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務司司長出席「強化香港家庭：跨代責任與關顧」研討會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今日（六月九日）上午在香港大學出席「強化香港家庭：跨代責任與關顧」研討會的致辭全文：  王于漸副校長、各位講者、各位嘉賓：    早上好！    首先，歡迎內地和海外的各位專家學者來到香港，也感謝大家參與今天的研討會，一起探討強化家庭這個重要的課題。    香港是一個中西結合、傳統與現代相融的城市，在一個歷史和地域縱橫交匯的節點上談家庭問題，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中國人社會向來重視家庭，認為「家興則國昌」，家庭是社會的支柱，家庭和睦，社會就會穩定昌盛。但這種傳統觀念正受到社會的急速轉變和以西方價值為主的全球化浪潮衝擊。家庭的角色和價值的漸變，對於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也對固有的社會政策和社會服務帶來不少挑戰。    首先是人口結構的改變。香港人口逐漸老化，現時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口大約有１２％；到二○三一年，估計本港人口有四分之一為長者；八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將會是現時的三倍。而中國人傳統上比較傾向於居家安老，而不是寄居於老人院舍，如何讓我們的長者安度晚年，享受家庭之樂，將會是香港要面對的一大挑戰。    另外，香港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持續上升，由一九七一年的４２．８％增加至二○○八年５３．４％。反映現時女性比從前經濟更獨立，也需要分擔家庭的開支。隨「雙職家庭」日趨普遍，香港社會需要改變觀念，進一步鼓勵夫妻共同分擔扶老攜幼的責任。    香港目前的總生育率只有０．９％，處於世界偏低水平，不少夫婦都選擇不生育或者少生孩子。與一九八一年比較，結婚年齡和婦女生第一個嬰兒的年齡中位數延遲了五歲。    此外，不少研究亦發現，年青一代越來越接受非傳統的家庭關係。    我們還可以看到，香港家庭結構的轉變和一些發達社會的情況相似。第一個特點是，傳統大家庭逐漸減少，幾代同堂聚居的家庭變成以核心家庭為主。根據統計資料，核心家庭佔本港住戶總數超過三分之二，平均住戶人數下降至三人。  



  第二個特點，「單親家庭」和「跨境家庭」的數目增加。如何維繫不一起居住的親屬之間的關係，保留華人社會那種家人關係比較親密的傳統，是香港社會的另一個挑戰。    這些都反映了中國傳統所強調的老有所依，少有所養的跨代責任與關顧，正面臨重大的挑戰。其中有三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是對長者的照顧。隨年齡增加，老年人的體質下降，健康和醫療問題變得更加突出，需要家人在起居生活上多加照顧，醫療開支亦會有所增加。加上長者一般都期望在家安老，特別是對需要長期照顧的患病長者，不能低估他們的家人在體力、金錢及精神上所需要的承擔。因此，我們需要就社區支援和醫療融資作長遠和可持續的規劃。    第二，女性較難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需要。在傳統性別分工的概念下，女性在家庭裏面仍然擔當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但現實是，很多婦女同時要肩負工作和照顧家人、打理家務，特別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中年女性，她們同時要照顧長者，教養未成年子女，壓力很大。因此，我們要加強對這些職業女性的支援。    第三，照顧兒童。香港很多家長都需要超時工作，未必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幼童和關心子女成長的需要。調查亦顯示，現時香港家長面對的三個主要壓力首推工作時間長，其次是子女管教問題。這是由於得不到適切的支援如親人協助、幼兒托管服務、缺乏家庭教育或溝通技巧有關。而這亦是現時很多青少年問題的癥結。    政府一直積極支援香港家庭面對挑戰，幫助他們解決各種生活上的問題，例如推行五天工作周、社區褓姆、幼稚園學券，以及大力推動性別平等措施等等。但面對社會環境的急劇變遷，還有不少要改善的空間，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令我們的政策和服務更加貼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今天的研討會，可以循多個方面探討如何強化家庭價值，提倡跨代家庭承擔，例如：   － 如何鼓勵子女實踐中國傳統「孝道」，使老有所養，促進居家安老； － 如何幫助和鼓勵年輕家庭繼續維持與父母的緊密聯繫； － 如何強化家庭支援措施，推動跨代共融； － 如何保留和推廣華人文化中強調家庭照顧、尊老愛幼、家庭融洽、鄰里互助等重要價值，促進「家庭為本」的社區支援。    各位專家學者，你們的經驗和意見對我們會是很好的啟示。希望通過這個研討會，各位以新思維、新角度為強化跨代照顧及責任提出切實可行的良方。    多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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