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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社區背景社區背景社區背景社區背景 
 天水圍區為政府於 1987 年開始發展的第八個新市鎮（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2004）。

根據統計處 2006 中期人口統計，天水圍位處於元朗區，人口年齡中位數為 34 歲，是全港最

年輕的社區。天水圍的整體人口為 268,922 人，其中 83.4%居於公營租住單位或資助出售單位

（全港有關之比率為 48.8%）。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13,750 元，遠較全港之 17,250 元為低。

自近年接連發生倫常慘劇，引發大家關注外，天水圍更曾被論述為「悲情城市」，各項社會問

題名列榜首。根據 2007-2009 元朗區福利服務策劃研討會資料顯示，天水圍區在截至 2006 年

底 12 月底止，領取綜緩的宗數為 14,983 宗，佔元朗區 51%。截至 2005 年底，元朗區入息低

於綜援金額之單親家庭有 3,900 個、失業人士達 22,600 人、而無業家庭共 21,700 個，三項均

全港排名第一。在罪案及家庭暴力方面，元朗區青少年犯罪數字在 2006 年 1 至 9 月，全港二

十二個警區排名第一；虐偶和虐兒的新舉報個案於 2006 年 1 至 9 月也是全港排名第一（社會

福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2007）。  

 

從數字上，我們看到天水圍區的虐兒、虐偶、失業、單親家庭、青少年等問題，加上各

項客觀因素，引發區內家庭不少特殊需要。 

 

二二二二.    及早識別及早識別及早識別及早識別，，，，適時支援有需要之家庭適時支援有需要之家庭適時支援有需要之家庭適時支援有需要之家庭，，，，建立互助守望網絡建立互助守望網絡建立互助守望網絡建立互助守望網絡 
2.1 一項由天水圍區內非政府機構及學院進行之研究指出，區內家長親職壓力指標總分達

97.47（滿分為 100），而子女與家長的特性如單獨承擔子女責任、低收入、家長教育程度

偏低，家庭的孤單程度及社會支援，均為親職壓力的預測因素（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系、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2007）。 

2.2 香港婦女發展聯會、香港天水圍婦女聯合會及屯門區婦女會聯合在 2006 年 10 月中向居住

在屯門和天水圍區的 425 名婦女，進行了一項婦女精神健康調查，發現七成婦女認為自己

的精神健康情況欠佳，但只有 5%的婦女會尋求正規途徑求助（成報 2006 年 11 月 21 日）。 

2.3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在 2005 年處理的 1005 宗個案中，超過六成

為女性，主要是涉及婚姻、被他人自殺困擾、經濟及愛情問題。求助者最多是來自元朗區，

共有 117 宗，當中天水圍佔 74 宗，屯門及深水埗則分別有 80 宗及 75 宗（大公報 2006 年

7 月 9 日）。 

2.4 至於男士的需要方面，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天水圍（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社會福利署

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之天水圍（北）家庭需要研究報告中（2004）指出，區內男

性被訪者在與配偶爭拗、經濟及失業問題上均比女性被訪者嚴重，顯示男性在生活上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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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較大，但其社區支援系統卻比女性被訪者弱。 

2.5 天水圍地處偏遠而令交通時間大增，支援網絡薄弱，加上大部份家庭也因不同原因而傾向

獨自面對困難，對社會服務的認識也不多（趙雨龍及香港青年協會，1999），家長工作時

間長，收入卻不多，導至區內不少家庭面對沉重壓力，但卻缺乏支援。 

2.6 香港小童群益會（2007）早前進行了一項研究更指出，由於大部分的貧窮家長都不懂管教

子女，有家長因此使用「非常手段」。有 43.9%貧窮家長曾體罰或嚴厲責罵子女，更有 2.9%

曾經向子女進行虐待，此亦引證了天水圍區內之現有情況（文匯報 2007 年 10 月 7 日）。 

2.7 2006 中期人口統計指出，天水圍區內不少為新到港人士，居港年期 10 年以下的佔區內人

口 23%，他們需適應新生活，也為家庭及個人帶來影響。 

 

建議： 

a 回應區內年輕或欠缺家庭照顧經驗父母的需要，培訓區內有這方面的婦女或社區人士

成為註冊家庭指導員及註冊幼兒照顧員，由政府或非政府機構統籌，配對與有需要的

家庭。既可協助舒緩區內家庭因照顧而產生的壓力，也可提供一些就業機會，推動社

區經濟。 

 

b 建議政府資助社區組織或非政府機構，以「小區」如同座、同邨等方向入手，組織區

內居民，進行定期「洗樓」及家訪活動，及早識別個別有需要的家庭，及時提供支援，

並建立睦鄰互助網絡。 

 

c 增強區內現有機制，協調區內外資源，支援上述之網絡活動如為居民提供精神健康培

訓及講座，簡化轉介手續，並在危機事件中及早提供支援等。 

 

d 動員區內不同的宗教團體，組成義工隊，在區內組織關顧活動，加強服務社會力量，

改善社區氣氛。 

 

e 為各項求助熱線增撥資源，加強人手及增加熱線數量，簡化轉介手續，方便有需要之

家庭使用。 

 

 

三三三三.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就業現況就業現況就業現況就業現況，，，，推動本區就業推動本區就業推動本區就業推動本區就業 
3.1.本港經歷數年的低迷之經濟情況，貧窮問題顯得更嚴重。調查顯示，本港整體貧困率達到

18%，在職貧窮人士達到 41 萬人，這些在職貧窮的數字竟然佔了勞動人口約 15%，而每

月收入少於三千元的勞動人口也較十年前增加一倍，達到近 15 萬（大公報 2007 年 10 月

17 日）。 

3.2.雖然政府公報新一季失業率再度回落至 4.1%，重返 9 年來最低位，就業不足率亦由 2.3%

下跌至 2.2%（都市日報 2007 年 10 月 7 日）。但比起 5 年前，低收入的工作人口不減反增：

月入 6000 元以下的人數，由 2001 年的 70.6 萬增加至 72 萬（明報 200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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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近年香港經濟復甦，部份基層市民仍未能受惠。 

3.3.天水圍區位處偏遠，區內卻欠缺就業機會。居民若要工作，往往需到區外，交通費高昂，

據本中心「交通費支援計劃」的數據顯示，不少居民只能從事較基層的工作，工時長收入

卻不多。另外，部份居民更未能找到工作。兩者均對家庭做成巨大壓力。截至 2005 年底，

元朗區入息低於綜援金額之單親家庭有 3,900 個、失業人士達 22,600 人、而無業家庭共

21,700 個，三項均全港排名第一（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辦事處，2007），對區內家庭所

做成之影響可想而知。 

 

建議： 

a 加強公眾參與製訂最合適本區的勞工發展策略、措施及目標，以更貼近居民需要。 

 

b 建議政府如於天水圍有新設施興建及落成，推出或創造新職位，在聘用政策上先考慮

聘用區內居民，讓他們可於原區就業。 

 

c 提供各項優惠，吸引區外的工商業團體將辦事處、部份部門、廠房及設施設於天水圍，

亦將部份政府部門遷到天水圍，以加強區內人流及消費力，亦可為本區製造更多適合

基層勞工的社區就業機會。 

 

d 資助支援家長就業之配套服務，如各種幼兒及家居照顧服務，以支持居民投入勞動市

場，同時亦可製造社區就業機會。 

 

e 儘速立法訂定家庭工資及最高工時政策，讓基層勞工可享合理並可支持家庭生活的工

資，亦可讓他們可有時間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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