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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立法會宋碧琪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

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經徵詢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教育及青

年發展局、衛生局和社會保障基金的意見，本人對立法會 2024 年 5
月 23 日第 578/E437/VII/GPAL/2024 號公函轉來宋碧琪議員於 2024
年 5 月 16 日提出，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 年 5 月 27 日收到之書面

質詢，回覆如下：

特區政府透過訂定各項政策，配合不同的服務和津貼，應對低生

育率及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 年）》提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對本

澳社會帶來的挑戰，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為提升家庭的生育意願，

創造多生優育的條件，持續推行家庭友善政策，為婦女提供配套的支

援措施，發放生育津貼等”政策方向。

現時，特區政府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提供免費教育津貼、學費

津貼、書簿津貼等措施，減輕家庭的教育支出；而經濟有困難的家庭

可申請學費援助、膳食津貼及學習用品津貼。同時，設有多項奬、助、

貸學金，支持及鼓勵學生修讀高等教育課程。

為推動家庭生活教育工作，社會工作局近年聯同 36 間受資助的

家庭及社區服務單位，向適婚人士宣傳建立互相尊重及支持的婚姻觀

念，及早共識生育計劃。透過“弱勢家庭幼兒優先入托制度”和托兒

所轉介服務，讓父母能兼顧照顧子女及工作的需要；並向六間綜合度

假休閒企業等推廣家庭友善措施，鼓勵僱主為員工作更好的關懷。

衛生局為有意生育的夫婦提供孕前準備諮詢、衛教活動及不孕輔

導等服務。隨着第 14/2023 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實施，確

保了有關技術在符合醫學標準、倫理原則、法律規範下謹慎且安全地

應用。此外，衛生局研究為接受醫學輔助生殖服務的居民提供補助，

以配合鼓勵生育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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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出生津貼，是特區政府鼓勵居民生育的其中

一項政策措施，目前金額為 5,418 澳門元，符合條件的父母雙方可就

每一名子女出生同時申領。而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為本澳居民提供包

括養老、殘疾、失業、疾病、出生、結婚、喪葬等多項基本的社會保

障，因此，任何一項給付的調整，均須從制度整體作考慮，並按照社

會保障制度給付恆常調整機制綜合評估給付的調整空間。

因應本澳未來進入超老齡化社會，特區政府訂定“家庭照顧，原

居安老；積極參與，躍動耆年”的政策方針，推動個人、家庭、社區、

政府的多方合作與共同承擔，讓長者獲得充分的保障和支持。特區政

府將透過優化現行的長者院舍服務和增建長者院舍，並強化對家庭與

社區支援的服務，包括：家居照顧、日間護理及照顧者支援等，落實

上述的政策方針。此外，養老保障機制跨部門策導小組現正開展下一

階段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的規劃及籌備工作，將以大健康、智慧科

技、銀髮產業及長者友善共融環境作為重點，訂定未來不同階段的發

展方向。

特區政府會持續聆聽社會各界的不同意見，在謹慎善用公帑、避

免職能重疊等大原則下，各部門均各司其職，致力應對低生育率和人

口老齡化等議題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最後，特區政府感謝宋碧琪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議。

社會工作局局長

韓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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