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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正考慮修訂有關協助單親家長的綜援，目的為「協助綜援單親家長提升

能力」，「自力更生，融入社會」，因而「鼓勵」綜援單親家長外出就業。綜援單

親家庭在年紀最小的子女滿 12嵗以後，家長必須每月外出工作最少 32小時，若

家長被證明不積極參與「自力更生計劃」及「深化就業輔助計劃」，則會被扣減

每月$200綜援金。 

綜觀政府提出的修訂建議，實在未能真正解決綜援單親家長的需要，達到建

議書提出的目標，成效亦受到質疑。同時政府不了解單親人士的困境，尤其是受

到家庭暴力所害的一群，強制就業並未能真正協助解決他們的問題。 

 我們反對政府在配套不足的情況下，以「一刀切」的形式強制綜援單親家長

外出工作，此舉並未顧及成人及青少年的需要，恐會造成更多社會問題。原因闡

述如下： 

 

(一) 單親家長的困境 

單親家長有部份是家庭暴力受害者，飽受身心創傷，並非短期內能復原，而

子女經歷家庭暴力，嚴重影響其成長。為免再受施虐者的騷擾而搬家，孩子要轉

校。這些情況可能不只發生一次，短期內頻密的轉變，成人及子女都需要時間處

理和適應。另外，單親母親還要照顧子女的心理狀況，子女升中學是一個大轉變，

加上家庭暴力的陰影，更加需要母親的照料關懷陪伴，此時強制單親母親外出工

作，對子女會造成不良影響。因此他們極需社會伸出援手，過度難關，領取綜援

以應付生活突變的過渡期。 

雖然政府的修訂建議提出，「如有充分理據」剛受到家庭暴力傷害的人士可

獲豁免強制工作，但建議並沒有詳細解釋何謂「充分理據」及如何實行此一豁免。

而且家庭暴力的影響並非短時間能消除，缺乏深入的個案分析，了解每個家庭的

實際需要，而一刀切要求單親家長外出工作，實在未能真正幫助單親家庭，而讓

有需要的單親家庭問題延續。 

 

(二) 無法從工作提升自己能力 

根據社署的數字，現時單親綜援個案共有 36289宗，81%個案為女性。年齡

分佈是 30-39歲(36.5%)(13245宗)，40-49歲(44.3%)(16076宗)，50-59(7.1%)(2577宗)。

學歷方面，從未入學至小學畢業(61.5%)(22318 宗)。這批婦女能從事的多屬於低

技術工種，如: 清潔、送外賣及雜工等。這類工作工時長、低薪、易被替代、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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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情況嚴重，工作前景並不明朗。單親媽媽既沒有時間，又沒有金錢進修，作自

我提升，只能繼續從事這類工作，勉強維持低水平的生活，長遠來說難以真正讓

自己與子女脫貧，造成跨代貧窮，引起更多社會問題。因此強制單親家長在年紀

最小的子女滿 12嵗後，每月外出工作 32小時的建議，實在並不如政府所說能夠

讓單親家長有所提升。 

 

(三) 托管服務嚴重不足 

據建議書，單親家長可以使用社署資助的非政府資助機構為 12 嵗以下的兒

童的托管服務，及 6嵗以下的託兒服務。但此一建議並未能針對照顧受政策影響

的 12 嵗以上的兒童，支援外出工作的家長，讓他們安心工作。政策罔顧兒童成

長的需要，如受到家庭暴力的心理陰影，剛升上中學的轉變帶來的影響，單親家

長於此時外出工作帶來的生活上的轉變等。政策剝削兒童權利，已違反聯合國《兒

童權利公約》。 

另外﹐建議書中提及教統局即將推出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應該要顧

及家長的工作時間，如在公眾假期、學校假期、星期六、日等日子提供服務予有

需要的學生，以及配合家長放工的時間以便接送子女。 

 

(四) 政策欠缺婦女角度 

現時領取單親綜援的有八成以上是女性，政府的修訂建議並沒有顧及這些女

性的需要。例如政策並不認同婦女的家務勞動價值，以及其他的無酬勞動如參與

義務工作。另外，建議亦沒有顧及家庭暴力受害婦女的特殊需要，及照顧子女所

需的額外時間和精神，協助她們重建家庭。受政策影響的八成是女性，政策不應

歧視女性，亦應盡量為單親女性提供一個有利的投入勞動市場的環境，免於剝

削，使她們能真正脫貧，長遠來說才能減輕政府在這方面的福利開支。 

 

(五) 反對政府採用強制和懲罰性的措施 

新建議提出若綜援單親家長沒有積極出席工作計劃面談及參與深入就業援

助計劃，便會被扣除$200 的綜援金。此舉罔顧各單親家庭不同的處境和需要，

因為不能工作的原因複雜，涉及市場及家庭狀況，一刀切的強制懲罰性措施，未

能真正幫助單親家庭融入社會，自力更生。 

 

為真正達到讓單親家長自己更生，融入社會，並照顧到子女的需要，我們提出以

下的建議： 

 

(一) 政府應豁免單親家長在子女未滿 15 嵗之前外出工作的要求﹐以使家長有更

多時間精力照顧子女。 

 

(二) 推動對「家庭友善」的單親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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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工及專業人士小心評定個案是否適合投入勞動市場，為個別單親家長

提供度身訂造、循序漸進的就業計劃，以顧及工作、家長、兒童三方面的平

衡。社署宜提供「家庭為本深化個案管理」，鼓勵家長參與義務、兼職工作、

培訓；繼續支持已過渡到有酬勞動的家長；重視家長及子女的精神健康。 

 

(三) 推動具「性別觀點主流化」的單親就業政策 

政府各部門之政策，必須要留意到女性的性別需要。杜絕歧視女性或導致性

別排斥的成份。縱觀整體女性的就業狀況處於較不利狀態，單親母親所面對

的歧視顯然更大。此外，新政策未有認同婦女的家務勞動價值；婦女從事非

受薪的工作如義工服務等的貢獻；以及某些組群的女性如被虐婦女在婚姻離

異後的所需之特殊支援，及其子女所需之額外照顧時間。政府制訂政策時，

必須具有「性別敏感度」，以提供適切的支援予單親母親。 

 

(四) 推動「社會政策配套完善」的單親就業政策 

香港推行強制單親家長外出工作的政策建議，並未能協助單親家長融入社

會，反而會令單親被強硬的丟出勞動市場，導致更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

政府應該致力改善就業環境，設立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鼓勵彈性工作時

間，保障勞工基本權益。另外也要改善社會上的歧視與排斥情況，使單親人

士免受標籤。 

 

(五) 社署應該加強 12至 15嵗的青少年配套服務，提供充足的支援，間接鼓勵單

親家長從事能融入社會的活動。 

 

(六) 政府應取消強制性懲罰措施，強迫單親家長工作，在缺乏支援下，將他們丟
出勞動市場，改為以充足的配套鼓勵家長工作，並提供多元的選擇，如義工、

培訓等，讓單親家長在自己適合的情況下才投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