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家庭議會第 FC 5/2008 號文件

討論文件    

 

家庭議會  

 

確立核心家庭價值  

 

目的  

 

  在家庭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議會成員認為須優先討論確立核

心家庭價值的議題，對未來制定與家庭有關的策略及政策是重要的。 

 

2.  本文件向成員簡報為研究成立家庭委員會而設的前督導委

員會 (督導委員會 )就此議題進行的研究，並建議一套家庭價值的主要

元素，以符合香港的情況。  

 

 

背景  

 

3.  在公共政策的範疇內，並為着釐定各項社會福利的申領資格

的目的，“家庭”的定義，基本上按關乎或源自婚姻、生育或領養的

關係來界定，而所有這類關係都受法律規管。  

 

4.  傳統的核心家庭面對的挑戰日益增加。新的家庭形態在世界

不同的城市均有上升趨勢，包括：單親父母的家庭、父母離異的家庭、

至少其中一名父母長期離家的家庭、父母未婚的家庭、夫婦決定不生

育的家庭及由同性伴侶結合的家庭。隨着教育界人士、家長及各界關

到社會似乎愈來愈缺乏凝聚力及對重要的習俗及傳統的尊重，不同城

市及國家均看到有需要訂立家庭值。  

 

5.  家庭價值的觀念源自其文化。家庭價值隨着時間及因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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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不同時代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發展而演進。  

 

(A) 亞洲的傳統家庭價值  

 

6.  基於其歷史背景，亞洲文化的一個基本特質是遵守孝道。這

思想對毎個人行為的模式及社會以至家庭的關係有莫大影響。  

 

7.  亞洲家庭中互相扶持的精神源自對家庭的強烈責任感，也因

而受到重視，家庭為每一位成員提供支援及協助，同樣地，每名成員

也為整個家庭提供支援及協助。這通常被視為是終身的關係、互動及

責任。  

 

(B) 香港的經驗  

 

8.  在香港，雖然不同的家庭形態日漸增加 (例如：育有子女的夫

婦、單親家長、大家庭、有繼父／母的家庭、父母未婚的家庭 )，有

一些基本／核心的價值仍然廣為社會所認同。  

 

公眾教育計劃背後的家庭價值  

 

9.  二零零六年，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推行“加深家心行動”，

宣揚“身教”、“和諧”、“愛與關懷”和“承擔”這些家庭價值，

並希望引發大眾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  

 

二零零六年《施政報告》中提倡的家庭價值  

 

10.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六年的《施政報告》指出，除了其他工作

之外，我們須推動家庭成員承擔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建立愛心關懷、

彼此扶持的關係。社會福利措施應該是加強而非削弱家庭的功能。  

 

由督導委員會建議的家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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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督導委員會在研究這個課題時，探討了以下幾方面與家庭

有關的價值－  

 

(甲 ) 家庭自主－就家庭事務而言，社會的角色應是向個人

及家庭提供選擇，以協助他們作出切合他們情況的決

定。社會應該只在家庭面對危機或處於有損其成員利

益的惡性循環之中才介入。  

 

(乙 ) 家庭責任－不論形式為何，家庭是建構社會的基本單

元，家庭自然也有着關懷、保護及支持其家庭成員的

責任。  

 

(丙 ) 家庭和諧及凝聚力－持續而建基於彼此的尊重及承擔

的正面而具建設性的溝通至為重要。  

 

(丁 ) 家庭本身的能力及抗逆力－家庭要有能力處理家庭的

情況，以面對來自社會及家庭內部的挑戰。  

 

12.  督導委員也認為家庭、僱主、社會服務界、傳媒、社會及政

府在以下方面均擔當了重要角色－  

 

(甲 ) 維持及建立彼此承擔的家庭價值，以培養年幼成員及

互相關懷；  

(乙 ) 在制訂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及措施時把家庭放在企業

文化的第一位，協助僱員平衡工作生產力及家庭的責

任；  

(丙 ) 增加跨代及社會階層之間的社會連繫，以建立社會資

本及社區網絡支援家庭；  

(丁 ) 鼓勵跨界別合作，採取預防性及前瞻性發展的策略，

支援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家庭；及  

(戊 ) 強化制度上及結構上的支援，協助有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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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附上前督導委員會討論上述題目的文件副本供委員參考

(只有英文版本 )。  

 

 

建議 

 

14.  我們建議把家庭推廣為建構香港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是提

供跨代及跨性別福利以及支持個人發展的起點。  

 

15.  建基於前督導委員會制訂出的家庭核心價值，我們建議強調

以下重點作為健康家庭生活的重要元素－  

 

  (a) 愛與關懷  

 

 愛與關懷驅使個人為他們及其家庭，以至整個社會的進步而努

力。  

 

 (b)  責任與尊重  

 

 家庭成員是家庭及社會的基本元素，個人的需要應受到充份尊

重。對彼此的一份尊重及責任感有助互相尊重彼此的需要，化解

衝突及竭力幫助家人渡過難關，而並非依賴由家庭以外提供的援

助。   

 

 (c) 溝通與和諧  

 

 家庭和諧令家人團結及有能力對抗逆境，並使家庭有力量應付各

種挑戰。家庭成員以開放的態度坦誠溝通，有助彼此了解、建立

互信。健康快樂的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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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就以上建議提供意見，及考慮上述核心價值對公共政

策的影響。就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和相關政策局 /部門合作，展開公

眾教育和宣傳活動以推廣上述的家庭核心價值，我們也會考慮到目前

由相關政策局 /部門的宣傳工作。  

 

 

 

 

家庭議會秘書處 

二零零八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