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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40/08-09(02)號文件 
 

致：立法會全體議員 

由：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日期：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有關：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有關的出入境政策修改建議 

 

敬啟者：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繼2009年1月15日向立法會「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

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立場書【立法會CB(2)700/08-09(01)號文件】，亦因應政府向「小

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立法會CB (2)870/08-09(01)號文件】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

及圖書館服務部提供有關跨境家庭的資料摘要【立法會IN07/08-09 號文件】，於2009

年2月18日作出回應及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立場書【立法會CB(2)925/08-09(01)號文

件】，並於3月18日在會上發言，並提交文件【立法會CB(2)1129/08-09(01)號文件】。

「聯席」重新將有關訴求整理，期望供各位議員在2009年5月29日會議中參考，並協助

中港家庭早日團聚。 

因時制宜，改善「單程證」制度 

「單程證」制度實行已經多年，「聯席」認同有修改的必要。鑑於目前中港交往

越來越頻繁，而中港家庭亦面對更多的變化，並非簡單二分為夫妻和父母關係就可處

理複雜的家庭關係，加上等候時間長，在期間產生不少變化，欠缺靈活和彈性的「單

程證」制度，亦沒有適當的處理和面對這些問題。 

有見及此，「聯席」對「單程證」配額的修改，有以下幾項重點建議： 

1. 將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目前已經成年的子女，納入「單程證」申請制度

內；過去多年，由於非成年子女的配額多次出現剩餘的情況，因此「聯席」建

議有關當局應考慮將有關餘額，給予同樣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的成年子女，

即受到 1999 年釋法所影響的港人內地子女。 

2. 將港人與內地配偶的分隔年期，縮減至三年：此舉不單可以讓夫婦早日團聚，

減少在等候期間引起的不必要困擾，如申請「雙程證」的問題、假單親、甚至

是因夫妻聚少離多而產生感情變化或家庭問題等。 

3. 「其他類別」的申請，應加入： 

i. 持「雙程證」的單親家庭：包括在「單程證」批核前，因與居港之配偶發

生感情問題而導致夫妻離異、或其配偶突然去世、入獄、失蹤等，而導致

在內地申請一方失去申請「單程證」的資格，但其在港出生的子女卻乏人

照顧等。目前，當「單程證」申請至最後階段時，必須由其在港的配偶前

往內地簽字，以核實夫婦關係，但當中的處理卻欠缺彈性，一旦遇上上述

的情況，在內地的配偶便無法再提出申請，多年來只有依靠「雙程證」來

港照顧子女。「聯席」要求保安局、入境處積極與內地公安機關磋商，行

使酌情權讓有困難的內地單親家長，來港照顧子女；長遠透過單程証每天

150 個名額，讓這類家長排隊輪候。 

ii. 第二名子女：按目前的「單程證」制度，在香港年滿六十周歲的年長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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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內地其中一名子女來港。然而，不少子女來港後，並沒有或並未能

履行照顧父母的責任。他們或因某些理由，如患上精神病、該名子女為智

障或嚴重傷殘人士、子女來港後無故失蹤或已經輾轉離港，不能照顧父

母。有部份情況是在港的父母離異，但一對夫婦只可申請一子女照顧，因

此另一方要孤獨渡過晚年，即使有子女亦無法得到安享晚年。內地當局對

此政策的執行非常嚴謹，一旦知道該父母有子女在港，便已否決其他子女

的申請，沒有任何彈性和酌情的處理。「聯席」建議港府可在詳細調查有

關個案後通報內地政府，以容許在港父母申請另一名內地子女來港，照顧

其晚年生活。 

iii. 港人在內地父母：這些在港出生，但父母是內地人的子女，按終審法院 2001

年就莊豐源案所作出的判決，他們有權享有香港的居留權。「聯席」要求

港府切實地執行法院的判決，協助這些非港人所生的子女，在港面對的成

長和就學問題。從兒童權利角度出發，港府有責任盡力為這些孩子提供協

助，讓他們在香港健康地成長。然而，在沒有家長照顧的情況下，這些孩

子的學習、福利、醫療和住屋的問題究竟如何處理？港府一直沒有回應。

因此，聯席建議港府可考慮「智經研究中心」於去年提出的建議，以新的

「計分制」模式，容許港人的內地父母，申請「單程證」來港與在港所生

子女定居。透過 DNA 親子關係基因測試以鑑定確認雙方關係，亦可杜絕

「假父母」的情況出現。 

有關的「單程證」配額分配，「聯席」有以下的建議： 

類別 配額 其他建議 

港人子女： 

包 括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在 內 地 所 生 的 成 年 子

女，和持居權證的未成年子女 

 

每天 40 個

由 1999 年至 2002 年，曾參與

居港權訴訟的申請人優先。

原因： 

1. 他 們 有 明 顯 來 港 團 聚 的

訴求； 

2. 入 境 處 已 掌 握 大 部 份 人

的 個 人 資 料 ， 有 利 有 關

部 門 作 出 安 排 和 資 料 核

實。 

中港夫妻： 

包括等候少於十年或超過十年的配偶 

 

每天 90 個

等候年期由目前的四年，縮

短至三年。 

其他類別： 

持「雙程證」的單親家庭、第二名子女和港

人在內地父母 

 

每天 20 個

 

 

延長往來港澳通行證(下稱「雙程證」)制度簽注 

按目前的「雙程證」制度，中國公民倘若有親屬如配偶、子女、父母或配偶父母、

兄弟姊妹在香港定居，便符合申請「雙程證」資格，申請人的配偶、子女亦合乎申請

資格。但由於「雙程證」的簽注只分一個月和三個月兩種，對於不少要照顧香港子女，

正等候「單程證」審批的單親家長而言，三個月的簽注期實在太短，造成沉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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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接觸不少單親家長，於三個月證件到期時，要帶同正在上學的孩子回內地申

請證件，加上來回交通時間及費用，令有關家庭未能應付，而且子女被迫停止上學，

隨父或母返回內地，獨留在港又擔心孩子乏人照顧及易生意外。 

  「小組委員會」於過去兩次會議中，亦有議員提出建議，要求當局採取措施，緩

解持「雙程證」來港照顧家人的內地居民所面對的困難。有議員甚至具體地提出建議，

按有關家庭的需要，將「雙程證」簽注加長至六個月，讓單親家長可安心在港照顧子

女，於孩子學校放長假期，如每年七月和十二月的暑假及聖誕假期，便可隨父或母返

內地續領證件，避免影響學習進度。同時「聯席」亦促請立法會，責成入境處對有困

難之家庭，在申請「雙程證」續期時，以人道及尊重的態度，酌情處理有關的申請。 

設立法定機制，改善出入境申請制度 

面對中港家庭多年來面對不同形式的困擾，和在申請出入境證件時的阻礙，「聯

席」認為港府有需要和內地政府磋商，以「家庭團聚」為優先的目標和處理事項，儘

快改善「單程證」和「雙程證」制度，包括審批過程、等候時間、配額的類別分配和

簽注期限等。 

在討論和協商的過程期間，「聯席」要求兩地政府，在港設立法定機制，以處理

中港家庭在申請證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並對有關的問題，或有需要的個案作

出調查及處理。由於內地不同省市對出入境政策的處理和審批有不同的方案，不少家

庭因此求助無門，像「無主孤魂」般不斷出入兩地的出入境部門查詢。 

因此，「聯席」認為設立一法定機構，統一協調和處理有關個案，可有效改善上

述問題。並可定期給予內地出入境部門建議和改善措施，確保所有家庭及個案可在公

平和透明的機制下輪候。同時，「聯席」要求保安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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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期望「小組委員會」全體成員能充份考慮，並在可行的情况，全面審視

及落實「聯席」的建議，「聯席」亦促請入境處和保安局定期向立法會及公眾交待，

與內地出入境部門討論的進展，並對「聯席」的建議作出積極回應。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成員包括： 

準來港婦女關注組、準來港婦女互助組、同根社、中港分隔家庭組、單親無証媽媽組、 

群福婦女權益會、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爭取居港權家長協會、居權大學、街坊工友服

務處、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新福事

工協會、女專熱線。 

 

聯絡人：曾冠榮，孔令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