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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女士 

由：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 

日期：2014 年 2 月 3 日 

 

「人口政策得把口   單程制度速改善」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得悉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將在 2014 年 2 月 7 日舉行特別會議，

討論「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特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發出公開信，陳述「聯

席」對「人口政策」的立場及訴求。 
 

「聯席」由十多個關注團體組成，自 2008 年起一直關注中港家庭權益。 
 

    「聯席」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 2013 年 10 月 24 日發表「集思『港』益 - 人口政

策諮詢文件」後，已先後在 2013 年 11 月 16 日及 2014 年 1 月 25 日的公眾諮詢會提交立場書

並表達訴求，並在 2013 年 12 月 17 日與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委員葉兆輝教授、侯傑泰教授、

范瑩孫醫生和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處長何珮玲女士會面，交流對「人口

政策」的意見及表達「中港家庭」的訴求。 

 

    「聯席」對於「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在「集思『港』益 -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對

如何改善及優化「單程証」制度隻字不提，感到非常不滿，「聯席」對此有多項立場及訴求。 

 

改善及優化「單程証」制度 

「聯席」要求兩地政府，必須確保 150 個「單程証」名額，全數用於「家庭團聚」類別，

並切實縮短現時「夫妻團聚」一般需要四年的輪候時間，「聯席」建議改為兩年、甚至一年，

以減少家庭長時期分隔所引致之困苦。 

 

兩地政府亦需按社會實際需要，新增其他家庭團聚的類別，如「雙程證單親媽媽」及「超

齡子女」等，以紓緩這類家庭長期分隔之苦。 

 

「聯席」亦促請兩地政府，必須確保「單程証」名額在落實家庭團聚的基礎上，不應增

設任何經濟、資產、教育程度、年齡等門檻。 

 

「聯席」認為港府有需要積極介入和參與單程證審批權，成立中港兩地聯合協作審批事

宜機關，調查並審批兩地因申請出現困難，以致未能及早達至家庭團聚的個案；而立法會亦

應重新成立研究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以加強監察審批單程證的進度及特殊

個案的覆核。 

 

「聯席」認為有關機制可加強「單程証」審批時的透明度及廉潔情況，以監管所有個案

均屬家庭團聚的需要，而當中沒有被內地貪官挪用作生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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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夫妻團聚」輪候時間，減少家庭長時期分隔所引致之困苦 

現時，「夫妻團聚」類別申請單程証，要輪候四年才獲審批；「準來港婦女」靠 90 天或

一年多次「雙程証」探親簽注來香港持續生活，照顧家庭。由於入境處將這群「準來港婦女」

視作「訪客」，在香港生活期間不能就學及就業。 
 
「聯席」要求政府切實縮短現時「夫妻團聚」要等候的年期，由四年改為兩年、甚至一

年，以減少家庭長時期分隔所引致之困苦。 
 
在過渡期內，「聯席」要求政府容許「準來港婦女」在等候單程証的四年間，在香港可以

讀書進修，更充分裝備自強，甚至應容許「準來港婦女」兼職工作，既可熟悉香港的工作環

境，在取得身份證後更快貢獻香港，釋放更多的勞動力，紓緩香港對某些工種的壓力。 

 

「單程証」：應新增「雙程證單親媽媽」類別 

現時，與香港人結婚的內地婦女，因香港丈夫身故、離婚、離異、失蹤、監禁等，內地

婦女成為單親家庭，便無法以「夫妻團聚」之理由申請單程證赴港定居，現時只能持續以「雙

程證」在港生活及照顧孩子，兩地奔波；同時，因孩子沒有內地戶籍，而媽媽沒有香港身份

證的關係，造成中港單親家庭被迫兩地分隔。 
 

由於這群家庭的子女是香港居民，沒有內地戶籍，若他們隨母親返回內地生活，他們的

社保、教育、住房等等均存在問題。「單親媽媽」只好迫於無奈，持續申請「雙程証」探親簽

注，來港照顧孩子。即使「單親媽媽」負有管養責任，子女又定居香港。很多「單親媽媽」

嘗試向內地公安機關提出申請，但所獲回覆往往就是因為沒有政策支持，所以無法向這些家

庭給予協助，讓她們透過「單程證」來港定居與子女團聚。 
 

由於「單親媽媽」持「雙程證」探親簽注，在香港不能從事任何工作、沒有任何經濟收

入，亦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在港生活非常艱苦。 
 

這群「雙程證」單親媽媽，本着照顧子女的責任，與一般單親家庭無異，「母兼父職」、

教養子女，可以說是家庭的重要支柱，盡心盡力培育香港下一代，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聯席」要求，將「雙程證單親媽媽」納入申請單程證的新增類別內，以顯示當局正視

這批家庭的訴求。 

 

「單程証」：應新增「超齡子女」類別 

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在 1999 年人大釋法被剝奪，爭取多年後至 2010 年 4 月份才

得以落實「超齡子女」的安排。但有關的申請程序非常緩慢，目前申請只限於父母在 1982 年

或之前來港的子女，父母由 1983 年至 2001 年來港的子女，其申請仍然無期。「聯席」要求

港府加快有關的申請。 
 
「聯席」重申，超齡子女的居港權，早在 1999 年應已落實，延至今天才可提出申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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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過程又加入諸多阻撓，並不公義。此外，2010 年的政策遺忘了一批於父母來港時已經超

過十四歲的子女，他們至今仍未可提出申請。這一批子女的數目為數不多，應包括他們的申

請，才可完全彌補當年人大釋法對這批家庭造成的嚴重傷害。 

 

「聯席」要求，將超齡子女納入申請單程證的類別內，以顯示當局正視這批家庭的訴求，

無需再用餘額去處理有關的申請。 

 

對 2003 年人口政策的禍害，從速補救； 

恢復「港人內地配偶」在港分娩權益！ 
 
受 2003 年人口政策影響，公立醫院全面將「港人內地配偶」列作「非符合資格人士」看

待。十年來，經歷醫院管理局大幅調高分娩收費，「港人內地配偶」被迫支付比香港人昂貴

100 倍的分娩費用；同時亦曾面對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全面欠缺分娩床位的苦況。在 2013 年

至 2014 年，政府公立醫院繼續全面拒收「港人內地配偶」分娩，「中港家庭」只可預約私家

醫院分娩服務。這些不合理政策根本與政府及委員會鼓勵生育的措施背道而馳。 
 
「港人內地配偶」在香港生育孩子，香港丈夫既可陪伴懷孕妻子分娩，而孩子一出生便

可與父親及持續申領「雙程證」一年多次探親簽注的母親一同在香港健康成長，在適齡時接

受香港的教育。這是香港人及「中港家庭」的基本權利。 
 

隨着「零雙非」政策的落實，公立醫院產科及兒科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在 2013 年已有紓

緩。再加上公立醫院目前只接待「本地孕婦」，「預約量」與「服務容量」已清楚顯示，公

立醫院在接待「本地孕婦」後，實有足夠空間接待數千名「港人內地配偶」。 
 
「聯席」要求政府及委員會必須全面檢討「港人內地配偶」在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時的身

份，重新劃定為「符合資格人士」類別。政府及委員會必須正視，生育計劃及權利是兩夫妻

需要共同營造的事實，故此亦必需尊重「港人丈夫、內地妻子」在港分娩的權利，以確保「港

人內地配偶」可使用公營醫院分娩，並只需支付與本地居民相同的費用。 

 

鼓勵生育要社會政策配套  

 政府及委員會指出香港面對人口高齡化現象，而且出生率不足，有需要加強鼓勵生育。 

「聯席」認為鼓勵生育應從整體社會環境角度切入，並非只是從稅務優惠作誘因。 
 

現時香港未有民主政制，勞工欠缺保障（如：沒有最高工時立法、沒有集體談判權等）， 

樓價及租金高企，環境污染嚴重等等，都是市民不敢生育的原因。  
 

「聯席」認為政府及委員會應從各方面的社會政策入手，為香港締造一個「適宜居住」 

的社會環境，促使香港人看得見香港的未來，為鼓勵生育營造有利條件。  

 
無疑，「港人內地配偶」在使用公營醫療服務時的身份，必須重新劃定為「符合資格人 

士」類別，這亦可促進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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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二類兒童的合理支援  

2001 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作出判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裁定內地父母在港所 

生子女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在基本法保障下，每位香港市民均享有平等的權利。可是，政府在是次判決後，並沒有 

為港生兒童提供相關配套，以確保兒童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照顧。  
 

內地父母在港所生子女的出生率，自 2003 年自由行實施後開始上升，至今已十年。政府

掌握每年出生數字及出入境資料，亦有充裕時間研究並制定具體政策，保障港童的學習需要，

時至今日仍以不確定性為由，只運用短暫措施處理，實在令人失望。過往政府力排眾議推行

中小學縮班殺校，已經欠缺長遠視野，釀成今日境況，若然因循守舊，情況難免令人憂慮。  

 
「聯席」認為政府及委員會應該諮詢各社會持分者，制定長遠教育規劃，以應對將來的 

教育學位需求，確保港生學童得到合理的教育環境，避免中小學教育重蹈覆轍。 

 

人口政策與其他社會政策環環緊扣，缺一不可 

「集思『港』益 -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並未觸及很多香港社會共同關注的政策，如退休

保障、房屋需要、公共財政、長者醫療及福利等等。政府及委員會雖然聲稱已有其他工作小

組負責，但進度之緩慢及不透明則眾人皆見，實在無法使人安心。 

 

「聯席」認為人口政策與其他社會政策環環緊扣，缺一不可。政府及委員會應多與各政

策局磋商，務求各政策均與人口政策的目標一致並按時落實。 

 

避免空洞口號，具體政策配套最實際 

     政府及委員會強調是次人口政策諮詢與過去大有不同，「不單只關乎經濟增長」。但綜

觀全份「集思『港』益 -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明顯絕大部份皆由經濟發展的考慮出發，其

他與「社會共融」、「平等機會」、「優質生活」及其他重要概念的相關政策構思均欠奉，令

人質疑「不單只關乎經濟增長」只是空洞口號，其實做法一如以往，並無改變。 

 

 

聯絡人：曾冠榮 (2493 9156) 、 楊媚 (3113 6573) 

電郵：cmhkfr@gmail.com 

通訊處：荃灣楊屋道 138 號樂悠居商場一樓 7 及 8 號舖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成員包括： 

中港家庭權益會、同根社、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香港基督徒學會、中港單親媽媽關注組、 

新福事工協會、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關注跨境兒童權益聯席、爭取居港權家長協會、居權大學、 

荃新姊妹網、新來港婦女權益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