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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香港低生育率，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將會「探討可採取哪些有效措施，消除障

礙以有利生育」。但文件內卻沒有談及有哪些不利生育的障礙。筆者認為，政府必須以

全盤角度審視香港的生育環境，充分了解本地低出生率背後的原因，從而協助有意生育

的市民清除阻礙。 

 

港家庭非不想生育 

 

一般人或者會認為香港的年輕夫婦，尤其是來自中產家庭或教育水平較高者，在生育問

題上會傾向計畫得較長遠，亦會有較多顧慮，尤其子女將來的教育及發展等等。但近來

身邊不少朋友也開始改變想法，希望及早計畫生育以提高懷孕成功率，更想養育多於一

名子女。事實上，家計會在二○一二年的生育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實際平均有一點二四個

子女，但理想子女平均數則為一點六七個。調查結果道出，香港不少家庭未必一如外界

預料不想生育，而是想生卻受到其他環境或主觀因素阻礙。 

 

特區政府一直以免稅額作誘因提高生育率，但金額太低，只是聊勝於無。有時即使措施

看起來極具吸引力，推行後也不一定有太過理想的效果。例如新加坡政府提供生育現金

獎勵，也給予多名子女的家庭在住屋上的優先安排等等，但去年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只

有一點二九，與香港接近。 

 

託管服務形同虛設 

 

特區政府要明白，制訂鼓勵生育政策時，必須以全盤角度審視，從多方面減低生育成本，

製造一個較適合生育的環境，協助父母排除生育的阻礙。託管服務長期嚴重不足，就是

例子之一。在沙田區，就有不少要工作的父母抱怨區內的託管服務在辦公時間前已完

結，父母難以趕及接送幼兒，託管服務形同虛設。 

 

當然，幼兒最合適的照顧者始終是父母，因此，除了改善託管服務外，政府也應推動家

庭友善政策，例如鼓勵商界讓必須要照顧幼兒的員工在家中處理部分工作，或其他較具

彈性的工作安排，讓需要照顧幼兒的員工能在家庭責任及工作間取得平衡。另一方面，

政府也可以提供合適的「家長教育」，讓有意為人父母的年輕夫婦多了解有關養育子女

的資訊，減少他們生育的心理負擔。 

 

香港要解決出生率低的問題，須多方面政策配合，不能只顧個別政策範疇，或純粹提供

小恩小惠作誘因。同時特區政府不應硬銷這些措施，讓人覺得政府鼓勵市民生育，是出

於解決社會勞動力不足的功利考慮。始終，鼓勵生育政策的目的不是逼人生育，是營造



安心生育環境，讓有意欲生育但受礙於各種局限的市民可以組織家庭。筆者希望人口政

策委員會能總結外國經驗，配合香港社會脈絡及市民需求，設計出適合的鼓勵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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