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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黃潔貞議員

促加強鼓勵生育政策助出生率提升

　　近日，統計局公佈最新一期的人口統計，當中全年新生嬰兒共5,026
名，按年減少519名；出生率為7.4‰，是17年以來的新低。出生率的下
降，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未來老年人口撫養比例上升，將進一步
加劇社會成本，對本澳社會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會構成十分不利的影
響。
　　事實上，生兒育女不僅是夫妻間一個簡單“生”與“不生”的選擇，而
是涉及到長遠的照顧教養、職涯發展、生活質素等一系列複雜問題，不
少青年或年輕夫婦曾向本人表示，即使“想生”亦未必“敢生”。最近有社團
（澳門婦聯）也發表了有關生育意願調查，結果發現作為主要適育黃金
年齡的“90”後女性生育意願較低，當中有八成受訪婦女都認為工作繁忙、
教養問題、育兒開支大及居住空間不足是影響生育意願的主要原因；九
成受訪婦女認為家庭友善政策最有效提升生育意願，上述實證與數據都
反映了社會上對於生兒育女方面的憂慮。
　　雖然政府近年先後提升有薪產假、出生津貼等一定程度有利於生育
的措施，但對於生育後的長期性支援則未有一些更具體、系統及長遠性
的策略方針，導致社會仍然缺乏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值得留意的是，
國家去年發佈《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當
中除明確“三孩”政策外，亦為優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措施提供了明確方向；
近期全國兩會期間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發展普惠托育
服務，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基於此，本澳如何借鑒與配合國策，開展適
合本澳實際情況的可行性措施，受到社會關注。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為降低本澳出生率持續下降，對社會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不利影
響。請問政府會否參考國家經驗，推出長遠性的人口政策規劃，以及制
定包括完善照顧教養、家庭友善、經濟鼓勵及居住環境在內，完整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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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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鼓勵生育是社會共同的責任，政府自2020年完成修改《勞動關係法》
將有薪產假延長至70天，並由政府支付新增產假天數的報酬，有關補貼
措施原訂於明年完結。由於疫情已對不少中小企業經營造成一定壓力，
為創設更好的鼓勵生育氛圍，未來會否研究繼續以法律法規作主導，政
府補貼為輔助的方式，將相關補貼轉為恆常化，並藉此擴展至未來實施
的各項家庭友善措施上？
3. 除了出生率持續下降，本澳初育與初婚年齡亦有上升的趨勢，眾多醫
學研究已明確指出，年齡與受孕機率是呈現反向關係。為應對有關情況，
完善現有的輔助生殖技術服務，將為很多不孕不育或有生育意願的高齡
夫婦帶來更大的希望。為此，請問當局對於優化相關服務與技術發展上
有何規劃，以為更多不孕不育夫婦提供適合的治療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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