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關注低收入中港跨境家庭研究」   

研究結果公佈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浸大研究顯示低收入中港跨境家庭 

缺乏政府支援 難融入本地社會  
  

為了解在港出生、來自低收入跨境家庭的兒童在香港的教育機會，香港浸會大學

教育學系展開了一項研究，探討低收入內地父母及其子女在香港日常生活中面對

的挑戰。是項研究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研究項目資助計劃 2017/18」資

助。研究團隊於 2018年 1月至 5月期間，與 28個低收入跨境家庭進行了五次每

月家訪，以及與家庭中在港出生兒童及其家人進行一次深入訪談。 

 

研究結果顯示，低收入跨境家庭母親在香港分娩以繞過中國的一孩政策，同時家

長接收到一些不準確的香港移民和教育資訊，因而低估了在香港需面臨的挑戰。

而香港政府未能有效支援這些家庭中在港出生的子女及其沒有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的父母，加上港人對內地人普遍負面的觀感，阻礙跨境家庭對香港產生歸屬

感。父母教育水平低及對香港教育缺乏認識令父母未能在學業支援子女，當子女

學業不如父母預期，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會變得更緊張。這些發現反映香港政

府應推出措施，幫助這批在港低收入跨境家庭的兒童及其家人，使他們適應香港

的生活，建立共融社會。 

 

背景   

2001年終審法院就莊豐源案的裁決使中國公民在香港出生的子女擁有香港居留

權。2003年內地開放港澳個人遊，大量內地婦女來港產子。從 2003年至 2012

年，配偶為非香港居民而來港產子的內地婦女數目由 2,070名飆升至 26,715名。

第一批來港產子的內地婦女大多有中產階級背景，其後的婦女則多來自基層階級

及偏遠地區，他們往往被排除在中港的移民及福利政策外。 



 

研究範圍  

是次研究深入探究跨境家庭父母及其在港出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的挑戰，並

了解這些孩子的教育機會。 

 

主要研究結果  

是項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 出於各種原因，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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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常見原因是意外懷孕。 

(二) 家長接收到有關香港移民和教育政策的信息並不準確，導致他們低估了在

香港需要面臨的挑戰。 

(三) 基於他們的非居民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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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他們覺得自己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的社會服務之外。 

(五) 艱難的生活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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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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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們的教育水平偏低。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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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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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因應研究結果，研究團隊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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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因其內地父母的居住身份而無法獲得資源。 

(二)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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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申請綜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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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應實施適當的機制，讓家長自願以子女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轉換內地戶

口。 

(五) 香港政府應考慮給予低收入跨境家庭的父母有條件的工作許可。 

(六) 政府應就居留身份免受歧視的保障，進行全面的公眾諮詢和研究，以應對



跨境家庭廣泛地遭受的歧視。  

  

傳媒查詢，請聯絡徐渭芝博士 (電話：34117214 / 電郵：wcchee@hkbu.edu.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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