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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社就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之意見（發言稿） 
 
現今新來港婦女及其家庭所面對的困境往往係香港千瘡百孔的福利政策造成的。新來港

婦女當然有其特質，即初到香港，但我們不能忘記或否認的一點是，他們與我們一樣都

是香港人。但香港政府就帶頭歧視，在種種福利政策及措施之中加設不必要的限制，令

作為新來港婦女的姊妹及其親屬成為二等公民，困於不公不義及惡劣的生活之中。 
 
首先，從新來港人士的面向出發，對於姊妹最大影響的可說是「居港七年」的限制，必

須調整。自從2004年政府推出了「 七年期人口政策」之後，不同的福利政策都以「居

港滿七年」為申請的其中一個必要條件，以反映一個居民所謂的「經濟貢獻」。最大影

響的就是綜援及公屋的申請。記得前一段日子多了一個詞彙叫作「煲仔飯」，指新來港

人士拿子女的綜援金來供自己用。但實情是一些單親的新來港媽媽因要獨個兒照顧子女

而不能外出工作賺錢，但又因未居港滿七年無法申請综援，最後被迫把一份子女本來已

不足夠的單薄的綜援金變成一家的家用。另外，大家近年終於開始關注環境惡劣的，甚

至是所謂「好危險」不宜居住的板房、劏房（套房）問題，我希望大家也會同時留意到

住在板房、劏房的有很大部份都是新來港人士及中港家庭。即使他們作為港人的親屬，

一樣是香港人，在港長期居住，在港工作，但由於家中未足夠有一半成員居港滿七年而

不能成功申請公屋。不單如此，再延伸出去，也有近年一時無兩的醫院床位分配問題。

雙非孕婦零配額政策將長期實施，但這項措施同時也阻止單非孕婦(即係港人內地妻子)
於本港享受應有的醫療權利而新的施政報告也仍然無改善過往把所有不同類別的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政策的一刀切處理。 
 
政府分化香港市民，用所謂「有經濟貢獻」及「沒有經濟貢獻」劃分為港人身分。但稍

有番查資料都會知道，香港政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毫無根據，估算十次，估錯十次的

估算數字。與其說定七年之限是因為政府資源不足，不如說這一連串誇大的數字是不公

分配的手段。政府說床位不足，但又不把資源從「水浸」的庫房投放到公營醫療系統。

而床位的分配限制，又不適見用於公務員及外國人身上。這是哪門子的「資源不足」？

說公屋不夠，又不見加建公屋。但政府其實擁有大量的土地存量，甚至都留給大地產商

建豪宅。 這是哪門子的「資源不足」？不願改革綜援機制，令無論是申請的門檻和所

能申領到的金額都嚴重脫離生活物價，更遑論還有一大群有住屋需要的基層定庭由於無

理審查而無法成功申請公屋。這是哪門子的「資源不足」？根本係滿口謊言。 
 
其實居住在同一個香港，同樣身為香港人，新來港的姊妹及其家庭與我們一樣被香港的

不公制度壓迫。而大家的未來和福祉也是緊緊相扣，密不可分。 
 
首先，作為基層婦女，姊妹們同樣都因托兒服務的不足而無法外出工作；同樣面對子女

的學生課外活動津貼不足，令子女輸在起跑線上，無法斬斷跨代貧窮的連鎖；同樣面對

家務的料理被輕視，不被納入工作的範疇而無任何退休保障；同樣面對肢體暴力以外的

家暴，如性暴力，但不被列入保護的範圍；同樣因政府沒有投放足夠資源在公營醫療系

統而連產子的床位都無法分配得到；同樣面對一個沒有設定貧窮線，看不見「相對貧

窮」政府，因而被各項社會福利其實申請門檻都係亂設而不一，無據可依的問題影響等

立法會 CB(2)719/12-13(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719/12-13(01) 



 

 

等。 
 
而作為基層市民，姊妹們同樣因社福界一筆過撥款及服務綜合化嘅問題，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其實無法處理新來港婦女獨特的處境及困難，但又沒有其他選擇；同樣因為政府傾

斜各地產商，不加建公屋，而導致無論合乎或不合乎所謂的「申請資格」都無法成功申

請公屋「上樓」。所謂「三年上樓」的承諾無效，等了三年之後又三年，甚輪候十年仍

無法「上樓」；同樣因為政府不想承擔責任，而廢公積金設強積金，血汗錢白白被積金

公司倒入「鹹水海」，而全民退休保障又仍然遙遙無期的困擾等等。 
 
現時的香港政府及主流社會正活在一個「失明狀態」，好像完全看不到新來港婦女的需

要。社會更常以「經濟貢獻」的理由(7年期限制)否定新來港婦女對社會及家庭的貢獻，

並把新來港婦女議題及有關問題穩性化，漠視新來港婦女需要。梁振英政府自言施政

「急民所急」、「有膽有識做實事」。然而，施政報告的施政藍圖未能真正對應新來港

婦女的處境，對此，本會非常失望。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政

府有責任保障婦女人權，確保婦女能夠充份發展。本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視現時婦女政策

的方針及實施，改善及保障新來港婦女的發展。 
 
由於篇幅所限，意見不能盡錄。其他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同根社姊妹培訓----2013 年婦女政策回應 
補充資料: 2011 年新來港人士:17 多萬人,佔全港 2.5% 
1. 七年期限制政策 

A. 一直以來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結婚申請團聚途徑，有別於與其他國家居民，不能結婚

後立即留港向香港入境處申請立即團聚，而是必須在內地向公安局申請，夫妻分離十

多年才可團聚，令這些家庭多年來被剝奪享用福利機會，長期分離亦令家庭更難適應

社會，但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政府卻建議為這些新來港的親人增添更多障礙，

視他們為「二等公民」，外國國家也不會對自己來自海外的團聚親人作出限制，香港

的仁愛公義何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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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論調反映了政府一直以來的政策，就是分化香港市民，就市民簡單劃分為

「有經濟貢獻」及「沒有經濟貢獻」的，令到社會充滿了歧視和分化。婦女的家庭照

顧不是經濟貢獻?港府以反映居民在香港的經濟貢獻及統一申請資格為理由，以居港滿

七年作為申請社會保障的基本資格，明顯歧視新來港人士，漠視這些被政策阻延來港

團聚的親人的權利，以經濟利益計算人的價值，灌輸功利社會價值觀。 
C. 新來港人士也是香港市民的一份子。大部份的新來港人士是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來港，這

些新來港人士其實與香港本地居民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是我們的家人親屬，並非外

人，是香港社會的一份子，為何政府要帶頭將他們分割出去？他們不是外人、亦不是

戰爭入侵者，我們為何不可以高高興興的歡迎他們來到香港，讓他們開心的成為香港

的㆒份子，這樣會使社會變得更有人情味，而不是充滿了功利主義、自私、排斥和自

我的心態。 
D. 要求:取消七年期限制政策 

 
2. 漠視新來港婦女住屋問題: 

A. 根據本會 2012 年問卷調查，有 7 成姊妹都居住於惡劣居所，即劏房天台屋板間房。雖

然不少新來港婦女家庭有申請公屋，並符合一半家庭成員為香港永久居民的申請條

件。明顯，本會大部分姊妹都符合申請上資格，而且有極大的上樓需求。 
B. 但因各種條件未能上公屋:缺乏五人單位，而且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超過三年，更甚者輪候

六年仍未能夠「上樓」。 
C. 政府是帶頭歧視她們。自 2004 年政府推出《七年期人口政策》後，新來港婦女在住滿七年

之前都不能申請公屋。不少本會婦女因缺乏申請公屋的資格及畏懼失去住屋條件下，

面對家暴或各種家庭問題後仍然啞忍，被迫承受嚴重精神壓力的住屋環境。對於不少

新來港婦女而言，欠缺工作機會即欠缺與外交接觸的機會，使她們無法磨練在社會自

立的力量和信心。 
D. 過往所謂的酌情權，完全沒有透明度 
E. 施政報告未有真正加快興建公屋及提出任何解決新港婦女家庭住屋問題。只是話研究，而

且要指住屋是一個大問題，要團結及齊心協力去面對，指梁政府必定急民所急，勇於

嘗試 
F. 要求:加快上樓速度、加快建公屋速度、惡劣居所住屋人士發放住屋津貼、立即改建工廈

(一個月即可上樓) 
 
 

3. 婦女福利政策欠奉: 
A. 貧窮線 

i. 說會由扶貧委員會研究設立貧窮線，要研究多久?條線如何定?(根據 CSSA 的貧

窮標準，政府只保護市民不跌入「絕對貧窮」網，而不是「相對貧窮」，

故此，每 6 個人就有一個人活在在職貧窮線上。 
B. 全民退休保障 

i. 新來港婦女工作保障:大部分新來港婦女為家庭照顧者，在政府現時的社會保障



 

 

政策下未能在三條支柱下受惠(無 MPF,只有生果金和個人儲蓄) 
ii. 退休後大部分新來港婦女只能靠積蓄、生果金或家庭支援來維持生計，極不公

義，不單是漠視婦女實況的需要，更是歧視婦女在現時家庭岡位上的角色 
iii. 如此政策背後，政府背後的思想就是把保障責任推給個人和家庭,但不是每

一個婦女的家庭都有能力支持婦女退休後生活，特別是單親婦女 
iv.同根社認為應如瑞士政府一樣把婦女家庭照顧納為工作的一種，並立即推行全

民退休保障 
C. 醫療 

i. (針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將長期實施)(自 2007 年起政策已出現) 
ii. 該措施同時阻止單非媽(港人內地妻子)於本港享受應有的醫療權利，嚴重影響中港家

庭的未來發展。 
iii. 單非媽媽實是香港的一份子，應同樣享有一般港人應有的醫療權利。是次施政報

告不但沒有在過往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政策的一刀切影響上作出改善，反而加深剝

削中港家庭的醫療權利。 
iv. 更重要的是，只有單飛/雙飛媽媽受限制，而其他國藉或公務員配偶則不受限制，

這明顯是嚴重歧祝新來港媽媽的身份。 
D. 就業 

i. 不肯讓社區褓母計劃正職化、家務助理無工傷保障，如果傷了就要付很高醫藥費，就

好像推婦女出另一個貧窮市場 
ii. 婦女擁有的照顧/人生道理/教子女方法/煮食技巧，這些都是技能，應被是為專業/重

視。在公義的社會，每個人的付出都應該會得到應有的回報。 
iii. 每個人在經濟上都應該有位份 

E. 應設立全港十八區一站式新來港及準來港的服務中心 
i. 自 2003 年服務綜合化後，家庭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只是「大包圍」式，而未能針對新

來港婦女的獨有處境 
ii. 例如就業及生活適應等小組/活動。即使有，較多屬「補救式」的服務。 
iii. 同根社建議政府應設立如韓國為新移民人士提供的一站式服務，為他們提供針對

性的適應服務如語言、文化、介紹社區資源及認識香港政策等等，讓他們能更快

地掌握在港生活的狀況，更快地融入香港社會。 
4. 缺乏婦女友善政策 

A. 托兒 
i. 不少新來港婦女因擔任家中無償照顧者的角色，因而未能外出就業，或只可

從事兼職或零散工種。 
ii. 過往政府欠缺適切的托兒措施配合婦女就業，即使有，收費高、地區遠，婦

女難以使用有關服務。  
iii. 對婦女照顧者工作的確認:現在的政策好像當婦女是一般勞工，以為女性

照顧家庭同時外出工作是應份的，但婦女的生活完全冇支援。不但剝削

婦女對家庭付出的肯定，亦使不少婦女墮入低收入群的「貧窮陷阱」 
iv. 政府應設立托兒津貼，支援婦女外出工作。”很多姊妹不是沒能力工作，

只是沒時間空間工作” 
B. 學生課外活動津貼 

i. 今年有 96%(382 間)的學校公怖課外活動是其招生標準之一，而且佔有一定比

率的分數;連大學聯招都要求考生填課外活動記錄。現在雖然有資助(如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兒童發展基金)但都

是零散津貼項目，，而且目標不一、名額有限，變相有人有得學，有人

無錢學，有人要抽籤，有人無得選擇。即使成功抽中，這些課外活動大

都是短期性，令學童無法長期專修一項活動。 
ii. 是不是因為窮，政府就可以無視/剝削一個學童得到公平的成長權利?為什麼



 

 

要輸在起跑線上? 
iii. 要求每個月$200(全年 2400)，連同書薄津貼一次過於暑假發放 

C. 探視權問題 
i. 8 歲以上有探視權，至 18 歲 
ii. 由於父母雙方關係差，在金錢及生活上都會被影響 
iii. 要求:重新諮詢離婚法例 

  
F. 婦女發展問題 

i. 婦女培訓 
i. 本年度推出「資助婦女發展計劃」，讓團體可獲資助舉辦各項有助婦女

身心發展的項目。但在資源的運用上，會否惠及向來被受忽視的新

來港婦女社群? 切合新來港婦女的需要?例如配合新來港婦女的需要 
ii. 僱員再培訓的課程: 限制了新來港婦女的工種選擇，局限於工時長薪金

低的服務業下層崗位 
iii. 婦女自在人生自學計劃: 只是閒暇活動; 推行了十多年的政策以舊酒

新瓶方式再推，顯示梁政府在婦女發展上毫無誠意。 
總結: 
- 現時的社會正活在一個「失明狀態」，好像完全看不到新來港婦女的需要。社會更常以「經濟貢

獻」的理由(7 年期限制)否定新來港婦女對社會及家庭的貢獻，並把新來港婦女議題及有關問題

穩性化，漠視新來港婦女需要。 
- 梁振英政府自言施政實「急民所急」、「有膽有識做實事」。然而，即使是剛出爐的施政報告的

施政藍圖也未能真正對應新來港婦女的處境，對此，本會非常失望。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政府有責任保障婦女人權，確保婦女能夠充份發展。本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視

現時婦女政策的方針及實施，改善及保障新來港婦女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