  

58 該比率於 2010年約為 17%。在 1990年代初期及 2010年代，德國的淨移入
移民人數高企。在 2015年，受敘利亞難民危機影響，淨外來移民人數
達 110多萬。請參閱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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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女性的總和生育率  

圖 6   1980年至 2021年期間德國的生育趨勢及所推出的主要家
庭政策  

 
 

 
資料來源：由資料研究組編製。  

 
5.2 在 1980年代及 1990年代，德國已推出多項措施，支援
育有子女的家庭。其中，兒童津貼連同親職假及相關福利已成為

德國家庭政策的核心元素。2000年代中期為這些政策的分水嶺，
當時原有的政策經重大修改。在跨黨派支持下，德國大幅修訂

親職津貼政策，並大規模拓展公營幼兒照顧服務。下文載列與

生育水平有關的主要家庭政策元素的主要特點。  
 
兒童津貼  
 
5.3 德國數十年來一直提供優厚的育兒支援。當局按月支付

的全民兒童津貼 (Kindergeld)毋需入息審查，並由一般稅收收入
提供資金。 59有關津貼水平按子女的排行順序遞升，由第一名及

第二名子女的 219歐羅 (1,700港元 )，至第四名或之後的子女的
250歐羅 (2,000港元 )。該項津貼向父母其中一方支付，直至子女
年滿 18歲為止， 60若子女仍然在學，年齡限制則可延長至 25歲。
至 於 收 入 較 低 的 家 庭 ， 則 可 獲 發 名 為 兒 童 補 助 金

(Kinderzuschlag)的額外兒童津貼，金額最高為每月 229歐羅
(1,800港元 )。就有繳納稅款的家庭而言，兒童津貼會由父母享有
                                                 
59 1975年取消兒童津貼的收入限制。  
60 在瑞典及英國，提供類似津貼的年齡上限為 16歲。加拿大和丹麥亦把
年齡上限定為 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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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子女免稅額抵銷，現時父母應課稅收入可扣除的子女

免稅額為5,460歐羅 (43,000港元 )。 61 
 
擴展幼兒照顧服務  
 
5.4 自 2000年代初以來，為推動生育和改善婦女就業，整體
家庭政策方向有所改變，幼兒照顧服務亦因而得以大規模擴展。

在 2006年至 2020年期間，受資助的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名額增加了
接近兩倍，達約 83萬個；同期使用幼兒照顧服務比率亦從 13.6%
提高至 34.4%，但名額依然供不應求。 62據估計，政府已花費及

預留超過 50億歐羅 (390億港元 )以擴展有關服務。除了受資助的
公營幼兒照顧服務外，政府亦設立了公司幼兒照顧資助計劃，

供中小型企業為僱員6歲以下的子女增設日間幼兒照顧服務名額。 63 
 
產假/侍產假及育兒假  
 
5.5 德國目前的法定產假為 14個星期 (當中包括 8個星期強制
性的產後假期 )，而有關女性僱員可獲全部工資。 64男性僱員現時

並無法定侍產假，但政府已計劃推出為期兩個星期的全薪侍產

假。儘管如此，所有父母均合資格享有法定無薪親職 /育兒假，

最長可達 3年。 65倘僱員有子女未滿3歲，他們可提前7個星期給予
僱主通知，便可無需經僱主批准而放取有關假期。 66每名家長都

可按照自己的需要，獨立地分階段放取有關假期，甚至可以平均

每周兼職工作不多於32小時。母親可享有的親職假總時長亦包括
產後所放取的產假。   
                                                 
61 父母享有的其他稅務優惠包括幼兒照顧及教育免稅額，合共款額上限
為 合 共 2,928歐 羅 (23,000港 元 )。 請 參 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2c)。  

62 德國於 2008年通過法例，賦予 1歲兒童獲得法定幼兒照顧服務名額
資格。該法例於 2013年生效，而當地現正增加服務名額。  

63 企業可在其公司內新增設施，或在現有日間幼兒中心設立名額。每個
名額每月最多可獲 400歐羅 (3,100港元 )補助，為期最長兩年。此外，
企 業 如 增 設 學 校 放 假 期 間 的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名 額 ， 每 個 名 額 每 天

另可獲得 25歐羅 (200港元 )資助。請參閱Haufe (2021)。  
64 產假總時長在推行親職假後，縮短至現時的 14個星期。  
65 親職假必須在子女 8歲生日前放取。祖父母為照顧未滿 18歲的孫子女，
亦符合資格放取親職假。  

66 家長亦可安排最長達 24個月的親職假在子女 3歲生日至 8歲生日期間
放取，但若僱主在運作上有迫切需要，則須徵得僱主同意方可放取。

就子女 3歲生日後而放取的假期而言，僱員須提前 13個星期通知僱主，
有別於一般情況下的 7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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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德 國 於 1986年 推 出 親 職 津 貼 (Elterngeld)。 家 長 即 使
不放取無薪親職假，只要平均每周工作少於 32小時，亦可獲發
津貼。該津貼由政府資助，旨在補償父母因照顧年幼子女而失去

的收入，金額通常按子女出生後父母所損失淨收入的65%計算。 67

收入較低者可獲 100%資助，而收入較高者則不屬資助範圍
之內。 68合資格家長可選擇3種津貼方案，並可在一段時間內混合
應用，以切合其需要：  
 

(a) 基本津貼 (Basic allowance)提供子女出生後12至14個月
的 每 月 現 金 津 貼 ， 金 額 介 乎 300歐 羅 (2,300港 元 )
至 1,800歐羅 (14,000港元 )。如家長有至少另一名未滿
3歲子女或另外兩名未滿 6歲子女，則津貼金額可增加
10%。  

 
(b) 增補津貼 (Allowance plus)定於基本津貼水平的一半，
即 150歐羅至 900歐羅 (1,200港元至 7,000港元 )， 69

但津貼期較長，最長可達 24個月或直至子女年滿 2歲
8個月，從而讓家長能夠更靈活規劃預算及從事兼職
工作，於基本津貼期完結後尤為如此。  
 

(c) 合作夥伴獎金 (Partnership bonus)提供最多額外 4個月
的增補津貼福利，供父母雙方申領，以便雙方共同

工作和照顧幼兒。父母雙方必須連續 4個月從事每周
24至32小時的兼職工作。  

 
 
輔助生育  
 
5.7 德國在輔助生育的政策被認為是相對狹隘，如並不容許

捐贈卵子及代母懷孕等輔助生育程序。然而，與其他地方一樣，

尋求生育治療的夫婦一直有增無減。 2011年，藉體外受精科技

                                                 
67 在 2007年前，津貼金額劃一發放，申請人須通過入息審查，而津貼期
最長為 24個月。然而，有關制度被認為對女性不利，原因是女性工資
通常較男性低，而她們往往較多留家照顧子女。請參閱 Johannes et al .  
(2013)。  

68 月入少於 1,000歐羅 (7,800港元 )的家長可享 100%的資助，而年度應課稅
收入超過 30萬歐羅 (230萬港元 )的高收入人士則不合資格申領有關
津貼。  

69 增補津貼在 2015年推出。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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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下的嬰兒共 14 819名，至 2018年該數字已上升至 21 385名，
佔活產嬰兒總數的 2.7%。政府目前為合資格的合法已婚異性伴侶
(女方須年屆 25至 40歲，而男方則須年屆 25至 50歲 )提供部分
資助，金額最多為在扣除從醫療保險所涵蓋費用後餘額的一半。

該資助可供夫婦進行最多 4個療程，但不包括儲存卵母細胞及
胚胎的費用。 70 
 
政策成效及近期發展  
 
5.8 整體而言，從 1990年代中期至 2016年，總和生育率一直
呈上升趨勢。雖然有人認為部分原因是經濟穩步增長和移入移民

人數增加，但 2000年代後生育率的回升與家庭政策的改善時期
脗合 (圖 6)。事實上，德國青年對生兒育女變得更為樂觀。
2019年的一項政府調查發現，在 30歲以下未有子女的年輕人
當中，有 63%的人 “肯定想 ”生兒育女，遠高於 2003年的 49%。 71

與此同時，持保留意見的人亦從40%下降至27%。  
 
5.9 就親職假與津貼制度而言， 2021年有接近 190萬名父母
申領親職津貼，較 2016年增加約 19%。 72根據現有最新數據，有

更多初為人父的申請者申領津貼，從 2008年的 20%倍增至 2017年
的 40%，顯示更多父親即使需要減少工作時間，仍願意參與照顧
幼兒。自擴展幼兒照顧設施和改革親職津貼以來，投身工作的

母親 (包括育有年幼子女的母親 )人數穩步上升。 73在 2018年，在
育有2歲或3歲子女的母親當中，有61%投身工作。  
 
5.10 與日本的情況類似，隨着越來越多人獲得津貼，用於

支援家長及其子女的公帑一直迅速增加。在 2010年至 2016年
期間，所發放的親職津貼總額由 46億歐羅 (360億港元 )增至接近
70億歐羅 (550億港元 )，增幅為 52%。在 2022-2023年度的預算案

                                                 
70 請參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2b)。  
71 請參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0)。  
72 請參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2c)。  
73 請參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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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津貼支出預計更將增至 82.8億歐羅 (650億港元 )。 74至於全民

兒童津貼，在 2010年至 2021年期間，年度資助額上升了 7倍，
達到 476億歐羅 (3,710億港元 )。 75事實上，就家庭及兒童公共開支

而言，德國在歐洲聯盟成員國中已位居前列。在 2019年，有關
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 3.3%，與丹麥和盧森堡看齊，並且明顯高於
歐盟2.3%的平均水平。 76 
 
 
6. 結語  
 
6.1 較低或超低生育率在大多數已發展的地方較為普遍，

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尤為如此。面對社會人口急劇老化，

生育率下降，可能對經濟及社會造成負面影響，多地政府正努力

扭轉或遏止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日本和德國均投入大量資金

(由政府直接資助或透過僱主 /僱員出資 )來穩定出生率，主要
方法包括 (a)延長親職假； (b)向父母提供優厚的現金津貼；
(c)提 供 兒 童 津 貼 ， 以 協 助 減 輕 養 兒 育 女 的 經 濟 負 擔 ； 及
(d)大規模擴展公營幼兒照顧服務，令家長更好地平衡工作職責
與照顧幼兒的責任。日本更強制要求僱主為新晉父母提供較短的

工作時數，以銳意改變當地不理想的職場文化。  
 
6.2 兩地的總和生育率均較香港為高，並在過去十多年趨於

穩定。雖然兩地生育率與政府支援措施之間的關係難以精準

量化，但假期放取率及津貼支出顯著增加，反映親職假及兒童

津貼等政策似乎頗受家長歡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德國

均重視父母雙方履行照顧幼兒的責任，在父母雙方均申領相關

福利時，提供延長親職假 /延長親職津貼發放期限以作誘因。

為幫助渴望生育但面對不育問題的夫婦，日本和德國均向特定

年齡的夫婦提供資助以接受一定數量的療程。在女性延後生育

日趨流行的情況下，此舉或許亦可成為鼓勵生育的有效支援

措施。  
 
 

                                                 
74 於 2022年第一季，向每名家長發放的親職津貼平均金額為接近 9,900歐羅

(77,000 港 元 ) 。 請 參 閱 Federal Ministry for Family Affair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2022a)。  

75 請參閱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22c)。  
76 請參閱Eurosta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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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香港、日本及德國推動生育的主要家庭政策  

 
 香港  日本 德國  

總和生育率 (2021年 ) • 0.8 • 1.3 • 1.58 

最低總和生育率  
(年份 ) 

• 0.8(2021年 ) • 1.26(2005年 ) • 1.24(1994年 ) 

總和生育率目標  
(年份 ) 

• 無  • 1.8(2025年 ) • 無  

女性首次生育的年齡  • 32.2(2020年 )(中位數 ) • 30.7(2021年 )(平均數 ) • 30.5(2021年 )(平均數 ) 

女性初婚年齡  • 30.6(2021年 )(中位數 ) • 29.4(2020年 )(平均數 ) • 32.3(2021年 )(平均數 ) 

沒有子女的女性比率  • 35%(生於1971年的
女性 ) 

• 28%(生於1972年的
女性 ) 

• 21%(生於1969年至1973年 ) 

家庭友善政策  
(1) 稅務優惠  

為父母提供的子女

免稅額  
• 子女免稅額每名
新生嬰兒及每名子女

12萬港元  

• 無  • 子女免稅額5,460歐羅
(43,000港元 )(與兒童津貼
抵銷 ) 

• 幼兒照顧及教育開支的
免稅額2,928歐羅
(23,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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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香港、日本及德國推動生育的主要家庭政策  
 

 香港  日本 德國  
家庭友善政策 (續 ) 
(2) 直接現金津貼 (不包括臨時津貼 ) 
父母現金

津貼  
• 無  • 與親職假捆綁  

• 全民享有  
• 首6個月為工資的67%，其後為工資
的50% 

• 由僱主及僱員供款 (各0.2%)資助  

• 獨立於親職假  
• 就基本津貼受助人而言，最多14個月
工資損失的65%(如父母雙方均申領，
可提供額外4個月津貼 ) 

• 應課稅年收入超過30萬歐羅 (230萬港元 )
的人士不合資格  

• 由政府帳目支付  
子女現金

津貼  
• 無  • 針對中低收入家庭  

• 就未滿3歲的子女及第三名未滿15歲
的子女，金額為15,000日元 (810港元 ) 

• 就3歲至15歲的子女，金額為1萬日元
(540港元 ) 

• 主要由政府資助，加上僱主繳納僱員
工資0.36%作為供款  

• 全民享有  
• 每月219歐羅至250歐羅 (1,700港元至

2,000港元 ) 
• 直至子女年滿18歲 (如子女仍然在學，
則直至年滿25歲 ) 

• 由政府帳目支付  

其他現金

津貼  
• 無  • 新生嬰兒補助

(42萬日元 )(23,000港元 ) 
• 婚姻資助 (60萬日元 )(32,000港元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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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香港、日本及德國推動生育的主要家庭政策  
 

 香港  日本 德國  

家庭友善政策 (續 ) 

(3) 可享假期  

產假 (工資支付
比率 ) 

• 14個星期 (80%) 
• 政府發還一部分  

• 14個星期 (67%) 
• 醫療保險支付  

• 14個星期 (100%) 
• 政府支付一部分  

侍產假 (工資支付
比率 ) 

• 5日 (80%) • 4個星期 (67%) 
 

• 無  

親職假  • 無  • 12個月 (如父母雙方均
申領，則為14個月 ) 

• 最多3年  

輔助生育  

政府有否就治療

費用提供資助  
• 只就公立醫院的
治療提供資助  

• 治療費用的70%(由醫療
保險支付 ) 

• 治療費用的50% 

獲資助療程的限

數目/年齡限制  
• 最多3個體外受精
療程  

• 接受公立醫院療程
須未滿40歲  

• 未滿40歲女性可獲最多
6個療程；40歲至42歲的
女性可獲3個療程  

• 25歲至40歲的女性及25歲至
50歲的男性可獲3至4個療程  

資格 (婚姻狀況 ) • 法律認可的異性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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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其他選定地方推動生育的經驗  
 
南韓    南韓 2021年的總和生育率跌至 0.81，幾乎是全球最低。

為遏止有關趨勢，南韓政府已推出新措施或加強現有

措 施， ( 1 )涵蓋懷孕和分娩支援、擴大幼兒照顧服務，

以 至 為 新 婚 夫 婦 提 供 求 職 及 房 屋 支 援 。 據 報 道 ，

自 2006年至今，已花費至少 185萬億韓元 (1萬億港元 )，
但受生育水 平持續下跌影響，政府繼續增加直接現金

津 貼 ， 例 如 待 產 母 親 可 獲 一 筆 過 200 萬 韓 元

(11,000港元 )；為未滿 1歲的子女提供額外每月 30萬韓元
(1,700港元 )兒童津貼。 ( 2)  

新加坡    除 16個星期的產假之外，父母雙方亦可享不多於 6天的
有薪及無薪育兒假 (分別適用於未滿 2歲及 6歲的子女 )。
新加坡更設立家長及政府共同儲蓄計劃來應付子女的

教育及醫療開支， ( 3 )並制訂資助房屋銷售政策，為育有

至少 3名子女的家庭 (自 2013年起擴展至涵蓋準父母 )提供
優 先 權 。 ( 4 )新 加 坡的 總 和 生育 率 近年 已 大 致回 穩 ，

於過去 10年介乎 1.1(2020年的具體數字 )至 1.29(2012年 )。
於 2021年，儘管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但總和生育率
回升至 1.12。  

內地    中 央 政 府 繼 2015年 將 “一 孩 ”政 策 放 寬 至 “二 孩 ”後 ，
2021年再進一步放寬至 “三孩 ”。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所述，推動嬰幼兒照顧服務是推動生育的重點之一。

為達到此目標，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將每千人口的

嬰幼兒託位數納入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按照該規劃，

託位數目應於 2035年增加逾一倍至每千人口 4.5個。亦有
建議推行育兒假試點計劃，並探討可否將照顧 3歲以下
子女的相關支出從個人所得稅中扣除。 ( 5)  

                                                 
( 1)  舉例而言，南韓自 1953年起立法規定工時上限，並在 2001年推出親職假
制度。  

( 2)  南韓政府已公布由 2021年起計為期 5年的《第四次高齡社會及人口政策基本
計劃》 (Fourth Basic Plan for Ageing Society and Population Policy)，主要策略
包括創造性別平等的工作條件，讓不同性別人士均可規劃穩定事業，並改善

現行產假 /侍產假政策，讓所有人均可分擔工作及育兒責任。  
( 3)  該 項 計 劃 名 為 兒 童 培 育 共 同 儲 蓄 (嬰 兒 獎 金 )計 劃 (Child Development 

Co-Savings (Baby Bonus) Scheme)，供款期至兒童滿 12歲。請參閱立法會
秘書處 (2018)及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2)。  

( 4)  請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21)。  
( 5)  請參閱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2022)及中央人民政府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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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續 ) 
 

其他選定地方推動生育的經驗  
 
匈牙利    採取反移民立場的當地政府於 2019年推出 “家庭保障

計 劃 ”(Family Protection Plan)， 旨 在 支 援 家 庭 及 推 動
生育，估計所涉費用為 1,500億匈牙利福林 (48億港元 )。
當中的主要措施之一是為所有首次結婚並準備生育的

40歲以下婦女提供一筆 1,000萬匈牙利福林 (319,500港元 )
的 低 息 貸 款 。 借 款 人 誕 下 首 胎 後 可 延 遲 還 款 ， 誕 下

第 二 胎後可獲減免還款，以至誕下第三胎後可獲豁免

還款。此外，育有 4名子女的婦女亦可獲終生個人所得稅
豁 免 。 政 府 亦 資 助 育 有 較 多 子 女 的 家 庭 購 買 較 大 的

汽車，並以一次過的方式協助他們償還一定金額的按揭

貸款。上述措施的長期成效有待觀察，但 2021年的新生
嬰兒數目創下 10年以來的新高。然而，有批評指有關的
稅務優惠只惠及富人，可能造成不太理想的後果。 ( 6)  

以色列    以色列的生育水平一直維持於較高水平 (2020年的總和
生育率為 2.9)。該國的高生育水平固然受其地緣政治狀況
及猶太文化影響，但亦有意見歸因於當局大力支持輔助

生 育 。 自 1981年 以 來 ， 以 列 色 一 直 為 年 齡 介 乎 18歲
至 45歲的婦女 (不論其婚姻狀況或性取向 )提供接近全額
資 助，讓其無限次接受體外受精療程，直至其與現有

伴侶誕下兩名子女為止。 ( 7)有關政策受到民眾歡迎，所

進 行 的 體 外 受 精 療 程 次 數 由 1990 年 的 約 5 000 次
增至 2018年的 48 000次。 2018年經體外受精誕下的活產
嬰 兒有近 9 400名，佔該年活產嬰兒總數 (約 188 000名 )
的 5%。 ( 8 )據報當地政府每年推行該政策的費用約為

1 .15億美元 (9億港元 )。  

                                                 
( 6)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 7)  然而，只有年齡介乎 30歲至 40歲的婦女才可進行非因醫學原因凍存卵子

(即社會性凍存卵子 )，且據報有關程序只獲以色列一個醫療基金資助部分
費用。  

( 8)  請參閱Ministry of Health,  Israel (2020)。 2018年以色列人口約為 88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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