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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實施新的七年居港規定的意見申請資格實施新的七年居港規定的意見申請資格實施新的七年居港規定的意見申請資格實施新的七年居港規定的意見

同根社是㆒個新來港婦女自助組織。故明思意，這個組織是由㆒班新來港婦女組

成。我們非常關注新來港婦女在港的生活條件、社會㆞位及發展機會。我們希望

新來港婦女能在㆒個合理的社會環境㆘，有尊嚴㆞扎根香港，與港㆟共建香港，

締造和諧的社區。

而明年 1 月 1 日，所實施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實在會令新來港婦女生活
百㆖加斤，壓力加劇。其實，自從 1999年 6 月 1 日，政府收緊申請綜援的資格
至居港未滿㆒年，已令 1999年後來港的婦女生活非常艱苦。

事實㆖，我們這班婦女都是為著家庭團聚來港，以照顧家庭及孩子為己任，延續

㆗國婦女的美德， 貢獻家庭，貢獻社會。可惜的是㆟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引
述「綜援和公共醫療護理服務都實施統㆒的在港住滿七年的享用資格規格。以住

滿七年作為資格的基礎，反映了㆒個居民在㆒段持續的時間內對我們經濟的貢

獻」 (㆟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 p.65，5.56段) 。政府在報告書㆗暗示居港未滿
7年的新來港㆟士對香港沒有貢獻，不應享有任何的社會福利。但何為貢獻？是
由誰定的呢？家庭工作又是不是㆒種貢獻呢？如果婦女因家庭情況關係，自願或

被逼從事家庭工作，又是不是㆒種貢獻呢？無酬工作便不是㆒種貢獻嗎？

從政府的資料顯示，㆒九九八年至今，內㆞來港定居㆟數㆗，新來港婦女的數字

有㆖升的趨勢，她們當㆗大部份已婚，部份婦女來港後能找到工作，減輕家庭經

濟負擔，另大部份的新來港婦女卻留在家㆗，照顧家㆟的起居生活，亦改善了家

㆟的生活質素，提昇家庭的凝聚力，實是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而且根據本社月前所做的㆒項有關『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重要性調查』問卷

調查顯示，絕大部份受訪者覺得婦女在擔當㆖述家務工作時很重要，大部份受

訪者也表示，若家務工作未能妥善處理，對其生活會構成很大程度的影響，

明顯反映婦女在家務勞動的角色非常重要，也在公眾心目㆗佔有十分重要的

㆞位。調查更發現，新來港婦女最花費時間擔任的家務工作，與㆒般大眾覺

得最重要的項目非常吻合，反映她們對家㆟需要的觸覺性及敏感度良好，顯

示她們在家務勞動的貢獻絕對不容忽視。

因此我們認為：

(1) ㆟口政策報告書否定了家務工作不是㆒種貢獻的定位，降低了從事家務工作
㆟士的社會㆞位，使她們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保障。我們倡議政府必須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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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作是貢獻的㆒種。

(2) 新來港婦女從事家務工作是有貢獻的，而㆟口政策令來港不足七年的婦女未
能申請社會保障，令生活百㆖加斤，壓力加劇。我們呼籲政府在社會政策層

面㆖，加以配合，提供足夠的支援予新來港婦女。尤其是在社會保障及醫療

政策㆖，不能再進㆒步收緊。

(3) 我們促請政府正視婦女的需要，提昇婦女的潛能，發揮所長，使我們對社會
更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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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社同根社同根社同根社

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的重要性調查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的重要性調查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的重要性調查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的重要性調查

㆙㆙㆙㆙) 調查背景調查背景調查背景調查背景

2002年 9月，政府成立了「㆟口政策專責小組」，小組成員包括財政司司長，八名主要
官員和相關的部門首長，以分析香港未來㆟口發展的情況，及提出政策，回應可能面

對的挑戰和難題，小組報告於本年 2 月公佈，並逐步執行報告㆗的建議。其㆗㆒項最
受爭議而又影響最深遠的，是報告建議改變新來港㆟仕享有公共福利資格的部份，即

居港不足七年的新來港㆟士不能申請社會保障及享用醫療福利(㆟口政策專責小組報
告書, p.66)，是項政策並將於 2004年 1月 1日落實執行。政府在報告㆗，㆒再暗示居
港未滿七年的新來港㆟士對香港沒有貢獻，不應享有任何的社會福利。但實際㆖，何

為貢獻？是由誰定的呢？如果婦女因家庭情況關係，自願或被逼從事家庭工作，又是

不是㆒種貢獻呢？

從資料顯示，由㆒九九八年至今，內㆞來港定居㆟數㆗，新來港婦女的數字有㆖升的

趨勢，她們當㆗大部份已婚，部份婦女來港後能找到工作，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另大

部份的新來港婦女卻留在家㆗，照顧家㆟的起居生活，亦改善了家㆟的生活質素，提

昇家庭的凝聚力，實是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但社會大眾對新來港婦女的看法仍十分負面，如認為她們與港㆟爭資源、懶惰不願工

作，而政府將推出的㆟口政策亦忽視了她們對社會的貢獻，這將會進㆒步把新來港㆟

士推向邊緣，加劇社會的分化。

就此問題，同根社於月前作出了㆒項有關『香港婦女於家庭工作崗位重要性調查』問

卷調查。

調查方法和目的調查方法和目的調查方法和目的調查方法和目的

是次調查分兩部份：第㆒部份為全港性的電話訪問調查，目的是了解普羅市民對婦

女及新來港婦女在家務工作貢獻的看法；第㆓部份則為新來港婦女的家務工作調

查，目的是了解「同根社」會員及其他新來港婦女在家務勞動工作的參與程度。

調查設計和抽樣方法調查設計和抽樣方法調查設計和抽樣方法調查設計和抽樣方法

第㆒部份調查以 18歲以㆖香港居民為訪問對象。調查員首先從全港島、九龍及新界

住宅電話㆗，以隨機抽樣方法，抽取了 50組，每組 60個合共 3000個電話號碼作為

調查樣本。

第㆓部份新來港婦女調查則以本社在本月的會員數目為基本樣本，再邀請其相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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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婦女親朋，進行電話或面對面問卷調查。

資料搜集資料搜集資料搜集資料搜集

第㆒部的資料搜集，是由義務訪問員根據㆖述抽樣所得，按㆒份結構性問卷進行電

話訪問。所有訪問員在進行這次電話訪問前，都曾接受特設的訓練及練習。訪問期

間由十㆒月十八至十㆓月㆒日止，共撥出電話 2082個，成功訪問了 481位香港成年

市民，成功率為 23.1%。

第㆓部份的新來港婦女調查則由同根社幹事，以㆒份由㆖述問卷內容節錄而成的簡

單問卷，於㆖述期間同時進行訪問，共成功訪問 93名同根社會員及其友好。

㆚㆚㆚㆚) 第㆒部份調查第㆒部份調查第㆒部份調查第㆒部份調查：香港市民對婦女於家務工作貢獻的看法：香港市民對婦女於家務工作貢獻的看法：香港市民對婦女於家務工作貢獻的看法：香港市民對婦女於家務工作貢獻的看法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受訪者性別

是次調查成功訪問了 481位香港成年市民，其㆗男性佔㆔成多(32.1%)，女性佔
超過六成半(67.9%)。

2 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

是次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者(59.9%)的年齡介乎 26歲至 55歲，其㆗年齡
為 36至 45歲的受訪者佔最大比例，約有兩成半(24.8%)。

圖㆒：受訪者男女比例

女性

67.9%

男性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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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㆓：受訪者年齡分佈

3 6 -45歲

2 4 .8%

4 6-55歲

18 .8%

5 6-65歲

12 .9%

6 5歲或以㆖

15%

2 6-35歲

16 .3%

18 -25歲

12 .3%

3 受訪者的就業狀況受訪者的就業狀況受訪者的就業狀況受訪者的就業狀況

在受訪者就業身份方面，㆕成半受訪者(45%)為全職或半職工作，另外各有兩成
為退休㆟仕及家務料理者，學生及失業或待業㆟仕則各佔約半成多(5.6%、
6.7%)。

圖㆔：受訪者就業狀況

退休

22%

待業/失業

6.7%

家務料理者

20.7%

全/半職就業

45%

學生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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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㆕：家庭同住成員

父母或配偶父母

33.7%

外/祖父母

2.1%

子女

54.3%

兄弟姊妹

17.7%
配偶

64.7%

外/孫子女

5%

親戚朋友

2.9%

4 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

在 481名受訪者㆗，接近六成半(64.7%)與配偶同住，與子女同住者也有近五成
半(54.3%)，另外，與父母同住者則佔㆔分㆒(33.7%)。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1. 不同的家務工作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不同的家務工作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不同的家務工作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不同的家務工作對家庭生活的重要性

1.1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受訪市民視為明顯「重要」及「非常重要」的家務工作，
包括家㆟的起居照顧(96.7%)、準備膳食(93.2%)及家居清潔/整理(91.1%)等實質勞
動、重覆沉重而又瑣碎的家務工作，還有教育年幼家㆟/社教化包括接送放學及
溫習功課等需要用很大心力的工作，也有九成受訪者認為是「重要」或「非常重

要」(90.7%)；其次為家庭開支控制(88.9%)及情緒支援/疑難解決(82.4%)。

1.2 被受訪者認為相對較為次要的家務工作則為「聯繫親朋戚友」(重要+非常重要：
72%；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28%)；另外，家庭的娛樂安排也似乎屬於較為次要，
受訪者表示重要與不重要的各佔約五成(50.4%, 49.6%)。

1.3 若只單參考受訪者評「非常重要」的項目，排列次序則為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38.9%)、家㆟起居照顧(36.9%)、家庭開支控制(36.5%)及家居清潔/整理(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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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不同家務工作對家庭生活的重要程度

家家家家 務務務務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家㆟的起居照顧 (家㆟日常生活安排…)
177

(36.9%)
287

(59.8%)
15

(3.1%)
1

(0.2%)

準備膳食 (構思餐單、賣餸、煮飯…)
112

(23.3%)
336

(69.9%)
30

(6.2%)
3

(0.6%)

家居清潔/整理 (洗衣、掃㆞、執屋…)
147

(30.6%)
295

(61.5%)
35

(7.3%)
3

(0.6%)

聯繫親朋戚友 (鄰居、親戚、朋友…)
55

(11.5%)
290

(60.5%)
126

(26.3%)
8

(1.7%)

家庭開支控制 (格價、購物、消費優次…)
174

(36.5%)
250

(52.4%)
48

(10.1%)
5

(1.0%)

娛樂安排 (閒暇/假日活動安排…)
32

(6.7%)
208

(43.7%)
217

(45.6%)
19

(4.0%)
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接送返學、功課、

溫書…)

185
(38.9%)

246
(51.8%)

39
(8.2%)

5
(1.1%)

情緒支援 /疑難解決  (傾心事、支持、安

慰…)

130
(27.4%)

275
(58.0%)

61
(12.9%)

8
(1.7%)

*表㆗數字已扣除沒有作答者

2. 婦女在提供家務工作的重要性婦女在提供家務工作的重要性婦女在提供家務工作的重要性婦女在提供家務工作的重要性

2.1 在問及受訪者覺得婦女於擔當㆖述家務的角色時，絕大部份都認為是非常重要
(47.9%)或重要(49.8%)，只有兩個百分點的受訪者(2.3%)表示不重要，明顯反映
婦女在家務勞動的角色，在受訪市民心目㆗佔有非常重要的㆞位。

表 2.1：婦女擔任家務工作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你覺得香港婦女於擔當㆖述家務

角色有幾重要？

227
(47.9%)

236
(49.8%)

11
(2.3%)

0
(0%)

*表㆗數字已扣除沒有作答者

2.2 大部份的受訪者進㆒步認為，若㆖述家務工作未能妥善處理，對其生活有不同
程度的影響。其㆗，接近五成半受訪者(54%)認為大影響，另外超過㆔成受訪者
(30.5%)更認為影響「非常大」；只有共約㆒成半的受訪市民(15.5%)表示，若㆖
述家務工作未能處理，對其生活的影響為細或非常細。

表 2.2 家務工作未能處理對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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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 大 細 非常細

若果㆖述家務工作未能妥善處理，對你

日常生活有幾大影響？

146
(30.5%)

258
(54.0%)

64
(13.4%)

10
(2.1%)

*表㆗數字已扣除沒有作答者

3. 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在不同範疇貢獻的程度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在不同範疇貢獻的程度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在不同範疇貢獻的程度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在不同範疇貢獻的程度

3.1 調查結果顯示，整體來說明顯較多的受訪者認為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無論
在各個範疇的貢獻都是頗為巨大的。其㆗，五成受訪市民(50.1%)認為她們在教
育社會㆘㆒代所付出的貢獻程度「非常大」，認為是「大」的也有㆕成多(43.6%)；
其次，就是維持家㆟身心健康，認為婦女在這方面的貢獻「非常大」的受訪者

有超過㆕成(41.4%)，表示貢獻「大」的亦超過五成(52.8%)，另㆒項被視為重要
的貢獻，就是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能讓家㆟專注於事業和學業發展，超過

㆔成半受訪者(36.3%)認為她們在這方面貢獻「非常大」，認為貢獻「大」的也
超過五成半(57.6%)。此外，也有合共超過八成半的受訪者認為婦女在維持家㆟
凝聚力方面貢獻很大(30%+57.7%)。

表 3.1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在不同範疇貢獻的程度

貢貢貢貢 獻獻獻獻 範範範範 疇疇疇疇 非常大 大 細 非常細

維持家㆟身心健康
199

(41.4%)
254

(52.8%)
24

(5.0%)
4

(0.8%)

減低家㆟精神壓力
148

(31.0%)
266

(55.6%)
56

(11.7%)
8

(1.7%)

維持家㆟凝聚力
143

(30.0%)
275

(57.7%)
47

(9.9%)
12

(2.5%)

教育社會㆘㆒代
238

(50.1%)
207

(43.6%)
24

(5.1%)
6

(1.3%)

讓家㆟專注於事業/學業發展 173
(36.3%)

274
(57.6%)

24
(5.0%)

5
(1.1%)

*表㆗數字已扣除沒有作答者

4. 新來港婦女與非新來港婦女的貢獻比較新來港婦女與非新來港婦女的貢獻比較新來港婦女與非新來港婦女的貢獻比較新來港婦女與非新來港婦女的貢獻比較

4.1 當受訪者被要求比較「新來港婦女」在擔當家務工作時，在㆖述各方面的貢獻，
與「非新來港婦女」的分別時，超過㆕成半(45.6%)認為是㆒樣的；但同時間，
認為較差的亦佔近㆕成(39.6%)，而認為「新來港婦女」貢獻較好的則有㆒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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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調查結果反映，即使新來港婦女可能擔當類似的家務工作，㆒定部份
的社會大眾也可能視她們的貢獻較差。

表 4.1 新來港婦女擔當家務工作的貢獻與㆒般婦女的分別

較好 ㆒樣 較差

你覺得「新來港婦女」在擔當家務工作時，於

㆖列各方面貢獻較「非新來港婦女」有何分別？

67
(14.8%)

207
(45.6%)

180
(39.6%)

㆛㆛㆛㆛) 第㆓部份調查第㆓部份調查第㆓部份調查第㆓部份調查：新來港婦女的家務勞動情況：新來港婦女的家務勞動情況：新來港婦女的家務勞動情況：新來港婦女的家務勞動情況

此部份調查以電話或面對面形式，成功訪問了 93位新來港婦女，其㆗包括「同根社」
會員。以㆘是受訪者背景及結果：

1. 受訪婦女背景受訪婦女背景受訪婦女背景受訪婦女背景

1.1 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年齡

超過五成的受訪新來港婦女(54.3%)年齡介乎 36至 45歲；年齡 26至 35歲之間者也
有約㆔成半(34.8%)，46歲以㆖及 25歲以㆘者共只約佔㆒成。

圖五：受訪者(新來本港婦女)年齡分佈

36-45歲

54.3%

26-35歲

34.8%

46-55歲

6.5%

56-65歲

1.1%
18-25歲

2.2%

65歲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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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受訪者來港年期受訪者來港年期受訪者來港年期受訪者來港年期

所有的受訪婦女來港均不超過七年。其㆗，㆕成多為㆒至㆔年以㆘(46.7%)，㆔至㆕
年者有㆒成半多(17.2%)，來港不超過㆒年的婦女也有接近㆒成半(14.4%)。

1.3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同住家庭成員

九成以㆖的受訪新來港婦女(92.5%)都與子女同住，與配偶同住的也佔近七成
(68.8%)，家有長者包括父母、配偶父母或外/祖父母者，合共佔略少於兩成(18.3%)。

1.4 就業狀況就業狀況就業狀況就業狀況

受訪的新來港婦女主要為家務料理者，佔多過㆒半(51.1%)，全職和半職工作的也有
近㆔成(29.3%)，待業或失業者則有 18.5%。

圖六：受訪者來港年期

6至7年以㆘

4.4%

5至6年以㆘

5.6%

4至5年以㆘

11.1%

3至4年以㆘

17.2%

2至3年以㆘

26.7%

1至2年以㆘

20%

1 年以㆘

14.4%

圖七：受訪者(新來港婦女)同住家㆟情況

外/孫仔女

1.1%兄弟姊妹

4.3%

子女

92.5%

(配偶)外祖父母

1.1%

(配偶)父母

17.2%

配偶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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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來港婦女家務工作情況新來港婦女家務工作情況新來港婦女家務工作情況新來港婦女家務工作情況

2.1 調查發現，絕大部份的受訪新來港婦女，最經常需要從事的家務工作依次為「家㆟
的起居照顧」(94.6%)、「家居清潔/整理」(93.4%)及「準備膳食」(92.4%)，其次，
也有超過八成半受訪婦女(86%)經常花時間於「教育年幼家㆟/社教化」方面。另外，
七成多(71.7%)則認為她們需要經常關顧「家庭開支控制」。「假日娛樂安排」及「聯
繫親戚朋友」，則相對較少花時去處理。

表 2.1新來港婦女家務工作情況

家家家家 務務務務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經常 間㆗ 甚少 從不

家㆟的起居照顧 (家㆟日常生活安排…) 88
(94.6%)

5
(5.4%)

0
(0.0%)

0
(0.0%)

準備膳食 (構思餐單、賣餸、煮飯…) 85
(92.4%)

6
(6.5%)

1
(1.1%)

0
(0.0%)

家居清潔/整理 (洗衣、掃㆞、執屋…) 85
(93.4%)

6
(6.6%)

0
(0.0%)

0
(0.0%)

聯繫親朋戚友 (鄰居、親戚、朋友…) 29
(31.2%)

41
(44.1%)

20
(21.5%)

3
(3.2%)

家庭開支控制 (格價、購物、消費優次…) 66
(71.7%)

22
(23.9%)

3
(3.3%)

1
(1.1%)

娛樂安排 (閒暇/假日活動安排…) 24
(26.1%)

29
(31.5%)

34
(37.0%)

5
(5.4%)

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接送返學、功課、溫
書…)

80
(86.0%)

7
(7.5%)

3
(3.2%)

3
(3.2%)

情緒支援/疑難解決 (傾心事、支持、安慰…) 43
(48.3%)

24
(27.0%)

16
(18.0%)

6
(6.7%)

*表㆗數字已扣除沒有作答者

圖八：受訪者(新來港婦女)的就業狀況

家務料理者

51.1%

待業/失業

18.5% 全/半職工作

29.3%

學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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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

3.1 從電話訪問㆗被訪者對不同家務工作項目重要性的選取，再對比同根社及身邊新
來港婦女擔任該等工作所花時間，清晰顯示出新來港婦女較多花時間所做的家

務，亦是大眾覺得是非常重要或重要的項目，亦反映出新來港婦女對家㆟的需要

之觸覺性及敏感度，並能按優次安排每㆝的時間。

家家家家 務務務務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電話訪問㆗，被訪者覺得

該項目是非常重要或重

要的有效百份率

新來港婦女訪問㆗，被訪者會經

常或間㆗做該項目的有效百份

率

家㆟的起居照顧  (家㆟日常生活安

排…)

96.7% 100.0%

準備膳食 (構思餐單、賣餸、煮飯…) 93.2% 98.4%

家居清潔/整理 (洗衣、掃㆞、執屋…) 92.1% 100.0%
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接送返學、功

課、溫書…)
90.7% 93.5%

家庭開支控制 (格價、購物、消費優

次…)

88.9% 95.6%

情緒支援/疑難解決 (傾心事、支持、

安慰…)
85.4% 75.3%

聯繫親朋戚友 (鄰居、親戚、朋友…) 72.0% 75.3%

娛樂安排 (閒暇/假日活動安排…) 50.4% 57.6%

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家務工作重要性與新來港婦女所花時間密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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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 被最多受訪視為「非常重要」的家務工作依次為「教育年幼家㆟/社教化」、「家
㆟起居照顧」及「家庭開支控制」。

2. 若整體計算受訪者認為「重要」與及「非常重要」的家務工作，依次為「家㆟起
居照顧」、「準備膳食」及「家居清潔/整理」；其次則為「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3. 受訪者認為相對較次要的工作，則為「聯繫親朋戚友」及「家庭娛樂安排」。

4. 絕大部份受訪者覺得婦女在擔當㆖述家務工作時很重要，大部份受訪者也表示，
若家務工作未能妥善處理，對其生活會構成很大程度的影響，明顯反映婦女在家

務勞動的角色非常重要，也在公眾心目㆗佔有十分重要的㆞位。

5. 整體來說，受訪者普遍認為婦女於擔當家務工作時，無論在各個範疇的貢獻都是
頗為巨大的。其㆗最多㆟認同的是她們在教育社會㆘㆒代所付出的貢獻；其次，

就是維持家㆟身心健康及能讓家㆟專注於事業和學業發展，此外，婦女在維持家

㆟凝聚力方面貢獻也被認為是很大。

6. 調查結果反映，公眾對新來港婦女在家務工作㆗的貢獻的印象有不㆒致的意見。
即使有超過㆕成半受訪者認為新來港婦女貢獻與其他婦女㆒樣，仍有近㆕成受訪

者視她們的貢獻較差。

7. 絕大部份受訪新來港婦女，最經常從事的家務工作依次為「家㆟起居照顧」、「家
居清潔/整理」及「準備膳食」，其次則是「教育年幼家㆟/社教化」。

8. 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最花費時間擔任的家務工作，與㆒般大眾覺得最重要的項
目非常吻合，反映她們對家㆟需要的觸覺性及敏感度良好，顯示她們在家務勞動

的貢獻絕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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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同根社對㆟口政策報告書有關變更新來港㆟仕享有公共福利的立場

(1) 我們認為，㆟口政策報告書否定了家務工作不是㆒種貢獻的定位，降低了從事家務
工作㆟士的社會㆞位，使她們得不到合理的尊重和保障。我們倡議政府必須認同家

務工作是貢獻的㆒種。

(2) 新來港婦女從事家務工作是有貢獻的，而㆟口政策令來港不足七年的婦女未能申請
社會保障，令生活百㆖加斤，壓力加劇。我們呼籲政府在社會政策層面㆖，加以配

合，提供足夠的支援予新來港婦女。尤其是在社會保障及醫療政策㆖，不能再進㆒

步收緊。

(3) 我們促請政府正視婦女的需要，提昇婦女的潛能，發揮所長，使我們對社會更有貢
獻。

(4) 我們要求政府聽取民意，在 2004年 1月的施政報告回應我們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