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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雖然香港女性的就業意欲於最近數十年穩步改善，但是

25-54歲壯齡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2021年仍僅為 72.7%，遠低於
男性的 93.4%相應數字。 1有鑒本地人口急速老化，為填補退休人士

增加而帶來的空缺，政府自 2018年起推出更多項措施鼓勵婦女
就業，當中包括延長法定產假 4周至 14周，以及在中期內增加多達
1 900個的資助幼兒照顧服務名額。然而，其促進作用迄今頗為
有限。最近，部分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出現人口外移，
本 地 勞 動 人 口 在 2022年 年 中 前 的 3年 間 流 失 227 500人 (減 幅
達 6.2%)，擴大婦女就業更成為當務之急。為紓緩人才短缺，及
實現兩性更平等，社會持續有倡議，要求釋放非從事經濟活動婦女

的工作潛力。過去5年，立法會曾至少12次討論婦女就業的議題。  
 
1.2 應陳曼琪議員的委託，資料研究組研究了澳洲和新加坡

擴大婦女就業的政策措施。選定這兩個亞太地區為深入研究對象，

不 單 因 為 兩 地 壯 齡 婦 女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分 別 高 達 80.4%和
84.7%，亦由於兩地促進婦女就業及兩性平等的政策皆享譽全球。 2

本資料摘要首先介紹香港婦女就業及相關政策議題的近期發展，
繼而簡述全球和內地的主要措施，其後兩節則分別闡述澳洲和

新加坡的擴大婦女就業政策措施，並附上列表以便參考 (附錄 )。  
  

                                                           
1 本摘要引用的香港統計數字，全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本文跟隨部分
先進地方的做法，以 25-54歲壯齡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作為就業意欲
指標，這亦可撇除 15-24歲在學青年和接近退休年齡的 55歲及以上年長
人士的影響。  

2 根據 2021年的兩性平等全球排名報告，澳洲和新加坡在 171個地方中分別
高踞第 19位和第 7位。該項排名調查並不包括香港。請參閱United Nation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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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近期政策發展  
 
2.1 1997年至 2021年期間，香港女性勞動人口急增 42.1%至
162萬人，主要是由於單程通行證 (“單程證 ”)持有人持續移居
香港，以及婦女於教育水平提高下享有更多就業機會。 3再者，由

於男性年長僱員陸續退休，令其勞動人口同期減少 1.7%，女性在
本地勞動人口的比例亦於 24年間由 36.9%顯著提升至 45.8%(圖 1)。
收窄至 25-54歲的壯齡婦女，其勞動人口參與率在 1997年至 2018年
期間曾由 59.7%大幅上揚至 73.0%，主要由於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
增多，分擔了本地婦女的家務， 4而更多婦女選擇獨身或延遲結婚

和生育，亦為相關因素 (下文第 2.2段 )。 5然而，過去兩年的疫情，

導致部分幼兒中心關閉及 59 900名外傭的淨外移，令這個數字於
2021年輕微回落至 72.7%。與同屬壯齡組別的男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相比，兩性差距在 2021年仍高達 20.7個百分點，儘管已較 1997年的
37.3個百分點幾近減半。  
 
  

                                                           
3 1997年至 2021年期間，共有 112萬名單程證持有人來港，當中三分之二

(67%)為女性。關於影響女性工作人口的結構性因素，可參考題為《香港
在職母親面對的機遇和挑戰》的研究簡報。請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19)。  

4 外傭數目在 1997年至 2021年期間累計飆升 98.5%至 339 000人。請參閱政府
統計處 (2022b)。  

5 1997年至 2021年期間，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由 26.8歲延至 30.6歲，而首次
生育年齡中位數則由 29.0歲延至 32.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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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香港按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主要統計數字  
 
 

15歲及以上  25-54歲  

  

勞動人口參與率 (%) 勞動人口參與率 (%)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23)。  
 
 
2.2 某程度上，兩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差距，可歸因於家庭

責任的傳統分工，特別是照顧幼兒的責任。以本地壯齡婦女在其

人生不同階段的勞動狀況為例，未婚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

2021年高企於 90.6%的水平，但在結婚後而尚未生育時則下降至
78%，而已婚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於育有 15歲以下子女時更
遽跌至僅55.5%。 6生育顯然成為女性是否參與勞動人口的轉捩點，

它使女性的事業生涯較男性縮短約三分之一，亦導致論者所指的

“母職懲罰 ”。 72022年年中，本港共有 428 800名 25-54歲本地婦女

                                                           
6 25-54歲男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則非常穩定，在各人生階段均高於 90%。
根據政府統計處因應查詢而提供的數據，相關男性的婚前參與率為

91.8%；已婚而沒有子女的參與率上升至 94.9%；已婚而育有幼兒的更
進一步升至 95.3%。  

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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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從事經濟活動，當中多達 80.5%表示 “料理家務 ”為她們離開
職場的主因。 8 
 
2.3 雖 然 性 別 分 工 是 全 球 現 象 ， 但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經合組織 ”)的不少先進成員國過去推出多項措施，似可有效提升
婦女的就業意欲。以2021年為例，澳洲的壯齡婦女勞動人口參與率
為 80.4%、新西蘭為 82.4%、英國為 82.9%、德國為 83.1%、加拿大
為 83.9%、瑞典為 88.2%，全皆明顯高於經合組織的 73.8%平均值
(圖 2)。現時香港壯齡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接近經合組織的平均
水平，若能提升至以上地方的高水平，可為本地社會帶來多重

效益，包括 (a)有助解決因長期人口老化和近期人才外流導致的
勞工短缺問題； 9 (b)擴大本地經濟的生產能力，提升本地生產
總值；及 (c)透過在職母親的額外收入，為基層家庭紓解貧困及
改善生計。 10 
 
 
圖2   選定先進地方的25-54歲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資料來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a)。   

                                                           
8 家務包括照顧老幼的工作。  
9 根據政府於 2019年發表的 “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 ”，預計勞動人口在 2022年
至 2027年期間將會減少 100 700人 (即 3%)，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  

10 2020年，與子女同住的在職貧窮住户 (即收入低於政府貧窮線的住户 )中，
90.1%僅有一名成員在職。請參閱政府統計處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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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地婦女就業的最大障礙，據報是幼兒照顧服務數量

不足、超出負擔能力及服務不便。雖然香港在 2021-2022年度有
37 100個 3歲以下的幼兒照顧名額 (與相應歲數的 124 100兒童人口的
比例為 29.9%)，但獲政府資助的不足四分之一。 11即使是資助

服務，其收費中位數亦高達每月 5,537港元，相當於全港住户月入
中位數的 20.1%，對較低收入的家庭實為偏高。 12加上其他實際

限制 (如開放時間相對較短和地區分布不均 )，導致資助機構的幼兒
照顧服務整體使用率僅為 58.3%(而全部機構的整體使用率為
50.9%)。因此， 3歲以下嬰幼兒照顧服務的實際入託率在 2021年
僅為 15.2%。其次，香港的職場安排仍然非常僵化，僅 17%受訪
僱主有作出家庭友善安排 (如兼職工作、休假和靈活上下班時間 )，
以方便在職母親照顧子女，本港婦女員工因而較難在工作與家庭

責任間取得平衡。相比之下，經合組織的相應數字則高達 87%。 13

第三，在肩負家庭照顧責任的受訪僱員中， 8%表示在職場曾受到
歧視 (例如招聘和解僱 )，而在職母親尤以更甚。 14最後，論者認為
兩性之間的薪酬差距 (如 2021年女性的全職就業收入中位數較男性
低 9.5%)， 15以及女性晉升至高層的所謂 “玻璃天花板 ”(如 2022年
全港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僅得17.1%為女性 )，均削弱本地
婦女的工作誘因。 16 
  

                                                           
11 資助幼兒照顧服務由政府資助的幼兒中心及附設於幼稚園的幼兒中心
提供。社會福利署 (“社署 ”)和教育局因應查詢，提供數字。  

12 為受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全日服務收費。  
13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2022a)及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14 平等機會委員會在 2021-2022年度共接獲 389宗有關職場性別歧視的投訴，
以及 42宗有關家庭崗位導致就業相關歧視的投訴。由於受害人未必
舉報，上述數字或未能充分反映實際情況。請參閱The Chinese Universi ty 
of Hong Kong (2018)及平等機會委員會 (2022b)。  

15 如計及兼職工作者，兩性的收入中位數差異為 12.5%。  
16 統計數字來自 2022年年中恒生指數 69家成分股公司，而全部 2 600家上市
公司的相應數字為 16.3%。至於女性於管理層級職位的比例， 2021年香港
的數字為 38.4%(較經合組織的 33.7%平均值稍高 )，但應謹慎解讀該數字，
因為當中涵蓋的職位廣泛，並且包括一些決策權有限的初級管理職位。

請參閱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2022)、 Community 
Business (2022)及政府統計處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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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 2018年起，政府推出一系列額外舉措，以釋放婦女勞動
潛力。當中包括： (a)於 2019年 1月把侍產假從 3天延長至 5天，並於
2020年 12月 把 產 假 從 10周 延 長 至 14周 ； (b)於 2020年 3月 ，
將每 25 000人口提供 100個資助幼兒照顧名額的規劃比率，引入
本地的規劃準則，為 2018年全港實際比率 (僅約 25個 )的 4倍；
(c) 在 中 期 內 增 加 多 達 1 900 個 的 資 助 幼 兒 照 顧 名 額 ； 17及

(d)由 2020年 2月起，向家長提供每月最高 600港元的免入息審查
津貼，以紓緩他們使用資助幼兒照顧服務的經濟負擔。然而，論者

批評這些措施過於溫和，無助激勵更多婦女就業。就此政府亦承認

即使能在 18區物色足夠土地興建這類中心，亦需要 “10年或更長
時間 ”，使資助幼兒照顧服務增至上述規劃比率。至於政府承諾在
中期內增加 1 900個資助幼兒照顧名額，該等新增名額僅佔 3歲以下
兒童人口的 1.5%，故此幫助有限。至於資助幼兒照顧服務的
600港元每月津貼，僅為收費中位數的11%。 18 
 
 
3. 全球的擴大婦女就業政策措施  
 
3.1 放眼全球，縱然經合組織的兩性就業意欲亦存在差距，

但不少先進成員國的兩性就業差距明顯較小。以瑞典、加拿大、

德國、英國、新西蘭和澳洲為例，其壯齡人士勞動人口參與率的

兩性差距，於 2021年介乎 5.7與 10.1個百分點之間，遠低於香港的
20.7個百分點和經合組織平均值的 17.1%(圖 3)。 19這些地方的兩性

就業差距較小，或可歸因於它們較早推出擴大婦女就業措施，又或

是某些特有文化因素。  
 
  

                                                           
17 社署已計劃 (a)透過不同發展項目，在 2020-2021年度起的 3至 4年間增設

10所獨立幼兒中心，增加約 900個服務名額；及 (b)由 2021-2022年度起，
透過購置物業計劃，分階段在 28個中心額外提供 1 000個名額。  

18 雖然低收入家庭可申請 50%至 100%的費用減免，但論者批評釐定資格的
家庭收入上限過低。以 4人家庭為例，部分和全額減免的住户月入門檻
分別為 34,290港元和 19,750港元 (即相應住户月入中位數的 77%和 44%)。
2021-2022年度，僅 1 659名兒童獲得這類津貼。請參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9)。  

19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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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21年選定先進地方的25-54歲男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資料來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a)。  
 
 
3.2 芸芸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擴大婦女就業主要措施中，加強

幼兒照顧服務最廣為稱頌。 2019年，經合組織的 3歲以下嬰幼兒
入託率高達 36.1%，而投放於學前及幼兒照顧服務的公共開支，
於 2017年平 均佔 當 地生 產總值 0.7%， 兩 者皆 處 於高 水平。 20 
經合組織的研究也得出這個結論， “各項政策中，向未滿 3歲兒童
(即入讀幼稚園之前 )的在職父母提供更多正規幼兒照顧服務，是
推動女性參與勞動人口的主要措施 ”。 21其次，經合組織成員國推出
較為寬鬆的家事假政策，方便母親工作。平均而言，經合組織

成員國的父母可享 18.6周有薪產假、 2.1周有薪侍產假，以及 39.3周
有薪育兒假。 22 第三，不少成員國賦予僱員法定權利，可向僱主
申請彈性工作安排，以便照顧子女。彈性工作安排可以體現於工作

時間 (如交錯工作時間及壓縮工作周 )、工作地點 (如遠程工作及在家
工作 )及工作量 (如兼職及職位共享 )。 23第四，部分地方亦有法定
措施，減少職場性別不平等，如 (a)加拿大和芬蘭強制規定僱主

                                                           
20 香港在 2021-2022年度的相應數字估計分別為 15.2%(入託率 )和 0.3%(開支
佔本地生產總值 )。  

2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2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c)。  
23 歐洲聯盟的所有成員國，均把這項權利賦予有 8歲或以下子女的父母，
部分甚至設定更高的年齡上限。德國和荷蘭則把這項權利賦予所有

工人，不論其家庭狀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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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披露有關兩性薪酬差距或兩性工作分配的統計數字；及

(b)在歐洲聯盟 (“歐盟 ”)的上市公司中，為董事會設定 40%的女性
配額。更平等的性別待遇，可為婦女工作提供誘因。第五，部分
國家提供額外稅務優惠，吸引家庭成員成為第二名工作者，賺取

收入。如加拿大為次名工作的家庭成員，提供高達 14,000加元
(81,600港元 )的免稅額。  
 
3.3 最近於 2019年，歐盟加強立法，以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有關行動包括制訂歐盟《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以期提高 “婦女
在勞動市場的參與度 ”。 24所有成員國均須在 2022年 8月或之前各自
制訂措施，實現這個政策目標。此外，歐盟在 2022年 12月達成
協議，擬透過立法加強薪酬透明度，以收窄兩性酬差距，這建議

有待正式通過。  
 
3.4 內地方面，憲法訂明婦女在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士平等的

權利，這亦反映於 “婦女撐起半邊天 ”的內地名句上。 1990年，
15-64歲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曾高達 79.4%， 25僅比男性的相應

數字低 9.4個百分點 (圖 4)。當時婦女就業意欲高，某程度上是由於
她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因此傾向較早投身勞動市場。而當時的

國有或集體所有的企業提供幼兒照顧服務，亦有助她們就業。

然而，其後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呈持續下降趨勢，於 2019年降至
68.6% (與男性差距擴大至 14.2個百分點 )，部分原因是年青人接受
高等教育的機會迅速擴大。再者，內地私營企業自 1990年代初湧現
(與國有企業相比，它們較少為女性僱員提供幼兒照顧服務 )及據報
職場性別歧視增加，亦為相關因素。 26 
 
  

                                                           
24 第 2019/1158/EU號指令。請參閱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25 公開資料並沒有按年齡組別細分的內地勞動人口參與率。  
26 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 2021年只有 5.5%的 3歲以下兒童接受託兒所照顧。
請參閱新華網 (2021)、Wang et al.  (2020)及Ya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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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內地的15-64歲男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2)。  
 
 
3.5 為了到 2030年實現兩性更平等，中央政府於 2021年 9月頒布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 (2021-2030)》，隨後又於 2022年 10月修訂
《婦女權益保障法》，針對性別歧視訂明更具體的規定。例如，

由 2023年 1月起，僱主不得在招聘過程中詢問求職者的婚姻狀況。
中央政府於2021年宣布三孩生育政策後，亦承諾未來加強兒童照顧
支援、提供更多稅務寬免，以及鼓勵彈性工作安排。各省市級政府

亦銳意各自推行措施，促進婦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舉例而言，

廣東和上海把產假分別延長至 178天和 158天 (全國規定為 98天 )，
而大多數省市亦推出侍產假和育兒假。 27 
 
 
4. 澳洲的擴大婦女就業政策措施  
 
4.1 澳洲是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的著名先驅者，早於 1976年已
設立專職的部長級職位 (婦女部長 )和專責的政府機構 (總理與內閣府
轄下的婦女事務科 )。 28就職場平等方面，聯邦調解和仲裁委員會

                                                           
27 2022年 6月，全部 31個省市均已提供 10-30天的侍產假，並有 30個省市提供
育兒假 (大多是讓 3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年各享 10天假期 )。  

28 婦女事務科於 2004年更名為 “婦女辦公室 ”，目前仍直接隸屬於總理與
內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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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負責制訂國家工資標準的政府機構 )於 1969年確立 “同工同酬 ”
原則，消除基本工資率 (即法定最低工資 )的 25%男女差距。其後，
澳洲在 1984年制定《性別歧視法》，把僱傭、晉升及報酬方面的
性別歧視做法定為非法。及後於 1990年代，當地政府更大力擴展
幼兒照顧服務。過去 24年，澳洲女性勞動人口擴大了 65%，
於 2021年升至 652萬人，佔總勞動人口的 47.4%(圖 5)。 25-54歲女性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同期也從69.3%飆升至80.4%。  
 
 
圖5   澳洲按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趨勢  
 

15歲及以上的勞動人口 (百萬 ) 25-54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 

 

 

 
 
資料來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2)。  
 
 
4.2 2014年 11月，澳洲於布里斯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 (“G20”)
會議上，承諾進一步縮窄兩性 15歲及以上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差距，從 2012年的 12.1個百分點降至 2025年的 9.1個百分點。 29

其後，當局於 2017年 7月發布題為《澳洲政府鼓勵婦女就業策略》

的政策文件，重申到 2025年將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兩性差距縮小 25%
的政策目標，變相可額外增加 20萬名婦女工作 (兩者皆與 2012年
水平相比 )。 30婦女辦公室負責政策執行和部門間的協調。  
 

                                                           
29 G20和澳洲都沒有針對壯齡人口而設定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目標。  
30 這 項 政 策 亦 有 助 提 升 澳 洲 經 濟 的 整 體 生 產 力 。 請 參 閱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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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澳洲政府為擴大女性就業所採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扼述

如下：  
 

(a) 2010年前積極擴充託兒服務名額：為 13歲以下兒童提供
更 多 及 更 能 負 擔 的 託 兒 服 務 ， 是 澳 洲 的 首 要 政 策

重點。 31政府最先於 1984年向使用非牟利託兒服務的
父母提供費用補貼，其後於 1990年擴展至私營託兒
機構。全面補貼實施後，供應迅速追上需求，託兒名額

數目在短短 10年間增加了兩倍，於 2001年達到 50萬個
(即相等於 13歲以下兒童的 14.6%)。政府又資助有意
開辦新服務的機構，例如在 2001年至 2004年期間資助
他們在鄉郊地區設立服務中心，包括成立及初期營運的

開 支 。 由 於 供 應 急 增 ， 3歲 以 下 嬰 幼 兒 的 入 託 率
從 1984年的 8%飆升至 2010年的38%，並在其後 10年大致
保持穩定，於2021年高達40%； 32 

 
(b) 提供豐厚的津貼，令託兒服務變得可負擔：為了讓
使用者更能負擔託兒服務，澳洲政府在幼兒服務方面的

支 出 10年 內 飆 升 了 80.4%， 於 2021年 達 124億 澳 元
(641億港元 )，為其國內生產總值 0.6%。 33當局於 2018年
重整的託兒服務補貼，聚焦援助低收入家庭的家長，

他們現在只須支付託兒服務收費的 15%，其餘由政府
補貼 34；而中高收入家庭的補貼金額則較低，相關家庭

須承擔 80%的服務收費。 35此外，子女較多及工作

時間長的父母也可獲較高金額的補貼。以一個 “基準 ”

                                                           
31 2021年在澳洲接受託兒服務的兒童中，絕大多數 (97.6%)是使用中心託管
服務。請參閱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22)。  

3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1)及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22)。  
33 2022-2023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澳洲政府承諾在 4年內增撥 45億澳元

(233億港元 )，以令託兒服務更容易負擔。  
34 該群組家庭的每月入息上限為 6,040澳元 (31,230港元 )，即全國住户收入
中位數的 85%。  

35 該群組家庭的入息上限較高，為每月 29,730澳元 (153,700港元 )，是全國
住户收入中位數的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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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為例，由於政府已補貼逾 60%的託兒費用，每名
兒童計算的自付開支僅佔其住户收入的約8%； 36 

 
(c) 更長及更靈活的親職假：從 2011年起，澳洲僱員享有

18周產假和2周侍產假，其間薪金由政府支付。 37僱員可

保留 6周產假，以撥作育兒假，在子女滿兩歲前放取。
為提高靈活性，政府最近於 2022年 10月決定，將親職假
的總周數 (即侍產假和產假的總和 )，由 20周分階段增至
2026年的 26周，父母雙方可決定如何分配他們的假期。
此外，僱員每年享有 10天 “病假和護理假 ”，其間薪酬由
僱主支付；  

 
(d) 彈性工作安排的法定僱員權利：《公平工作法》於

2009年制定後，澳洲所有僱員均享有法定權利，向僱主
要求彈性工作安排。不論家庭狀況，僱員均可要求改變

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及工作模式 (如工作共享 )。僱主必須
在接獲請求後 21天內給予僱員書面回覆，表示是否答應
該 請 求 ， 若 拒 絕 該 請 求 則 須 說 明 理 由 。 故 此 ， 在

2021年，82%的僱主報稱已就此制訂彈性工作安排政策。
此外，僱員可就在工作場所的任何歧視性做法，向根據

《 2009年公平工作法》設立的公平工作調查專員署提出
申訴；  

 
(e) 強制披露工作場所的性別平等狀況： 2012年制定的
《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法》，強制規定僱用 100名僱員及
以上的私營大企業 (該等企業員工於 2021年佔全國僱員
的四成 )，須就性別平等狀況，向職場性別平等署提交
年度報告。該等報告須涵蓋的範圍包括： (i)兩性薪酬
差距， (ii)僱員和董事會成員的男女比例，以及 (iii)促進
性別平等的措施。 38違規僱主不僅會被公開點名批評，

還會被取消參與政府採購的資格；及  
 
                                                           
36 經合組織計算家庭自付開支所用的準則是：父母收入分別為該成員國
平均工資的 100%和 67%，並養育兩名 2-3歲子女。然而，澳洲各地價格
差異很大，值得留意。請參閱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c) 及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Library (2019)。  

37 假期工資僅按每月 3,250澳元 (16,800港元 )的國家最低工資標準發放，
但涵蓋全職僱員、兼職和散工工人。  

38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 (2021、 un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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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職母親的稅務優惠：除就撫養子女可獲退稅外，
合資格的單親人士和家庭中的第二名在職成員 (大多為
女性 )，亦可享每年高達 4,773澳元 (24,680港元 )的額外
退稅。然而，由於澳洲稅制的邊際稅率甚高 (如其
45,001澳元 -120,000澳元 (232,660港元 -620,400港元 )的
年度應課稅收入的邊際稅率高達 32.5%)，部分抵銷這項
稅務優惠。這項稅務優惠，據報在鼓勵婦女延長工時及

增加收入方面的成效有限。 39 
 
 
4.4 上述政策措施似能有效地釋放澳洲的女性勞動力，整體

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兩性差距，已從 2012年的 12.1個百分點縮小至
2021年的 9.4個百分點 (非常接近 2025年須達致 9.1個百分點的政策
目標 )。 40就養育 15歲以下子女的母親而言，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亦從
1991年的 57.2%大幅上升至 2020年的 73.3%。 41其他職場性別平等

指標也有改善，包括晉升至高層的 “玻璃天花板 ”和兩性薪酬差距
明顯減少。舉例來說，在澳洲首 200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
女性比例從 2016年的 25.3%飆升至 2022年的 35.7%， 42而全職男女的

周薪中位數差距從 2011年的 16.0%縮小至 2021年的 10.4%。 43性別

平等的全球排名方面，澳洲於2021年位居 19名，與2011年的第 18位
大致相同。 44 
 
 
5. 新加坡的擴大婦女就業政策措施  
 
5.1 1970年代以來，新加坡的出生率持續下降，新加坡政府亦
因此推出多項家庭政策提高國民生育率。該等以鼓勵生育為主要

目標的家庭友善措施，同時提供誘因給母親們於生育後繼續就業，

                                                           
39 對於由兼職轉至全職的母親，由於稅款增加和幼兒照顧服務福利減少，
估計這兩方面帶來的損失實際上抵銷增加工作時間帶來的額外收入的

75%-120%。請參閱KPMG (2018)。  
40 就壯齡人士而言，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兩性差距從 2012年的 12.9個百分點
縮小至 2021年的 10.1個百分點。  

41 National Skills  Commission (2021)。  
42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s (2022)。  
4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2a) 及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1)。  
44 United Nation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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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推動性別平等的協同效應。 45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女性

勞 動 人 口 在 24 年 內 激 增 86.2% ， 升 至 2021 年 的 112 萬 ，

佔總勞動人口的 46.8%(圖 6)。 25-54歲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同期更急升 22.9個百分點至 2021年的 84.7%，或是亞太地區的
最高數字。  
 
 
圖6   新加坡按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趨勢 (1 ) 
 

15歲及以上的勞動人口 (百萬 ) 25-54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 

  
註：  (1) 新加坡本地居民的有關數據。  
資料來源：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22)。  
 
 
5.2 25-54歲的人口中，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兩性差距在 24年間
縮窄了三分之二，由 1997年的 35.1個百分點下滑至 2021年的 10.8個
百分點。然而，新加坡政府並未因此而自滿，反而意識到有需要

打造 “更平等與包容的社會 ”，讓 “男女平等合作 ”。 2022年 3月，
新加坡政府發布《新加坡女性發展白皮書》 (“《白皮書》 ”)，當中
包含多項職場新措施。 46《白皮書》隨後提交新加坡國會辯論，並

於2022年4月獲國會一致通過。  
  

                                                           
45 關於推動生育的措施，題為《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措施》的資訊述要可
提供更多資料。請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21c)。  

46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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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新加坡的現行及新增婦女就業措施，現摘錄如下：  
 

(a) 積極擴充託兒服務名額： 2005年，新加坡僅得 713間
託兒中心，提供 59 433個託兒名額。然而，總理李顯龍
於 2012年承諾，為提高生育率，政府會對幼兒服務作出
大量 “投資 ”。隨着更多財政及土地資源投放在新的幼兒
中心，政府的幼兒服務支出在短短 9年內增加 4倍至
2021年的 18億新加坡元 (102億港元 )。這項支出相對
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同期亦增加兩倍至 0.3%。 47 
2012年至 2021年期間，共有 586間新增託兒中心，額外
提 供 99 100個 服 務 名 額 。 目 前 ， 新 加 坡 累 計 共 有
11 600個為 1.5歲及以下的嬰幼兒為服務對象的託兒名額
(約為同齡人口的 23%)。 1.5歲至 6歲兒童方面，共有
179 000個託 兒名 額 (為 同 齡 人口 的 86%)。 2021年 ，
嬰幼兒的入託率為 18%，兒童的入託率則為 67%，方便
母親外出工作；  

 
(b) 提供豐厚的津貼，令託兒服務變得可負擔：為了讓
使用者更能負擔託兒服務，新加坡政府向他們提供

免入息審查的每月資助，嬰幼兒照顧津貼額最高為

600 新 加 坡 元 (3,390 港 元 )， 兒 童 照 顧 津 貼 額 則 為
300新加坡元 (1,695港元 )。政府更為中低收入家庭的
在職母親，提供每月高達 710新加坡元 (4,012港元 )的
額外補貼。 48此外，政府資助約 900間私營託兒中心，
惟它們須遵守若干收費上限條件。 49由於資助政策

放 寬 ， 2021年 的 147 900個 兒 童 及 嬰 幼 兒 託 兒 服 務
使用者中，多達三分之二 (66.4%)獲政府資助。即使把
非資助名額計算在內， 2021年的整體兒童及嬰幼兒照顧
服務月費中位數，分別僅為住户收入中位數的 4.8%和
7.1%；  

  

                                                           
47 Ang et  al. (2020)及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2b)。  
48 政府向家庭月入低於 12,000新加坡元 (67,800港元 )的在職母親，發放額外
補貼，該收入上限約為新加坡 2021年住户收入中位數的 126.1%。收入
越低者，額外補貼金額越高。請參閱Government of Singapore (2023)。  

49 自 2023年 1月 起 ， 全 日 制 兒 童 及 嬰 幼 兒 照 顧 服 務 月 費 的 上 限 分 別 為
720新加坡元 (4,070港元 )及 1,290新加坡元 (7,290港元 )，而由大型機構營運
的中心，收費上限甚或更低。請參閱CNA (2022)。  



16 

(c) 更長及更廣涵蓋面的親職假：早於 2008年，新加坡已把
有薪產假延長至 16周；而有薪侍產假則於 2017年延長至
2周。 50政策亦容許父母分享親職假，加強靈活性。

若母親同意抵銷同等日數的產假，父親可藉此獲取最多

額外 4周的假期。此外，子女滿 7歲前，父母每年可各享
6天有薪育兒假；此後的育兒假為每年兩天，直至子女
滿 13歲為止。 51兩歲以下嬰幼兒方面，其父母雙方每年

均可享6天的無薪育嬰假；  
 
(d) 2024年為彈性工作安排權利立法：根據政府、工會及
僱主聯會三方商定的《彈性工作安排三方標準》，僱員

可向僱主要求彈性工作安排，惟迄今仍屬自願性質。

不過，政府推出措施，鼓勵僱主提供該等安排，包括在

2013年推行工作與生活平衡津貼。簡而言之，政府向
支持僱員恆常使用彈性工作安排的企業，提供人均

2,000新加坡元 (11,640港元 )的資助，而每間公司的兩年
資助額上限為 70,000新加坡元 (407,400港元 )。 522022年
年初，約有 27%的新加坡僱員受惠於這種自願性彈性
工作安排，而政府的目標是到 2022年年底將受惠僱員的
比率提高至40%。  

 
 最近，新加坡政府就針對婦女的不公平僱傭做法，採取

“更強硬的立場 ”，在上文提及的《白皮書》中，當局
承諾最遲於 2024年強制規定所有僱主須 “公平且合理地 ”
考慮僱員提出的彈性工作要求。在該建議中，它在鼓勵

彈性工作安排之餘，仍然允許僱主以業務需要為由拒絕

此等要求。為此，新加坡政府將於 2024年或之前推出
新的《彈性工作安排三方指引》，並賦予法律地位； 53

及  
 

                                                           
50 產假薪酬由僱主和政府分擔，侍產假薪酬則由政府悉數承擔。請參閱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3)。  
51 若子女在 7歲以下，假期薪酬由僱主和政府分擔； 7歲及以上者，則由
政府悉數承擔。請參閱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23)。  

52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期間，鑒於僱主及僱員的靈活工作安排激增，
工作與生活平衡津貼於 2020年 8月停止接受申請。疫情爆發後的津貼計劃
受惠者，在 2020年 4月至 8月期間增加至約 8 000間公司的 9萬多名僱員。
請參閱Ministry of Manpower (2020b)。  

53 Ministry of Manpower (2021)及The Straits Time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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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職母親的稅務優惠：與澳洲情況相近，新加坡於
2005年推出 “在職母親子女評稅扣減 ”，專為鼓勵婦女
“在產後繼續工作 ”提供額外稅務誘因。 54簡而言之，

在計算個人入息稅時，在職母親的部分收入可獲豁免

評稅。豁免率亦按其按子女數目順序遞增，由首名子女

的 15%增至次名的 20%，第三名及其後出生的子女則為
25%。  

 
 
5.4 新加坡多年來推行的鼓勵生育和兩性平等措施，似已增強

當地婦女的就業意欲。上文提及新加坡壯齡婦女的勞動人口

參 與 率 ， 於 1997 年 至 2021 年 期 間 大 幅 上 升 22.9 個 百 分 點 ，
可見一斑。此外，職場平等方面亦有進展，新加坡首 100大上市
公司的董事會中的女性成員比例，由 2016年的 10.8%倍増至 2022年
的 20.8%。 55當地全職僱員的兩性薪酬差距也縮窄，儘管減幅

溫和，僅由 2011年的 9.9%減至 2021年的 9.0%。 56在此背景下，

新加坡的兩性平等的全球排名，於 2021年高踞第 7位，與 2011年的
第8位相去不遠。 57 
 
 
6. 觀察所得  
 
6.1 在香港，雖然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狀況於最近數十年明顯

改善，但兩性的壯齡勞動人口參與率差距仍然相當明顯，在2021年
達 20.7個百分點。儘管近年推行改善措施，不少本地婦女仍然認為
不足及收費偏貴的幼兒照顧服務，是她們投身工作的最大障礙。

而工作場所工作安排欠缺彈性，及部分職場的歧視性做法，亦為

相關因素。  
  

                                                           
54 此外，新加坡政府亦為當地家長提供 “家長稅務回扣 ”，首名子女每年金額
為 5,000 新 加 坡 元 (28,250 港 元 ) ， 次 名 子 女 為 10,000 新 加 坡 元

(56,500港元 )，第三名及其後出生子女 20,000新加坡元 (113,000港元 )。
但這稅務回扣概念與香港的 “子女免稅額 ”相若，母親的就業意欲並非考慮
因素。請參閱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22)。  

55 Council for Board Diversity (2022)。  
56 Ministry of Manpower (2020a、 2022)。  
57 United Nation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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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澳洲和新加坡，壯齡人士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兩性差距

較小，分別為 10.1和 10.8個百分點。兩地的主要成功因素包括：較
充裕的幼兒照顧服務供應、政府為相關服務提供的可觀資助、較長

且較靈活的親職假、在職母親的稅務優惠，以及促進職場平等的

舉措。關於要求彈性工作安排的法定僱員權利方面，澳洲已實施

有關政策，新加坡則計劃最遲於2024年引入相關法例。  
 
6.3 特別就澳洲而言，婦女辦公室直接隸屬於總理與內閣府，

正好說明政府高層對鼓勵婦女參與勞動人口的重視。另一方面，

新加坡於30年間將壯齡婦女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提高逾20個百分點，
這經驗或可帶來一些啟示，有助思考如何制訂政策，實現既鼓勵

生育、同時又讓婦女發展豐碩事業的雙重目標。  
 
 
 
 
 
 
 
 
 

 
 
 
 
 
 
 
 
 
 

 
立法會秘書處  
研究及資訊部  
資料研究組  
劉絜文  
2023年 2月 14日  
電話： 3919 3181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
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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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的擴大婦女就業政策措施  
 
  香港  澳洲  新加坡  

A. 女性勞動力發展的主要指標 (1997年至 2021年期間 ) 

  1997 2021 1997 2021 1997 2021 
1.  女性總勞動人口 (百萬 ) 

(佔總勞動人口的百分比 ) 
1.14 

(36.9) 
1.62 

(45.8) 
3.94 

(43.1) 
6.52 

(47.4) 
0.60 

(40.1) 
1.12 

(46.8) 

2.  25-54歲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 59.7 72.7 69.3 80.4 61.8 84.7 

3.  25-54歲人士勞動人口參與率的
兩性差距 (百分點 ) 37.3 20.7 21.8 10.1 35.1 10.8 

4.  全職收入中位數的兩性差距 (%)( 1 )  11.5 
(2011) 9.5 16.0 

(2011) 10.4 9.9 
(2011) 9.0 

5.  頂級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的
女性佔比 (%) 

11.1 
(2016) 

17.1 
(2022) 

25.3 
(2016) 

35.7 
(2022) 

10.8 
(2016) 

20.8 
(2022) 

B. 2021年為在職父母提供的幼兒照顧支援  

6.  政府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支出  
(佔本地 /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71億港元  
(0.3) 

641億港元  
(0.6) 

102億港元  
(0.3) 

7.  入託率：兩歲或以下嬰幼兒  15.2 39.7 18.0(2) 

8.  免入息審查的父母津貼 (每月 ) 600港元 (3)  1,700港元 -3,400港元  

9.  經入息審查的津貼     

10.  全日制嬰兒照顧的自付費用  
(佔住户收入的百分比 )( 4 )  20.1 8.0 7.1 

C. 在職父母的有薪假期  

11.  產假 (周 ) 14 18 16 

12.  侍產假 (天 ) 5 14 14 

13.  育兒假 (每年天數 )  10 6 

D. 彈性工作安排  

14.  要求彈性工作安排的法定權利      2024年或之前  

15.  給僱主的財政獎勵        
(於2020年結束 ) 

E. 其他措施  

16.  強制提交性別平等狀況報告        

17.  鼓勵婦女工作的稅務優惠的受惠
對象  單親人士  第二名在職家庭  

成員、單親人士  在職母親  
 
 

註：  (1)  兩性薪酬差距以男性薪酬的百分比表示。  
 (2)  指 18個月或以下的嬰幼兒。  
 (3)  僅適用於受資助幼兒中心的用户。  
 (4)  香港的數字 (收費減免前的資助名額費用 )和新加坡的數字 (基本收費補貼後的資助和

非資助名額費用 )，是費用中位數在住户收入中位數中的比例。澳洲的數字，則以
賺取 100%和 67%平均工資的夫婦在接受補貼後的費用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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