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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項目名稱：關注低收入中港跨境家庭研究 

參考編號： R-20 17/18-106r 

  

首席研究員： 徐渭芝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合作研究員： 朱江瑋先生（關注跨境兒童聯席社工） 

葉炳林先生（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目的： 

(1) 探討低收入內地父母及其子女在香港所面對的挑戰； 

(2) 了解在香港出生、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內地兒童在香港的教育機會；和 

(3) 就貧困內地父母及其在港出生子女的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議。 

 

研究方法 

研究資料來自家訪和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本計劃招募了28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人員，

在首席研究員和合作研究員的指導下，研究員每月到 28 個低收入中港跨境家庭進行家

訪。從 2018 年 1 月到 5 月，與每個家庭進行了五次家訪及一次深入的半結構式雙人訪

談（父母和孩子）。在訪談對象同意下，訪談以錄音方式記錄，並將訪談內容謄寫，以

持續比較法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 

在香港生育和居留的原因 

1. 出於各種原因，母親在香港分娩以繞過中國的一孩政策。一個常見的原因，是中國

傳統重男輕女的固有思想， 為母親帶來壓力， 認為非生男孩子不可。另一個原因

是意外懷孕。 

2. 家長收到有關香港移民和教育政策的信息，往往其實不準確，導致他們低估了在香

港要面臨的挑戰。 

 

父母面對的挑戰 

1. 跨境家庭在收入、住屋、兒童學位、簽證、家庭分離和社會支援方面的挑戰最為嚴

峻。  

2. 他們覺得自己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的社會服務之外。 

3. 艱難的生活與及香港人對內地人普遍負面的觀感，阻礙跨境父母及其在港出生子女

對香港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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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教育機會 

1. 父母認為他們自己對孩子的協助很少，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本地教育制度缺乏了解，

部分原因是他們的教育水平偏低。  

2. 他們亦指出，由於他們自己沒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其在港出生子女有時被排

除在社會支援服務之外。 

3. 在許多情況下，子女的學業成績不符父母的期望，父母又無法提供學業上的支援，

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會變得更緊張。 

 

政策建議 

社會服務和資源 

我們建議政府和其他社會服務提供者應重新審視其相關政策，以確保符合資格的兒童，

不會因其父母的居住身份而無法獲得資源。 

 

社會保障 

我們建議將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申請回復至 2008 年前的政策，容許 18

歲以下、內地人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以個人身分申請綜援。 

 

簽證和逗留期限 

我們建議「一年多次入境許可證」應涵蓋所有需要在香港逗留照顧子女的跨境父母，不

論其配偶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戶口 

我們建議實施適當的機制，讓家長自願以子女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換回內地戶口。 

 

特殊就業許可 

我們建議香港政府考慮給予低收入跨境家庭的父母有條件的工作許可。 

 

促進平等機會和消除歧視 

我們建議政府就居留身份免受歧視的保障，廣泛進行公眾諮詢和研究，以應對跨境家庭

廣泛地遭受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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