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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構建官民商合作的生育支持體系

　　本澳近年正面臨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困境，去年（2022年）全年新生
嬰兒共有4.344名，出生率為6.4‰，創下1985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2023年）上半年新生嬰兒僅有1907名，比去年同期
再減少258名，即可預見今年出生率情況將更為嚴峻。雖然低出生率是已
開發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但據外國調查發現，本澳情況在近年
已超越歐美等長期低出生率的國家或地區，這將對未來本澳社會的競爭
力及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影響。
　　誠然，特區政府為鼓勵居民生育，近年已陸續作出包括十五年免費
教育、提升出生津貼、完善托兒及家務服務；並在二○年完成修改《勞
動關係法》將有薪產假延長至七十天，以及提供有薪男士侍產假等值得
肯定的措施，可惜社會的生育氛圍始終未見提高。雖然影響生育意願的
成因多種多樣，但居民在選擇是否生育過程中，大多均會受長期的家庭
經濟、照顧、個人發展及子女成長環境等幾個主要因素影響。例如家庭
經濟及照顧涉及了政府支援與企業薪酬福利，而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在支
持僱員生育時又需要考量實際經營人力與成本等問題，環環相扣。
因此，生兒育女雖然是個人選擇，但當中所涉及到的是全社會的共同責
任，需要共同思考與承擔未來在生育與人口政策的可行方向。這既要透
過頂層設計梳理問題後提出短中長期規劃，同時亦要以更實際及前瞻的
細化行動提高生育誘因，構建官民商合作的生育支持體系，以有效扭轉
或減緩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勢頭。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為減低出生率下降對於社會及經濟構成的不利影響，請問當局未1.
明年度施政規劃中會否參考國家及外地經驗，推出長遠性的人口
政策規劃，以及制訂包括完善照顧教養、家庭友善、經濟鼓勵及
居住環境在內，完整的鼓勵生育策略方針與一籃子的配套措施，
將鼓勵生育與優生多育理念納入更多施政層面？
企業落實家庭友善措施對於僱員更好照顧子女，提升生育意願有2.

           第 1 頁  共 2 頁



積極作用，惟本澳中小企業數目仍然佔多數，在落實家庭友善過
程中需要得到更多政府支持。政府過去在延長有薪產假上曾提
供“產假報酬補貼措施”作過渡，但現時補貼措施已經結束。今年
初回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將會對有關補貼措施進行檢討，請問有
關檢討進展為何？未來能否落實恆常化補貼，並以“法津主導，補
貼輔助”方式推廣至其他家庭友善措施當中，以實際行動鼓勵更多
企業提供家庭友善措施？
縱觀近年內地省市或其他先進國家地區，在支持生育上一般會有3.
不同形式的經濟支援措施，以減輕家長在照顧子女上的生活壓力，
據悉鄰近香港也將會有相關規劃。請問明年度施政中對此有何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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