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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主席張超雄議員大鑒﹕ 
 
本會成立 90 年一直關注兒童福祉，近月喜聞  貴委員會成立跟進兒童權利之事

宜，並正討論未來之議程，故特此修書表達意見。 
 
幼兒是兒童成長的黃金階段，能否獲得妥善照顧及教育影響一生成長，同時亦對

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締約國應於父

母及法定監護人在擔負養育兒童責任時給予適當之協助」，明確政府在幼兒培育

事宜上與父母有共同責任。 
 
然而，根據本會最近發布的研究，香港與 41 個 OECD 成員國的 3 歲以下幼童入

托率及父母育兒假期比較，兩者均敬陪末座。(詳見附件一)當中，尤以育有 2 歲

以下嬰幼兒家長的支援最為不足。目前全港只有 12 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

不足 800 個 2 歲以下幼兒日間照顧名額，但適齡人口卻接近 10 萬人，南區、黃

大仙、觀塘、西貢、大埔及離島區均沒有服務。 
 
不少家長因為缺乏合適的照顧服務而需要離開職場，令家庭在貧窮邊緣徘徊。此

外，亦有不少雙職家長迫於無奈聘用外傭照顧幼兒。然而，外傭缺乏照顧幼兒的

訓練，亦與幼兒缺乏血緣關係，在照顧質素及促進發展方面均未能予家長安心。 
 
因此，本會殷切希望  貴委員會關注幼兒照顧事宜，以確保幼兒獲得適善照顧及

發展的權利得以受到保障。如蒙俯允，必有助促進幼兒福祉。倘有垂詢，敬請致

電 31846628 與簡先生聯絡。耑此  敬候佳音。順頌 
大安 
 
 
 
 
 
 

蔡蘇淑賢 
 總幹事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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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YCDI 專題分析 

http://ycdi.hkspc.org/family20160430/ 

 

支援雙職家長措施：香港與發達國家的比較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香港總和生育率自 1984 年以來，一直處於世界最低的

十名之內，1997 年後更長期佔據倒數三甲位置，更幾度登上「榜首」1。2013 年

香港育齡女性的總和生育率是 1.1，為全球最低。2014 年稍為上升至 1.2，排名

升至倒數第 3 位，但仍遠遠低於法國(2.0)、愛爾蘭(2.0)、紐西蘭(1.9)、瑞典(1.9)、
美國(1.9)、澳洲(1.9)及英國(1.8)等發達國家。總和生育率指每名 15 至 49 歲的女

性平均生產的嬰兒數目，對於發達地區，要維持理想的人口替代，總和生育率應

達至 2.1 左右，但香港卻遠遠低於該水平。《經濟學人》2011 年的一篇文章便估

計，若低出生率持續，最後一名香港女嬰將於 2798 年出生，從此再沒有新生港

人 2。 
 

不少發達國家同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甚至較香港更早出現，例如丹麥。

這些國家透過不同的措施，以圖減慢甚至消弭人口老化問題。支援雙職家庭是其

中一項政策目標，既可釋放勞動力，亦可增加生育率，而一籃子的家庭友善政策

正正是重點措施，此乃建基於一種進步的理念﹕「幼兒是國家重要的資源，培育

幼兒是政府及家庭的共同責任」。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 2011 年發表報告，比較不同成員國的家庭友

善政策。報告指出，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投放大量資源在家庭友善政策之上，有些

國家傾向直接提供經濟支援，透過降低育兒成本以鼓勵生育；有些國家則傾向協

助女性兼顧事業與家庭，例如提供充足的託兒服務，讓女性更容易重投勞動市

場。OECD 分析發現，提供充足、優質及費用相宜的正規託兒服務，較直接提供

經濟支援，更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3。而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亦列明：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母的子女有權享受他們有資格得到的

託兒服務和設施」4。 
 

由於各地正規託兒服務的模式及時數不同，為公平比較，OECD 將每周 30
小時定為標準全日服務時數，再按各成員國的平均服務時數，折算出各地的「等

同全日服務入託率」(Full-time equivalent)5。因 3 歲以下的正規託兒服務嚴重不

足，香港幼兒的「等同全日入託率」只得 13%，與 OECD 達 35.2%的平均入託

率相比，相距極遠。在 31 個有數據的 OECD 國家中，丹麥的入託率最高(81.7%)，

http://ycdi.hkspc.org/family20160430/


  
 
 
 

 

其次為冰島(71.1%)及挪威(59.5%)。依排名比較，香港的入託率在 32 個國家及地

區之中排名 29，僅勝於波蘭、斯洛伐克及捷克這些東歐前共產國家。(詳見表一) 
然而，若分拆年齡計算，香港 2 歲以下的「等同全日服務入託率」只得 2%，2
至 3 歲則有 32%，可見香港的幼兒照顧服務既不足夠、亦不平均。目前，2 歲以

下的全日制幼兒中心服務嚴重不足，全港只有 1,047 個名額，與適齡人口 †的比

率為 1:976,7。 
 

在比較各地政府對育有幼兒家庭的支援時，除幼兒的入託率外，應一併考慮

在職家長可享有的育兒假期。在職家長可享有的有薪育兒假期愈長，就有愈多的

時間可親自照顧幼兒，對託兒服務的需求亦會愈少；相反，有薪育兒假期愈短，

對託兒服務的依賴則會愈大。在 OECD 成員國，母親平均可享有 54 周的有薪育

兒假 *，父親亦可享有 8 周的有薪育兒假#5。不過，香港的父母就只得 10 周的有

薪產假及 3 天的有薪侍產假 8。 
 

因各地相關假期的支薪要求不同，OECD 根據各成員國的平均支薪比例，計

算出各國的「等同全薪假期」(Full-rate equivalent)以作比較，當中包括產假、侍

產假及親職假 5。香港在職父母的產假及侍產假的薪酬僅為平均工資的五分之

四，即母親的「等同全薪假期」只有 8 周，父親的「等同全薪假期」就只有 2
日半左右，兩者合共 8.5 周，遠遠不及鄰近的日本(合共 66.1 周)及南韓(合共 41.4
周)。與 40 個有數據的 OECD 國家比較，香港僅排在 37 位。(詳見表一) 
 

政府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去年發表《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報告，

指出香港正面對人口急速老化和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問題，並提出「協助市民實現

成家立室及生兒育女的願望」及「吸引更多婦女投入勞動市場」等應對策略 9。

不過，前述的分析顯示，香港的正規幼兒照顧服務嚴重不足，產假及侍產假等育

兒假期亦異常地短，不單窒礙了年輕夫婦的生育意欲，亦令不少育有幼兒的婦女

決定離開職場。 
 

報告稱政府將加強幼兒照顧服務，協助婦女同時兼顧家庭及工作的需要，計

劃 2017-18 年增設一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為約 100 名 3 歲以下幼童提供全日制

的服務。然而，觀乎本港家庭的需求，新增的 100 個名額只是杯水車薪。其餘措

施亦是搔不着癢處：增加幼兒中心「延長服務時間」名額，只惠及已入讀「長全

日」幼兒學校的學生及家長；訓練祖父母照顧幼兒的「試驗計劃」，亦只是將照

顧幼兒的責任，完完整整的推回家庭，政府繼續扮演有限的角色。 
 

                                                 
† 根據 2011 年人口普查結果，兩歲以下人口總數為 101,659 
* 包括 17.7 周有薪產假及 36.4 周適用於母親的有薪親職假及家庭照顧假 
# 包括 0.9 周有薪侍產假及 7.2 周適用於父親的有薪親職假及家庭照顧假 



  
 
 
 

 

結語 
 香港的年輕夫婦能否安心生兒育女，對香港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有決定性

的影響，政府實對此責無旁貸。政府應該摒棄生育及幼兒培育是純屬家庭責任的

老舊思維，一如與其他發達國家，將之視為政府及家庭的共同責任。政府需要以

整全的家庭友善政策及具體的措施營造有利環境，協助有意生育的年輕夫婦生養

下一代。而政府即將啟動幼兒照顧政策的顧問研究，有關研究的視野應將幼兒照

顧置於更高層面，探討幼兒照顧對香港未來發展的影響，政府應該提供怎樣的幼

兒照顧服務以培育幼兒、承托家庭需要及促進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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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香港與 OECD 成員國的 3 歲以下幼童入托率及父母育兒假期比較 

 

3 歲以下幼童的「等同全日入托率」 

(%) 
排名 

父母總「等同全薪育兒假」 

(星期) 
排名 

香港 13.0 29 8.5 37 

1. 澳洲 -- -- 8.4 38 

2. 奧地利 17.3 23 58.1 6 

3. 比利時 49.9 8 20.0 27 

4. 保加利亞 15.5 25 75.9 2 

5. 加拿大 -- -- 27.3 22 

6. 智利 -- -- 31.0 20 

7. 克羅地亞 15.0 26 41.9 16 

8. 塞浦路斯 28.8 16 13.0 33 

9. 捷克 3.2 32 56.3 7 

10. 丹麥 81.7 1 28.1 21 

11. 愛沙尼亞 29.2 15 87.1 1 

12. 芬蘭 30.2 14 49.0 12 

13. 法國 55.0 5 24.4 25 

14. 德國 27.8 17 48.3 13 

15. 希臘 14.8 27 23.6 26 

16. 匈牙利 17.8 22 72.1 3 

17. 冰島 71.1 2 24.9 24 

18. 愛爾蘭 27.5 18 9.1 36 

19. 以色列 -- -- 14.0 31 

20. 意大利 23.4 20 25.4 23 

21. 日本 -- -- 66.1 4 

22. 南韓 -- -- 41.4 17 

23. 拉脫維亞 30.3 13 55.4 8 

24. 立陶宛 15.6 24 66.0 5 

25. 盧森堡 53.1 7 36.6 18 

26. 馬耳他 49.4 9 15.9 30 

27. 墨西哥 -- -- 13.0 32 

28. 荷蘭 31.3 12 16.4 29 

29. 新西蘭 -- -- 7.7 40 

30. 挪威 59.5 3 55.3 9 

31. 波蘭 11.2 30 43.6 15 

32. 葡萄牙 59.3 4 31.5 19 



  
 
 
 

 

 

3 歲以下幼童的「等同全日入托率」 

(%) 
排名 

父母總「等同全薪育兒假」 

(星期) 
排名 

33. 羅馬尼亞 14.1 28 -- -- 

34. 斯洛伐克 3.8 31 52.5 10 

35. 斯洛文尼亞 54.5 6 50.4 11 

36. 西班牙 32.3 11 18.1 28 

37. 瑞典 46.0 10 45.6 14 

38. 瑞士 25.4 19 7.9 39 

39. 土耳其 -- -- 10.6 35 

40. 英國 19.0 21 12.6 34 

41. 美國 -- -- 0 41 

OECD 24 國平均 35.2 -- --   

註： 
「等同全日入托率」為 2013 年數據；父母總「等同全薪育兒假」為 2015 年數據 
 
資料來源： 
OECD Family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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