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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家庭的生活狀況及來港生活計劃」調查 

2008年 9月 15日 
 
 
隨著香港與內地交往日益頻繁，跨境婚姻也愈趨普遍。統計處數字顯示，全港婚姻總數中，

42%為跨境婚姻，合共 21000宗，這些跨境家庭面對著各種生活問題，包括夫妻關係、管教
子女及經濟困難等。為了解跨境家庭的情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今年六月透過 27間
北區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向跨境學童的家長發出問卷，最終收回 815份有效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半學童的母親的年齡少於 40歲，而近八成學童父親年齡是 40歲或以
上，夫婦年齡差距普遍為十年。至於教育水平方面，具有高中程度或以上的母親有四成，而

有大專教育水平的父親佔超過一成半，而 1996年只有 4.5%的新來港定居婦女的丈夫有專上
教育學歷，意味著往內地娶妻的不再只是教育水平低的男士。收入方面，超過八成的學童父

親有全職工作，而接近六成半的學童母親全職照顧家庭；逾八成被訪者的每月收入低於

$17,200（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當中一半被訪者的收入更低於$8,600。 
 
由於這些夫婦分隔兩地，家庭成員相聚時間少，超過四成夫婦不能每日見面，近四分之一學

童父親每月只有 9天或更少時間與子女見面（當中超過一半更只有 4天或以下）。兩成被訪者
表示家庭分隔使家庭成員關係疏離，增加夫婦的磨擦和影響互信。再者，近七成被訪者指跨

境生活使親子時間減少，特別是配偶與子女進行親子活動的時間。 
 
跨境家庭最關心的五項事項中，以「家庭經濟」為首位，其次有三項是與子女教育有關，包

括「子女學業」、「子女個人成長」和「子女跨境上學的安全」，另一項是「家人健康」。至於

關心程度較低的四項事項中，以「來港後的適應」最少人選擇、其次是「就業」、「家庭成員

的情緒」和「夫妻關係」。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出，六成家庭計劃於未來 3至 5年移居本港，但他們移居前的準備功
夫未足以全面應付來港定居後的需要，只是關注經濟情況及子女上學安排，但卻忽略夫妻關

係、家庭成員的情緒和來港生活的適應問題。他們較少作出準備及關心的項目，均為前線社

工在處理新來港家庭或跨境家庭問題的重點項目。 
 
 



 
然而，他們獲得的家庭支援和求助意欲卻十分薄弱，四成半被訪者表示甚少或從來不會向親

友或他人求助；三成以上表示當家庭有困難時，親友鄰居很少或不會提供支援。大部份被訪

者說當有需要時，他們很少得到協助，特別缺乏與家庭關係或親子關係有關的專業服務。他

們到港生活後，適應困難和問題容易被隱藏，並可能演變為嚴重的家庭問題，例如離婚、疏

忽照顧兒童、虐待配偶及貧窮問題。  
 
為減少因分隔生活對家庭功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以至預防家庭問題發生，我們必須從幾方面

入手。首先是加快批核家庭團聚的單程證申請，讓有計劃來港定居的家庭早日來港；其次是

讓跨境生活的家庭可選擇留在內地居住，減少分隔生活對家庭功能的負面影響，包括： 
 

 提供更方便、快捷和安全的跨境交通通道，改善跨境學童上學的安排； 
 為北區的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提供資源，增設社工人手以支援幼稚園的學童及家庭，
加強家長教育及親子服務； 

 香港辦學團體在深圳開辦學校，提供香港教育課程，並研究教育資助的可攜性，讓香
港兒童在內地就學； 

 本地社會服務機構與內地單位合作，在內地提供家庭服務；  
 僱員再培訓局為新到港人士提供就業技能培訓及輔導，同時為他們提供託兒服務資
訊； 

 入境處、醫院與社會服務機構合作，為來港產子的孕婦提供家庭生活計劃及移居本港
生活計劃； 

 進一步縮減公屋輪侯時間和為輪候冊人士提供租金津貼，以改善租住私樓的新到港家
庭的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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