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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影響研究報告 

 

1. 研究背景 

 

1.1 疫情下，中港分隔家庭生活深受影響 

 

新冠肺炎疫症 (COVID-19)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內地爆發，及後疫情在全球各
地散延，並於 2020 年 3 月被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定義為大流行 (pandemic)；截至 2021

年 5 月 7 日，全球確診人數累計已逾 1.564 億人，全球累計死亡人數逾 326.5 萬人 1。
至於香港方面，同日累積感染人數近 11,802 人，死亡人數逾 210 人 2。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前後已歷經四波社區反彈，至今斷斷續續仍有未知源

頭的個案確診。對基層家庭及學童影響更首當其衝，各行各業停止營運，僱員失業
及就業不足情況嚴重，本港最新數據顯示 2020 年 12 月至 2 月的失業率高達 7.2%，近月放

寬檢疫限制，2021 年 1 月至 3 月才回落至 6.8%，失業人數多達 259,800，就業不足率達 3.8%，人
數 148,400，個別行業，例如餐飲業，失業率高達 13.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高達 10.7%，

本港現時有 40 萬人就業困難，是近 17 年來高位。本港勞工固然大受打擊，在香港一起
面對疫症影響打擊的，還有香港人的內地親人持探親雙程證來港照顧家庭，其中單

親雙程母親的處境最困難，面對失業、收入減少、支援減少、無證不能檢測、打疫
苗等困難。   

 
這些母親平時持一年多簽或三個月的探親證來港照顧香港子女，子女的父親不

是去世，就是離棄她們，一家人只靠子女的綜援或每星期來回內地工作或親友支援
艱苦生活。疫情下，親友收入亦減，支援減，封關，亦令這些雙程證母親不能往內

地工作，在港又沒有身份證，不能工作，令家庭經濟更困難。  
 
1.2 單程證名額沒有分配予單親家庭，未有善用剩餘名額 

 

現時中港交流頻繁，香港每年約有二萬多個中港婚姻締結(附表一)，這些家庭要團聚必須向

內地公安局申請單程證團聚來港，每日 150 個名額(附表二)，這些名額只有五類3人士才可以申

                                                
1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3單程證五類申請 
   分   類 名額(估計) 

一    夫妻團聚 78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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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名額調配及審批權全在內地公安局， 過去十年每日單程證名額因居留權子女名額有剩，每

日平均約只用了 125 個，一直沒有作出調配，2011 年中港政府才將之前用剩的名額調予超齡子

女，但 150 個名額仍然沒有用盡，平均每日只用了約 125 個4。中港婚姻過程中，有部份家庭因

家庭不幸，成了單親，在港配偶已去世或夫妻不合，要離婚或在港一方失踪，但單程證名額並沒

有留名額給因中港婚姻出現問題的單親家庭申請來港團聚，其在港父/母已去世或離棄的在港子

女，在港變成孤兒，單程證並沒有名額予港人子女申請內地父/母單程來港團聚，照顧子女，而

是要等到 60 歲時，才可以申請單程證來港，依附成年了的子女，沒有家庭的培養，這些子女如

何健康成長? 等到 60 歲時，這些婦女老了，不能工作，又要陷入貧窮中，中港婚姻引申的單親

家庭的團聚需要受漠視，估計這些家庭累積有過千家，具體數目不祥。  

 

1.3 年輕人口重要來源，入境政策不配合，香港「孤兒」團聚無期 

 

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指出新移民是香港重要年輕人口來源，但在入境政策上卻未能配合，這些

現時急於來港照顧年幼子女的內地媽媽，單程證沒有來港照顧年幼子女的名額，她們要等到幾十

年後，她們到了 60 歲，在內地又無另結婚又無其他子女，香港的子女又成年，才可以年老無依

靠父母名額申請來港團聚。 

 

自 2009 年至今，香港入境處接獲超過二百名在港出生或批准單程證居港的兒童求助，他們

的父親是香港人，但已去世或遺棄他們，離婚家庭，更是香港法官判決不准帶孩子離港，他們的

母親是內地居民，因離婚或丈夫去世不獲批單程證來港，在香港他們成了孤苦無依的「孤兒」，

但香港入境處卻沒有家庭團聚審批權，只能向內地公安局反映，等候內地公安局酌情批准，過程

緩慢及內地公安局未必應香港入境處要求。 

 

這些孩子是香港人的孩子，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及社會未來棟樑，香港有責任爭取合理團聚政

策。中港政府定期砌商出入境政策，香港有權調配名額，尤其現時每日名額有剩，已有前例撥予

成人子女，這些孩子年幼，情況緊急，應儘快調配予單親媽媽，但香港遲遲未與內地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亦有酌情權批准身份證給來港求助的媽媽，卻不運用，漠視這些孤兒寡婦的苦況。  

 

很多單親家庭未能入表申請單程證，團聚無期。 

 

1.4 母子為探親證續期，影響子女學業及健康 

 

現時估計過千名香港人的未成年子女只靠內地母親持探親證來港照顧，每三個月或一兩個星

期便要隨母親回鄉兩星期續證，常要斷學業，學習成績因缺課而受到嚴重影響。同時子女因營養

不良而影響身體成長發育，有些子女更患長期病患，包括地中海貧血、睡眠窒息症、哮喘病等。

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之日，有些索性秘密留港做無證媽媽以照顧子女。媽媽和孩子長期

                                                                                                                                                                 
二    照顧父母 5 

三   老人投靠親屬 5 

四 兒童投靠親屬及居留權子女 60 

五 其他(例如：繼承產業) 2 

 
4其中估計夫妻團聚名額需要少了，因為統計處現時統計中港婚姻，如果香港永久居民與已定居香港但未居港七年

的內地來港人士結婚亦計算入中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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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有些更患上精神抑鬱病，而子女極自卑及缺乏資源發展。母親亦多有輕生

念頭。 

 

1.4 社會歧視新移民，要求源頭減人，漠視家庭團聚權利 

 

中港分隔家庭要漫長時間才能團聚，單親家庭更未有單程證名額，團聚無期，但社會卻有個

別團體、議員及學者肆意抹黑新移民，指新移民倚靠香港福利，是香港包袱等，要求香港減少家

庭團聚名額或甚至停止家庭團聚，完全漠視這些香港孤兒的團聚需要，令他們的生活更困苦，感

情亦受傷害。 

  

而事實上，新移民在香港的自力更生能力很高，95%的新移民都靠自己或配偶的收入而生

活，房屋方面，亦是與配偶或在港親人同住或一起申請公屋，近年的教育程度亦大大提升5。根

據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數據，新移民佔申請綜援只有 5%，公屋申請中家庭成員有新移民亦不足

兩成。  

 

1.5 中港單親家庭難團聚，違反國際人權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使兒童與父母分離……」第 10

條:｢1. 按照第 9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締約國的義務，對於兒童或其父母要求進入或離開一締約國

以便與家人團聚的申請，締約國應以積極的人道主義態度迅速予以辦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條:｢一.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

會及國家之保護。」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十條:｢一.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

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稱，「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作為家庭所有成員、特別是兒

童的成長和幸福的自然環境，應獲得必要的保護和協助，以充分負起它在社會上的責任。」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均適用於香港，聯合國兒童委員

會於 2013 年的審議結論嚴正要求香港政府協助分隔單親媽媽來港團聚，而今年的聯合國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於《審議結論》第 47 段中表示繼續關注居留權政策的影響，指出留意在內

                                                
5
本港居民及新移民教育程度比較: 

 2001 新移

民 

2001 港人 2006 新移民 2006 港人 2011 新移民 2011 港人   

未受教育 6.7% 8.6% 4.3% 7.3% 1.8% 6.5%   

小學 25.3% 20.8% 18.6% 18.5% 13.2% 16.7%   

初中 38.4% 19.1% 41.4% 18.9% 41% 17.6%   

高中/預科 23.9% 35.1% 27.8% 32.1% 28% 31.4%   

專上教育 5.7% 16.3% 7.9% 23.1% 16% 27.7%   

 2012 新移

民 

2012 港人 2013 新移民 2013 港人 2014 新移民 2014 港人 2015 新移民 2015 港人 

未受教育/小

學 

14.2% 20.6% 12.1% 20.2% 10.2% 19.6% 10.3% 18.9% 

中學 71.5% 51.8% 70.4% 50.9% 69.7% 50.5% 68.9% 50.3% 

專上教育 14.3% 27.7% 17.5% 29% 20.1% 29.8% 20.8% 30.8% 

(2015 年香港政府統計處年刊,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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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不同的限制，令家庭分離。 委員會要求香港政府保障及協助家庭團聚，尤其應儘快幫助分

隔單親的母親來港定居照顧子女，給予家庭團聚最大的保護及協助。 

 
中港政府需履行公約責任，可惜中港政府跟進不力，致使這些中港跨境單親家庭團聚之路

困難重重。 

 

1.6 內地沒有團聚途徑 

         

 香港難以團聚，內地同樣沒有途徑給他們團聚，內地沒有回內地團聚政策，亦不給這些香港兒

童入戶口，入了戶口也沒有當地居民的福利待遇，當地政府認為這些是香港人生的孩子，鼓勵他

們來香港，即使有些兒童在內地出生，在未批准來港前，有些地方政府已對他們作出區別對待。

而這些家庭曾嘗試留孩子在內地生活，但孩子不適應，或對孤兒寡婦沒有支援，實在沒有辦法，

才帶孩子來港定居，希望孩子在講求人道的香港社會得到支援，母親可以批准來港，找到工作自

力更生。尤其已批准來港或香港出生的孩子沒有戶口及當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孩子無法在內地的

公立學校免費上學，更無法承受高額的供讀費，醫療、房屋等。 

 

1.7 中港政府把中港單親母親及孩子當人球 

 

雖然內地省市公安局進行不少改進，但對中港家庭出現的問題及婦孺的權益，並未有特別加

強保障，仍有部份市縣公安局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貪污情況。本會收到不少婦女投訴，表示

要送錢或禮物才可獲批證件，或要香港入境處的信及中央公安部的批准。向香港入境處求助，又

表示要內地批准，這些單親家庭被中港政府當人球。同時不少媽媽向入境處求助續期，每次只續

一至兩星期，每次要付費用，令這些家庭經濟更困苦，亦未能建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 

 

1.8 單親家庭希望自力更生、自強自立 

即使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艱辛生活，這些母親們仍能夠堅強面對，她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好好

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的信念。即使單親要照顧年幼子女，托管服務不善，這些媽媽都表示，取得單

程證及身份證後，希望能夠自力更生，找工作，給孩子們一個相對而言更好更健康的成長環境；

同時為政府減輕負擔。 

 

社協關注該問題嚴重影響婦孺權益，於 2009 年初成立了「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關注組」，組織

雙程證單親家庭爭取團聚。迄今經多方爭取，本會接觸約二百多個單親家庭，歷經 11 年，才約

有一百多個個單親媽媽批准單程證來港，繼本會於 2011 年、2014 年、2015 年及 2018 年研究中港

分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團聚對家庭的影響及對子女的影響，本會於 2021 年 4 月訪問了 57 名

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兒童，了解疫情下，對分隔單親的母親及子女的生活、經濟、學習及精神健

康有何影響。 

 

2. 研究目的 

2.1 了解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家庭狀況； 

2.2 了解疫情對單親家庭在生活、經濟、健康、教育、精神健康等方面的影響； 

2.3 量度分隔對兒童及母親的精神健康 

 

3. 研究方法 

 

社協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研究結構上採用的是量化研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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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首先與雙程證及已團聚單親家庭作小組討論，以深入了解母子的生活現狀及需求、經濟情況、

身心健康狀況等，然後按照受訪家庭所提出的問題和資料作詳細分析及歸納，制定問卷，並進行

問卷調查，向本會服務的基層家庭之兒童進行調查，並邀請其家長協助年幼的基層

學童作答，有關數據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軟件系統及 Google Form 網上軟件

進行簡單分析。  

 

 

 

 

3.1 研究對象 

 

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子女及母親。 

 

3.2 抽樣方法 

 

本機構對接觸個案進行了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對所有可以接觸到的個案均進行訪

問。 

 

3.3 問卷設計 

 

在這次研究當中，本機構使用了結構性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整份問卷共分為四部

分，共 30 條問題，其中有兩個量表，主要內容如下： 

（1）受訪家庭背景 

（2）受訪家庭生活、經濟、健康、就學狀況 

 (3) 採用美國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的抑鬱症量表，量度分隔對兒童及母親的精神健康 

(4) 母親沒有身份證對母親及子女的情緒及精神的影響及期望解決方法 
 

3.4 研究局限 

 

由於社協缺乏全港分隔單親母親的名單，加上雙程證單親家庭社會隱蔽性非常高，因此是次

調查未能以隨機抽樣 (Random Sampling) 形式進行，訪問對象只局限於社協所接觸的雙程證單親

家庭個案。然而鑒於是次受訪家庭分佈於全港多個區域，受訪母親所屬內地省市亦各不相同，因

此樣本仍具有很高代表性，調查亦具有普遍意義，能夠真實反映出中港分隔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

的確切一面。 

 

4. 研究結果: 

 

4.1 家庭基本資料 

 

受訪兒童年齡: 36.8%為 8 至 12 歲，40.4%為 13 至 17 歲，22.8%為 18 歲或以上，中位數為 13 歲，

最細為 8 歲(表一)。 

 

就讀年級方面: 38.6%為小學生，45.6%為中學生，14%為大專/大學生，有一位未有提供(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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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出生地: 57.9%兒童香港出生，42.1%內地出生(表三) 。內地出生中，來港年期方面，33.3%來

港 10 年或以上，37.5%來港 7-9 年，12.5%來港 4-6 年，12.5%來港 3 年或以下(表四)。 

 

家長年齡: 14%為 36-40 歲，42.1%為 41-45 歲，33.3%為 46-50 歲，8.8%為 51-55 歲，1.8%為 56-60

歲，中位數為 45 歲(表五)。 

 

香港父親狀況:  17.5%已去世，59.6%離棄子女，沒有聯絡/不知所踪，22.8%離棄子女，但有給贍

養費(表六)。 

 

50%父親去世 10 年或以上，10%去世 7-9 年，40%去世 3 年或以下(表七)。 

父親離棄子女，沒有聯絡/不知所踪多少年方面，50%為 10 年或以上，23.5%為 7-9 年，14.7%為

4-6 年，11.8%為 3 年或以下(表九)。  

 

內地母親狀況:都持不同探親證件來港照顧子女，52.6%持一年多簽來港，43.9%持三個月探親證，

3.5%持七日旅行證(表十)。 

 

內地母親來港照顧子女多少年: 45.6%為 10 年或以上，26.3%為 7-9 年，14%為 4-6 年，14%為 3 年

或以下，中位數是 9 年(表十一)。  

 

內地母親單程證審批情況： 73.7%內地不接申請，15.8%已遞交申請，10.5%曾獲批出證被取消，

現申請被拒絕(表十二)。 

 

37%父母結婚 16 年或以上，44.5%結婚 11-15 年，18.5%結婚 8-10 年，中位數 13 年 (表十三)。 

 

兒童和母親等待了團聚等了多少年:  56.1%等了 10 年或以上，19.3%等了 7-9 年，3.5%等了 4-6

年，21.1%等了 3 年或以下，中位數為 10 年，最長為 20 年(表十四)。 

 

 

4.2 經濟及生活狀況 

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55.6%來自綜援金，2.8%來自母親以往儲蓄，4.2%來自母親在內地工作收

入，11.1%來自親友援助，9.7%來自贍養費，8.3%來自無收入，8.3%來自其他(表十五)。 

 

每月收入方面:  96.5%家庭每月有收入， 15.8%收入$3000或以下，14%收入為$3001至$5000，68.4%

收入為$5001 至$10000，1.8%收入為$10001 或以上。收入中位數為$5720，為二人家庭為多。3.5%

沒有收入，靠借錢維生。收入中位數為$5720，最高是$10000，最低$0。(表十六)。 

 

4.3 住房情況： 

42.1%租住套房，29.8%租住板間房/梗房，10.5%寄居親友，7%租住一個單位，3.5%租住天臺屋，

1.8%寄養家庭，1.8%租住公屋，3.5%其他(例：合租、山邊鐵皮屋) (表十七)。  

 

現居單位面積： 

61.4.1%為 100 呎或以下，10.5%為 101-150 呎，15.8%為 151-200 呎，12.3%為 201-400 呎，中位數

100 呎 (表十八) 。 

 

現居單位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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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為$100 或 0 以下，3.5%為$1001-$1999，17.5%為$2000-$2999，31.6%為$3000-$3999，29.8%為

$4000-$4999，7%為$5000-$5999，中位數$3600(表十九)。  

 

每月水電煤氣費: 

10.5%為$200 或以下，22.8%為$201-$400，33.3%為$401-$600，26.3%為$601-$800，5.3%為$801-$1000，

1.8%為$1000 或以上，中位數為$500(表二十)。 

 

4.4 日常飲食: 

兒童自己通常一日食幾餐:  64.9%食三餐(2018 年 67.9%)，35.1%食兩餐(2018 年 32.1%(表二十一)。 

 

母親通常一日食幾餐: 12.3%食三餐(2018 年 20.8%)，80.7%食兩餐(2018 年 69.8%)，7%食一餐(2018

年 9.4%) (表二十二)。 

 

兒童和母親有否遇到過情況： 59.6%吃過期食物，84.2%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26.3%因無錢開飯

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2018 年 16.7%)，45.6%每餐食少些，時常食不飽(2018 年 20.8%)，70.2%母

親不食，讓自己食飽，3.5%其他(例：買平菜和肉、普通的菜營養不夠) (表二十三)。 

   

4.5 醫療方面: 

 

兒童在生病的時候有沒有看醫生: 56.1%有(2018 年 80.8%)，43.9%沒有(2018 年 19.2%) (表二十四)。

25%看私家醫生，75%看公立醫院(表二十五)。 

 

每次花費多少錢: 46.9%免費， 12.5%為$100 或以下，9.4%為$101-$200，15.6%為$201-$300，15.6%

為$401-$500，中位數 250 元(表二十六)。 

 

如何支付：32.3 借錢，61.3%不食飯節省， 6.4%其他申請豁免(表二十七)。 

 

有病無看醫生的原因是：88.5%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11.5%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表二十八)  

，28%兒童經常有病也不敢就醫，58%有時，14%甚少(表二十九)。 

 

兒童母親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15.8%有(2018 年 19.6%)，84.2%無(2018 年 80.4%) (表三十)。 

 

若有，若有，66.7%通常看私家醫生，因為公立醫院對雙程證的費用更貴於私家，急症收$1230，

33.3%公立醫院就診(表三十一)。 

 

母親醫療每次花費多少錢: 11.1%為$0，11.1%為$200 元或以下，33.3%為 201-$400，22.2%為

$401-$600，11.1%為$800 以上(表三十二)。 

 

如何支付醫療費：44.4%借錢，33.3%不食飯節省， 22.2%其他(教會資助) (表三十三)。 

 

母親無看醫生的主要原因是： 

 

85.4%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14.6%其他原因(去葯店買葯，去深圳看) (表三十四)。 

 

兒童母親有病也不敢就醫的頻率是，36%經 常，5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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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10%甚少(表三十五)。 

 

4.6 就學方面: 

 

兒童有沒有試過沒有錢交學費/學習費/校服等基本學校要求的費用: 66.7%有，33.3%無(表三十六) 

。 

兒童自己有否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無法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課外補習:  93%有，7%無(表三十七)。 

 

兒童自己有否因為無錢買電腦/上網數據/列印等而未能交功課/上堂:  70.2%有，29.8%無(表三十

八)。 

疫情期間遇到困難: 

24.6%無電腦上堂，35.1%無上網數據，63.2%無 WIFI 令上網穩定，45.6%家中無書枱用，57.9%跟

不上老師教學程度，63.2%功課不明，無人教(表三十九)。 

 

面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兒童通常用什麽方法節省開支: 89.5%不外出活動(2018 年 81.1%)，

100%不出街食飯(2018 年 94.3%)，59.6%外出都是走路，不搭車(2018 年 66%)，19.3%拾紙皮、報

紙去賣(2018 年 13.2%)，38.6%拾廢物、舊傢俱自用(2018 年 37.7%)，82.5%不購物及添置任何物品

(2018 年 77.4%)，47.4%食少幾餐(2018 年 30.2%)，15.8 向親友借錢(2018 年 28.3%)，24.6%申請基金

(2018 年 30.2%) (表四十)。 

 

4.7 子女及母親的抑鬱指數 

 

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主要表現為情緒低落，興趣減低，悲觀，思維遲緩，缺乏主動性，

自責自罪，飲食、睡眠差，擔心自己患有各種疾病，感到全身多處不適，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

和行為。抑鬱症是精神科自殺率最高的疾病。抑鬱症發病率很高，幾乎每 7 個成年人中就有 1

個抑鬱症患者，因此它被稱為精神病學中的感冒。6    

 

受訪兒童的抑鬱指數: 只有 7%沒有抑鬱(2018 年 11.3%)，5.3%輕微抑鬱(2018 年 5.7%)，7%中度抑鬱

(2018 年 17%)，80.7%嚴重抑鬱(2018 年 66%)。(表四十一) 。 

 

受訪母親的抑鬱指數: 只有 12.8%沒有抑鬱(2018 年 3.9%)，1.8%輕微抑鬱(2018 年 3.9%)，5.3%中度

抑鬱(2018 年 2%)，82.5%嚴重抑鬱(2018 年 90.2 表四十二) 。 

 

4.8 母親沒有身份證對母親及子女的情緒及精神的影響及期望解決方法 

 
母親沒有香港身份證，對子女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80%非常影響，16%有影響，4%有少少影

響(表四十三)。 

 

兒童現時感到最困擾的是甚麼問題: 98.2%母親沒有身份證，50.9%學業成績不好，94.7%家庭貧窮。，

50.9%健康問題，77.2%母親因雙程不能參加檢測/打疫苗，15.8%其他問題(例 ：很怕被人歧視(表四

十四)。 

 
兒童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解決困擾: 100%母親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80.7%母親找到工作，54.4%可

                                                
6 http://cht.a-hospital.com/w/%E6%8A%91%E9%83%81%E7%97%87 醫學百科 

http://cht.a-hospital.com/w/%E7%B2%BE%E7%A5%9E%E7%96%BE%E7%97%85
http://cht.a-hospital.com/w/%E7%B2%BE%E7%A5%9E%E7%A7%91
http://cht.a-hospital.com/w/%E5%8F%91%E7%97%85%E7%8E%87
http://cht.a-hospital.com/w/%E7%B2%BE%E7%A5%9E%E7%97%85
http://cht.a-hospital.com/w/%E6%84%9F%E5%86%92
http://cht.a-hospital.com/w/%E6%8A%91%E9%83%81%E7%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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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習，75.4%可以有多些資源學習，82.5%探親雙程證可以享用公立醫院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

73.7%母親可以參加檢測/打疫苗，10.5%其他方法(可以通關) (表四十五)。 

 
沒有香港身份證，對兒童母親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87.7%非常影響，10.5%有影響，3.2%少少

影響(表四十六)。 

  
兒童母親現時感到最困擾的問題: 100%沒有身份證，73.7%子女學業成績不好，84.2%家庭貧窮，29.8%

子女不聽話，68.4%健康問題，71.9%因雙程不能參加檢測/打疫苗，14%其他問題(不能跨境，工作) (表

四十七)。 

 

兒童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母親解決困擾: 100%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82.5%找到工作，84.2%可以賺

錢養子女，78.9%可以有多些資源給子女學習，77.2%可以享用公立醫院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68.4%

母親可以參加檢測/打疫苗(表四十八)。 

 

疫情對兒童及家人生活影響: 33.3%家長少了就業機會，收入少了，78.9%生活及經濟壓力大了，

49.1%少了教會/志願團體/學校的堂食/資助，食物不夠，營養不良，94.7%因常困在家，水電食用

開支大了，82.5%情緒更抑鬱(47, 0.8246) (表四十九)。 
 

疫情下，兒童及家人如何克服困難: 98.2%節省開支，12.3%自己種植物，80.7%做運動強身健體，

71.9%母親食少些，52.6%做義工助人， 22.8%沒有辦法，5.3%其他方法(減少外出，買收工菜) ) (表

五十)。 
 

5. 研究分析: 

 

5.1 疫情下，分隔單親更赤貧，近9成母親及超過3成子女三餐不繼 

 

研究顯示疫情下，分隔單親因收入及支援少了，家境更貧困，近9成母親及超過3成子女三餐不繼， 

49.1%少了教會/志願團體/學校的堂食/資助，食物不夠，營養不良，可見這些家庭處於極度赤貧

及無助的狀況，較2018年無疫情時多了三餐不足及營養不良的情況。可惜政府的食物銀行不惠及

雙程探親人士，需要特別酌情。疫情下，因聚會限制，原本有接濟這些家庭的教會/志願團體的

堂食亦被禁，因而少了支援。 

 

5.2 疫情下，更多母子因經濟困難，有病不看醫生 

2018 年只有 12%兒童在生病的時候沒有看醫生，2021 年增加至 43.9%，2018 年 80.4%母親在生病

的時候有無看醫生，2021 年增加至 84.2%。絕大部份的原因是費用太貴。 

 

兒童有香港身份證，但無綜援的，即使看公家，要支付費用，申請豁免，又文件手續很繁複，加

上排隊亦很長時間，很難才輪候到公家醫院。 

 

至於母親，雙程證身份，只可以看急症，每次要$1230，根本不能負擔，所以要去看醫生的母親

都是去看民間免費的醫生為主，迫不得已才去要收費的公家或私家醫院。 

 

於 2003 年之前，雙程證探親人士可憑結婚證書或居港親人的身份證明文件，享用與香港居民相

同的醫療費用。但 2003 年人口政策新規定，港人內地來港探親親人，不可再憑香港親人身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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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醫療費的優惠，現時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已無法享用公營醫療服務，只可使用急

症，但公立急症門診收費$1230，住院收費$5100。 

 

5.3 疫情下，7成子女學習更困難 

 

疫情下，所有兒童要在家上網堂，但絕大部份分隔家庭是赤貧家庭及租住劏房，除了近 3 成學生

獲學校/志願團體提供電腦及上網支援，7 成兒童因為無錢買電腦/上網數據/列印等而未能交功課/

上堂，57.9%跟不上老師教學程度，63.2%功課不明，無人教，令母親很內疚，子女亦很無奈無助，

更跟不上學習進度。  

 

5.4 疫情下，雙程證母親被排拒於抗疫支援措施 

 

因封關，香港政府除了為雙程母親提供在港續期，以便照顧子女外，基本上，沒有為她們提供任

何抗疫支援。雙程證母親因為無香港身份證，派發口罩、檢測、打疫苗等抗疫支援均無份，很多

母親都很想有機會參與檢測及打疫苗，以保護自己及子女，可惜未能受惠於政府的抗疫支援措施。 

 

5.5 疫情下，停課及母親無證令子女精神抑鬱更嚴重，幾倍高於一般人，潛伏家庭慘劇危機 

 

本會採用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的抑鬱症量表，量度分隔對兒童及母親的精神健康，發現兒童的

抑鬱指數極高， 

 

93%的兒童有輕微至嚴重的抑鬱病症(2018年88.7%)，而且嚴重抑鬱最多，為80.7%(2018年

66%)，是一般人的指數(12.6%)的6.4倍，較2018年多了3成，89.6%的母親有輕微至嚴重的抑鬱病症，

而且嚴重抑鬱最多，為82.5%，是一般人的6.5倍，反而較2018年的略少一成。可見分隔對這單親

媽媽及孩子造成的精神壓力，非常人可以想像，而疫情下，因不能上學，似乎對子女的精神健康

影響更多。 這些媽媽及孩子都瀕臨精神崩潰，社會實在需要正視及作出協助，否則恐怕日後發

生社會慘劇，社會代價更大。現時已有一子女因而嚴重精神病，不能上學及常嘗試自殺。 

 

5.6 兒童關鍵成長期，父母缺席影響深遠，家庭團聚不能再拖 

 

父母親在兒童的成長階段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輔助兒童身心健康成長，亦是兒童成長模

仿學習的對象，缺乏父母在身邊及指導，兒童可能會出現退縮類行為、焦慮和憂慮類行為、社會

問題類行為、專注力問題類行為及攻擊類行為等問題7。現時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子女大都是自

小父親去世或離棄他們，母親因沒有香港身份證，不能經常在身邊，有些最長等候17年的，整個

成長期，都是未能團聚，已看到兒童的成長及健康都有問題，更有患上精神病。現時等待團聚的

兒童，大部份都是需要照顧及處於關鍵成長期，很小年紀已經歷生老病死，甚至家庭暴力，是嚴

重受傷的孩子，當局實在應立即批准其母親來港照顧子女。 

 

5.7 兒童的根在香港 

 

超過一半兒童在港出生，持單程來港的，亦近七成居港七年或以上，兒童的根都生了在香港，

其父親是香港人，所以法官在判決中港離婚案時，即使撫養權判了內地的母親，但子女仍要經常

居住在香港，可惜，入境政策未有配合法庭判決，批准母親居港照顧子女，而無論在港出生或單

                                                
7 ｢父母親的兒童發展信念和幼兒社會情緒行為之相關研究」，孫麗卿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幼兒教保研究

期刊 2011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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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證來港，這些兒童在內地沒有戶口，不能在內地入學，所以儘快安排其母親來港團聚，才可以

幫到這些兒童健康成長。 

 

5.8 全部已超越可團聚年期，團聚等待年期中位數9年 

 

現時中港夫妻一般分隔4年，便可以申請團聚，受訪的單親家庭，雖然有些配偶已去世，有

些已離婚，或離棄母子，但全都超越4年，近七7成更是11年或以上。 而成為單親後，母子等候

團聚的，中位數也有9年，對母子實在是漫長的折磨。 

 

5.9 子女教育缺資源，兒童學習發展現隱憂 

 

教育一向視為貧窮兒童的脫貧踏腳石，但分隔單親家庭的子女卻難以藉此脫貧。因為母親是

雙程證探親，需要每三個月回內地續期，很多時兒童因在港無人照顧，或內地公安局需要見到子

女，才會批簽證，這些子女常要陪母親回內地申請簽證，長假期必然不能在港參加學習活動，有

時甚至要向學校請假，已嚴重影響學業，再加上家庭赤貧，有 66.7%兒童試過沒有錢交學費/學習

費/校服等基本學校要求的費用，93%兒童自己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無法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課外補

習，所以這些兒童的學習情況令人擔憂，但現他們最困擾的是母親無證，其他問題也不太注重。

48%的受訪母親表示想有多些資源給子女學習，可見兒童有學習資源需要，但家庭無法支援。 

 

面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兒童較平常更要用盡方法節省開支， 89.5%不外出活動(2018

年 81.1%)，100%不出街食飯(2018 年 94.3%)，59.6%外出都是走路，不搭車(2018 年 66%)，19.3%

拾紙皮、報紙去賣(2018 年 13.2%)，38.6%拾廢物、舊傢俱自用(2018 年 37.7%)， 47.4%食少幾餐(2018

年 30.2%)等，這都是非一般小朋友會做的事情。可見這些小朋友生活在何等困苦狀態。 

 

5.10 母親身份證是母子的最大心願 

 

對於小朋友來說，通常成長期，最困擾的是學業，但98.2%這些單親家庭的子女卻表示最大

的困擾是母親沒有身份證，100%子女認為母親有身份證可以解決他們的困擾，而100%母親亦表

示最大的困擾是沒有身份證，100%認為自己有身份證可以解決她們的困擾，可見母親有沒身份

證是這些家庭的最大困擾，亦是他們的最大期盼，因為有身份證，母子不用憂心分隔，不用多花

錢續證，子女不用請假回內地陪母親續期，可以專注學業，可以有錢補習、參加活動，母親可以

工作，可以養家等，可見母親對家庭的發展實在很深遠。 

 

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當你爲一名婦女充權，就等於一個家庭充權。當你爲一名婦女

充權，你就改變了世界。」尤其是對於這些在港孤兒的子女，內地的母親是他們的唯一親人及照

顧者，所以母親是否有資源、在香港是否有身份證，很影響母親對孩子的協助，如果母親不能居

港，這些孩子將會成為真正的孤兒，政府需要另外提供兒童之家或寄養家庭服務，既花資源又效

果不及親媽媽的無價親情可貴及有效。 

 

5.11 母親正值勞動力年齡，及早團聚，及早投入勞動市場 

 

100%受訪媽媽均是正值勞動力的年齡，除了照顧子女，她們很想工作以脫貧，可惜等待多年

仍未有結果，根據單程證政策，她們如在內地沒有其他子女，等到60歲，香港子女又已是成年人，

她們可以依年老無依靠父母類別申請來港與子女團聚，可是，這些婦女這段時間，最需要香港身

份證，因為她們的子女在此時此刻尚年幼，需要媽媽的照顧，而且她們現時尚年輕，可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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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幫助子女脫貧，到年老時才批准來港，媽媽及子女長期處於精神抑鬱、家庭赤貧的狀況，恐

怕老來才團聚，大家都有問題，幫助來得太遲。而事實上，有婦女因長期奔波兩地，貧病交加，，

終於病逝，留下9歲女兒，成了孤兒，入住了兒童之家。 

 

5.12 疫情下，赤貧分隔單親家庭自強不息 

 

疫情對兒童及家人生活影響很大，有 3 成多母親原每日往內地兼職工作，因封關不能工作，

收入少了，開支大了，一家營養不良及情緒更抑鬱。但一家人齊心克服困難: 98.2%節省開支，12.3%

自己種植物，80.7%做運動強身健體，71.9%母親食少些，更有 52.6%做義工助人， 只有 22.8%表

示沒有辦法，可見這些家庭非常上進及自強不息。 
6. 建議 

 

家庭團聚是不容剝奪的天賦人權，中港政府亦簽署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公民及

政治權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面對這群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的多次求助，依照國際人權公約，

中港政府均有責任「以積極的人道主義態度協助其家庭團聚的申請」及維護兒童權益。而這些孩

子是香港的未來棟樑，中港政府應及早作出支援，以助健康成長，日後貢獻社會，本會建議中港

政府立即跟進以下政策:  

 

1. 中港政府應加速安排香港單親子女的內地媽媽酌情批准單程證來港定居照顧子女。 

2 香港政府應立即聯絡內地中央公安部商討在政策上撥單程證名額安排中港單親媽媽來港定居

照顧子女，及給予香港政府，內地申請輪候來港團聚人士的資料及入境審批權。 

3.現時每日 150 個中港家庭團聚單程證名額因內地子女出生數目減少，平均只用約 125 個，應將

這些剩餘名額撥予香港爸爸已去世或被香港父親離棄的香港子女的內地母親來港定居照顧這些

小朋友。 

4.一年多簽探親政策應惠及子女為香港居民的單親父/母或再婚單親。 

5. 香港政府應行使酌情權，批准特殊困難的母親身份證留港照顧子女。雙程證來港，如有需要

可以在港續期。 

6. 恢復 2003 年之前的優惠政策，內地來港照顧家人的雙程證人士可享用與香港居民相同的醫療

費用 

7. 社署的服務及食物銀行服務應涵蓋中港單親家庭雙程證家長。 

8.應成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協調申請、監督審批、處理投訴，保障婦孺權益。 

9.關愛應在經濟上及子女教育資源上，為這些子女提供特別資助 

10.疫情下，所有人齊心抗疫是很重要的，政府的檢測、疫苗等抗疫支援措施，應惠及探親雙程

證人士，以保障雙程證人士、其子女及整體社會。 

11. 社署家庭服務中心應為雙程證母親及其子女提供情緒輔導。 

12. 抗疫措施應儘量避免停課，以免影響貧窮兒童的身心健康及學習進度，以免拉闊貧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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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圖表 

 

表一: 受訪兒童年齡分佈 

年齡 回應 百份比 

8-12 歲 21 36.8% 

13-17 歲 23 40.4% 

18 歲或以上 13 22.8% 

合共: 57 100.0% 

    注: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歲數定義為十八歲以下。 

  

表二: 受訪兒童就讀年級分佈 

就讀年級 回應 百份比 

小學 22 38.6% 

中學 26 45.6% 

大專/大學生 8 14.0% 

未有提供 1 1.8% 

合共: 57 100.0% 

 

表三: 受訪兒童出生地 

選項 回應 百份比 

香港 33 57.9% 

中國內地 24 42.1% 

合共： 57 100.0% 

 

表四: 受訪兒童批准來港年期 

來港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3 12.5% 

4-6 年 3 12.5% 

7-9 年 9 37.5% 

10 年或以上 8 33.3% 

未有提供 1 4.2% 

合共: 2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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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受訪家長年齡 

年齡 回應 百份比 

36-40 歲 8 14% 

41-45 歲 24 42.1% 

46-50 歲 19 33.3% 

51-55 歲 5 8.8% 

56-60 歲 1 1.8% 

合共: 57 100.0% 

 

 

 

表六: 香港父親的狀況 

香港父親狀況 回應 百份比 

去世 10 17.5% 

離棄子女，但有給贍養費 13 22.8% 

離棄子女，沒有聯絡/不知所踪 34 59.6% 

合共： 57 100.0% 

 

表七: 香港父親去世年期 

去世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4 40.0% 

7-9 年 1 10.0% 

10 年或以上 5 50.0% 

合共: 10 100.0% 

 

表八: 香港父親離棄子女，但有給贍養費年期 

離棄子女，但有給贍養費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2 15.4% 

4-6 年 2 15.4% 

7-9 年 1 7.7% 

10 年或以上 8 61.5% 

合共: 13 100.0% 

 

表九: 香港父親離棄子女，沒有聯絡/不知所踪年期 

沒有聯絡/不知所踪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4 11.8% 

4-6 年 5 14.7% 

7-9 年 8 23.5% 

10 年或以上 17 50.0% 

合共: 34 100.0% 

 

表十: 內地母親持有證件狀況 

持有證件狀況 回應 百份比 

一年多簽 30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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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旅行證 2 3.5% 

三個月探親證 25 43.9% 

合共： 57 100.0% 

表十一: 內地母親來港照顧子女年期 

內地母親來港照顧子女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8 14.0% 

4-6 年 8 14.0% 

7-9 年 15 26.3% 

10 年或以上 26 45.6% 

合共: 57 100.0% 

中位數: 9 年   

表十二: 內地母親單程證審批情況 

內地母親單程證審批情況 回應 百份比 

內地不接申請 42 73.7% 

已遞交申請 9 15.8% 

曾獲批出證被取消，現申請被拒絕 6 10.5% 

合共: 57 100.0% 

 

表十三: 父母親結婚年期 

父母親結婚年期 回應 百份比 

8-10 年 5 18.5% 

11-15 年 12 44.5% 

16 年或以上 10 37% 

合共: 27 100.0% 

中位數 13 年   

 

表十四: 受訪兒童和母親等待團聚年期 

受訪兒童和母親等待團聚年期 回應 百份比 

3 年或以下 12 21.1% 

4-6 年 2 3.5% 

7-9 年 11 19.3% 

10 年或以上 32 56.1% 

合共: 57 100.0% 

中位數: 10 年   

 

表十五: 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可選多項) 

主要收入來源 回應 百份比 

綜援金 40 55.6% 

親友援助 8 11.1% 

贍養費 7 9.7% 

無收入 6 8.3% 

母親在內地工作收入 3 4.2% 

母親以往儲蓄 2 2.8% 

其他(例：學資處借貸) 6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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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家庭每月收入 

家庭每月收入 回應 百份比 

$3000 或以下 9 15.8% 

$3001 至$5000 8 14.0% 

$5001 至$10000 39 68.4% 

$10001 或以上 1 1.8% 

合共: 57 100.0% 

中位數:$5720   

 

 

 

表十七: 現居單位類型 

單位類型 回應 百份比 

租住套房 24 42.1% 

租住板間房/梗房 17 29.8% 

寄居親友 6 10.5% 

租住一個單位 4 7.0% 

天臺屋 2 3.5% 

租住公屋 1 1.8% 

寄養家庭 1 1.8% 

其他(例：合租、山邊鐵皮屋) 2 3.5% 

合共: 57 100.0% 

 

表十八: 現居單位面積 

單位類型 回應 百份比 

100 呎或以下 35 61.4% 

101-150 呎 6 10.5% 

151-200 呎 9 15.8% 

201-400 呎 7 12.3% 

合共: 57 100.0% 

 

表十九: 現居單位租金(不含水電) 

租金 回應 百份比 

$1000 或以下 6 10.5% 

$1001-$1999 2 3.5% 

$2000-$2999 10 17.5% 

$3000-$3999 18 31.6% 

$4000-$4999 17 29.8% 

$5000-$5999 4 7.0% 

合共: 57 100.0% 

 

表二十: 現居單位每月水電煤氣費 

水電煤氣費 回應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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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或以下 6 10.5% 

$201-$400 13 22.8% 

$401-$600 19 33.3% 

$601-$800 15 26.3% 

$801-$1000 3 5.3% 

$1001 或以上 1 1.8% 

合共: 57 100.0% 

平均數: 533 元   

 

 

 

表二十一: 受訪兒童通常一日餐數 

受訪兒童通常一日餐數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兩餐 20 67.9% 35.1% 

三餐 37 32.1% 64.9% 

合共: 57 100% 100.0% 

 

表二十二: 母親通常一日餐數 

母親通常一日食餐數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一餐 4 9.4% 7.0% 

兩餐 46 69.8% 80.7% 

三餐 7 20.8% 12.3% 

合共: 57 100% 100.0% 

 

表二十三: 受訪兒童和母親有否遇到過以下情況 (可選多項) 

遇到過以下情況 回應 2018 年

百份比 

2021 年

百份比 

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 48 83.3% 84.2% 

母親不食，讓自己食飽 40 70.8% 70.2% 

吃過期食物 34 56.3% 59.6% 

每餐食少些 26 20.8% 45.6% 

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 15 16.7% 26.3% 

其他(例：買平菜和肉、普通的菜營養不夠) 2  3.5% 

 

表二十四: 受訪兒童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有無看醫生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有 32 80.8% 56.1% 

沒有 25 19.2% 43.9% 

合共: 57 100% 100.0% 

 

表二十五: 若有看醫生，則通常看 

有看醫生，通常看 回應 百份比 

私家醫生 8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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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 24 75.0% 

合共: 32 100.0% 

 

表二十六: 每次花費多少錢 

花費 回應 百份比 

$0 15 46.9% 

$1-$100 4 12.5% 

$101-$200 3 9.4% 

$201-$300 5 15.6% 

$301-$400 0 0% 

$401-$500 5 15.6% 

合共: 32 100.0% 

表二十七: 如何支付(可選多項) 

如何支付 回應 百份比 

不食飯節省 19 40.6% 

借錢 10 18.8% 

其他(例：申請豁免) 2 6.3% 

沒有提供 11 34.4% 

 

表二十八: 若無，則主要原因是 (可選多項) 

主要原因 回應 百份比 

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 23 92% 

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 2 8% 

合共 25  

 

表二十九: 受訪兒童有病也不敢就醫的頻率是 

不敢就醫的頻率 回應 百份比 

經常 14 28% 

有時 29 58% 

甚少 7 14% 

合共: 50 100.0% 

 

表三十: 受訪兒童母親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有無看醫生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有 9 19.6% 15.8% 

沒有 48 80.4% 84.2% 

合共: 57 100% 100.0% 

 

表三十一: 若有，受訪兒童母親則通常看 

有看醫生，通常看 回應 百份比 

私家醫生 6 66.7% 

公立醫院 3 33.3% 

合共: 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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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 受訪兒童母親在生病的時候每次花費 

花費 回應 百份比 

$0 1 11.1% 

$1 - $200 1 11.1% 

$201 - $400 3 33.3% 

$401 - $600 2 22.2% 

$601 - $800 0 0% 

$800 以上 1 11.1% 

其他(不一定) 1 11.1% 

合共: 9 100.0% 

 

 

表三十三: 受訪兒童母親在生病的時候如何支付  

如何支付 回應 百份比 

借錢 4 44.4% 

不食飯節省 3 33.3% 

其他(教會資助) 2 22.2% 

合共: 9 100.0% 

 

表三十四: 若無，則主要原因是 (可選多項) 

主要原因 回應 百份比 

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 41 85.4% 

其他(例：去深圳看、去葯店買葯) 7 14.6% 

合共: 48 100.0% 

 

表三十五:  受訪兒童母親有病也不敢就醫的頻率是 

不敢就醫的頻率 回應 百份比 

經常 18 36% 

有時 27 54% 

甚少 5 10% 

合共: 50 100.0% 

 

表三十六: 有沒有試過沒有錢交學費/學習費/校服等基本學校要求的費用 

有沒有試過 回應 百份比 

有 38 66.7% 

沒有 19 33.3% 

合共: 57 100.0% 

 

表三十七: 有沒有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無法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課外補習 

有沒有試過 回應 百份比 

有 53 93.0% 

沒有 4 7.0% 

合共: 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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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八: 有沒有因為無錢買電腦/上網數據/列印等而未能交功課/上堂 

有沒有試過 回應 百份比 

有 40 70.2% 

沒有 17 29.8% 

合共: 57 100.0% 

 

 

 

 

 

 

表三十九: 疫情期間遇到甚麼困難? (可選多項) 

疫情期間遇到困難 回應 百份比 

無 WIFI 令上網穩定 35 63.2% 

功課不明，無人教 41 63.2% 

跟不上老師教學程度 20 57.9% 

家中無書枱用 7 45.6% 

無上網數據 50 35.1% 

無電腦上堂 43 24.6% 

其他 43 1.8% 

 

表四十: 面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通常節省開支方法 (可選多項) 

節省開支方法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不出街食飯 57 94.3% 100% 

不外出活動 51 81.1% 89.5% 

不購物及添置任何物品 47 77.4% 82.5% 

外出都是走路 34 66.0% 59.6% 

食少幾餐 27 30.2% 47.4% 

拾廢物、舊傢俱自用 22 37.7% 38.6% 

申請基金 14 30.2% 24.6% 

拾紙皮、報紙去賣 11 13.2% 19.3% 

親友借錢 9 28.3% 15.8% 

 

表四十一: 受訪兒童的抑鬱指數 

情緒指數 回應 2018 年百

份比 

2021 年百

份比 

本港一般人的百分比 

沒有抑鬱 4 11.3% 7.0% 41.3% 

輕微抑鬱 3 5.7% 5.3% 19.7% 

中度抑鬱 4 17% 7.0% 23.7% 

嚴重抑鬱 46 66% 80.7% 12.6% 

合共: 57 100% 100.0% 100% 

 

表四十二:母親的抑鬱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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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指數 回應 2018 年百份比 2021 年百份比 本港一般人

的百分比 

本港女性

的百分比 

沒有抑鬱 6 3.9% 12.8% 41.3% 39.4% 

輕微抑鬱 1 3.9% 1.8% 19.7% 18.9% 

中度抑鬱 3 2% 5.3% 23.7% 24.1% 

嚴重抑鬱 47 90.2% 82.5% 12.6% 14.7% 

合共: 57 100% 100.0% 2.8% 2.8% 

 

 

 

 

 

表四十三: 母親沒有香港身份證，對受訪兒童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有多大影響 回應 百份比 

非常影響 40 80% 

有影響 8 16% 

少少影響 2 4% 

合共: 50 100.0% 

 

表四十四: 受訪兒童現時有何困擾問題 (可選多項) 

困擾問題 回應 百份比 

母親沒有身份證 56 98.2% 

家庭貧窮 54 94.7% 

母親因雙程不能參加檢

測/打疫苗 44 77.2% 

學業成績不好 29 50.9% 

健康問題 29 50.9% 

其他(例 ：很怕被人歧視) 9 15.8% 

 

 

 

表四十五: 受訪兒童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助解決困擾 (可選多項) 

可以幫助解決困擾方法 回應 百份比 

母親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 57 100.0% 

探親雙程證可以享用公立醫院

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 47 82.5% 

母親找到工作 46 80.7% 

可以有多些資源學習 43 75.4% 

母親可以參加檢測/打疫苗 42 73.7% 

可以補習 31 54.4% 

其他(例 ：可以通關) 6 10.5% 

 

 

表四十六: 沒有香港身份證，對受訪兒童母親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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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影響 回應 百份比 

非常影響 50 87.7% 

有影響 6 10.5% 

少少影響 1 3.2% 

合共: 57 100.0% 

 

 

 

 

 

 

 

表四十七: 受訪兒童母親現時感到困擾的是甚麼問題 (可選多項) 

困擾問題 回應 百份比 

沒有身份證 57 100.0% 

家庭貧窮 48 84.2% 

子女學業成績 42 73.7% 

因雙程不能參加檢測/打疫苗 41 71.9% 

健康問題 39 68.4% 

子女不聽話 17 29.8% 

其他(例 ：不能工作、跨境) 8 14.0% 

 

表四十八: 受訪兒童母親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助解決困擾 (可選多項) 

可以幫助解決困擾 回應 百份比 

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 57 100.0% 

可以賺錢養子女 48 84.2% 

找到工作 47 82.5% 

可以有多些資源給子女學習 45 78.9% 

探親雙程證可以享用公立醫院

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 44 77.2% 

母親可以參加檢測/打疫苗 39 68.4% 

其他(例 ：可以通關) 1 1.8% 

 

表四十九: 疫情對受訪兒童及家人生活影響 (可選多項) 

生活影響 回應 百份比 

因常困在家，水電食用開支大了 54 94.7% 

情緒更抑鬱 47 82.5% 

生活及經濟壓力大了 45 78.9% 

少了教會/志願團體/學校的堂食/資助，食物不

夠，營養不良 28 49.1% 

家長少了就業機會，收入少了 19 33.3% 

 

 

表五十: 疫情下，受訪兒童一家如何克服困難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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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困難 回應 百份比 

節省開支 56 98.2% 

做運動強身健體 46 80.7% 

母親食少些 41 71.9% 

做義工助人 30 52.6% 

沒有辦法 13 22.8% 

自己種植物 7 12.3% 

其他(例 ：買收工菜、減少外出) 3 5.3% 

 

 

 

 

附表 

 

附表一: 中港婚姻登記數字:  

 新郎

新娘

均為

香港

人 

新郎為香港人而

新娘為內地人 

新娘為香港人而新郎

為內地人 

中港

婚姻

總計 

新郎

為香

港人

而新

娘為

內地

人佔

中港

婚姻

的比

例 

港人

及中

港婚

姻總

計 

中港

婚姻

佔港

人及

中港

婚姻 

 

在香

港登

記的

所有

婚姻

類別

總計 

 在香

港登

記 

獲發「無

結婚 紀

錄證明

書」，在

內地登

記 

在香

港登

記 

獲發「無結婚 

紀錄證明

書」，在內地

登記* 

1987          48561 

1988          47168 

1989          43947 

1990          47168 

1991 36126 590 20630 90 1300 22610 93.85% 58736 38.49% 42568 

1992          45702 

1993          41681 

1996 31143 2215 22349 269 1552 26385 93.10% 57528 45.86% 37045 

1997          37593 

1998          31673 

1999  3054 14752 369 1118     31287 

2001 24176 5169 13211 723 1636 20739 88.63% 44915 46.17% 32828 

2002 20713 7724 10127 977 1394 20222 88.28% 40935 49.40% 32070 

2003 21441 10185 7501 1324 1083 20093 88.02% 41534 48.38% 35439 

2004 23853 13126 7842 1888 1504 24360 86.08% 48213 50.53% 41376 

2005 21102 16775 8094 2726 2193 29788 83.49% 50890 58.53% 43018 

2006 25682 18182 9963 3406 3077 34628 81.28% 60310 57.42% 50328 

2007 25280 15978 5910 2490 1825 26203 83.53% 51483 50.90% 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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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6697 14206 4797 2409 1539 22951 82.80% 49648 46.23% 47331 

2009 31227 13751 4394 2599 1595 22339 81.23% 53566 41.70% 51175 

2010 27534 15400 3791 3259 1577 24027 79.87% 51561 46.60% 52558 

2011 30903 16506 3806 4129 1738 26179 77.59% 57082 45.86% 58369 

2012 32523 16930 3691 4930 1987 27538 74.88% 60061 45.85% 60459 

2013 28837 15737 3429 5293 2151 26610 72.03% 55447 47.99% 55274 

2014  15266 3379 5432 2253 26330    56454 

2015  13123 3031 4830 2306 23290    51609 

 *由於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聲稱作為在 中國內地申請結婚之用）人士最後未必結婚,以上的總計

數字只是結婚總數的一個粗略指標。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productCode=B1010003 

政府統計年刊 2016年及香港統計月刊，專題文章，｢1991 年至 2013 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2015 年 1

月 

附表二: 1977 年至 2021 年內地新移民定居香港數目 

  年  份   人  數 年份 人數 

     1977        6,600  1999  54,625 

     1978       28,100  2000  57,530 

     1979      107,700  2001  53,655 

     1980       69,500  2002  45,234  

     1981       54,000  2003  53,507  

     1982       54,000  2004  38,072  

     1983       27,000  2005  55,106  

     1984       27,700   2006  54,170  

     1985       27,300  2007  33,871  

     1986       27,100  2008  41,610  

     1987       27,300  2009 48587 

     1988       28,000  2010 42624 

     1989       27,300  2011 43379 

   1990       27,976  2012 54646 

   1991       26,782  2013 45031 

   1992       28,366  2014 40496 

1993      32,909 2015 38338 

1994      38,218 2016 57387 

1995      45,986 2017 46,971 

1996 61,179  2018 42331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productCode=B1010003政府統計年刊2016
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productCode=B1010003政府統計年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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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50,287  2019 39060 

1998 56,039  2020 10134 

民政事務署季度報告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0032013AN13B0100.pdf 

 

 

 

 

 

 

 

問卷編號：ˍˍˍˍ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疫情對中港分隔單親家庭的影響問卷調查 

A. 家庭基本資料 

1.兒童/子女姓名:___________2. 兒童/子女年齡:_________________ 3.兒童/子女就讀年級/學歷: □

幼稚園 □小學 □中學□大學  □未上學  

4.是否香港出生: □是  □否(批准來港年期 _____年) 

5.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家長年齡:__________家長電話:________________ 

6.香港父親狀況: □去世(____年)  □離棄子女，沒有聯絡/不知所踪(____年)    □離棄子女，但

有給贍養費(____年)   

7,內地母親狀況: □一年多簽  □三個月探親證  □十四日探親證  □七日旅行證 

8. 內地母親來港照顧子女多少年:         年                        

9. 內地母親單程證審批情況：□內地不接申請  □已遞交申請  □曾獲批出證被取消，現申請被

拒絕 

10. 父母結婚了多少年?___________年      □未有註冊 

11. 你和母親等待了團聚等了多少年?        年 

11A. 你現時家庭總人數____ 

 

B. 經濟及生活狀況 

12．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可選多項) 

□綜援金 $                □母親以往儲蓄 $             □母親在內地工作收入 

□親友援助$                 □贍養費      □無收入           □其他                 

12A. 你現時家庭的總收入: $__________(包括綜援，如有) 

 

13．住房情況： 

□租住套房   □租住板間房/梗房   □租住籠屋/床位  □租住一個單位        □寄

居親友  □天臺屋   □政府兒童之家  □寄養家庭  □在內地租住 □自置物業 □租住公屋  

□臨時免費宿舍   □其他                            

14. 現居單位面積：_________ 呎(一張 2 呎半的單人床 15 呎)  

15. 現居單位租金：$         （不含水電）每月水電煤氣費$         

   16．日常飲食: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survey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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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 自己通常一日食幾餐    □三餐 □兩餐 □一餐 

16b. 母親通常一日食幾餐    □三餐 □兩餐 □一餐 

16c. 你和母親有否遇到過以下情況：(可選多項) 

 □吃過期食物 

 □領取免費發放的食物 

 □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身體虛弱 

 □每餐食少些，時常食不飽 

 □母親不食，讓自己食飽 

  □其他                             

17．醫療方面: 

17a. 你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有 □無 

17b. 若有，則通常看    □私家醫生 □公立醫院         每次花費多少錢$           

 如何支付：□借錢 □欠交 □不食飯節省 □其他              

17c. 若無，則主要原因是： 

 □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你有病也不敢就醫的頻率是 □經常  □有時  □甚少） 

  □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 

 其他                             

 

18.你母親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有 □無 

a. 若有，則通常看    □私家醫生 □公立醫院         b.每次花費多少錢$           

 如何支付：□借錢 □欠交 □不食飯節省 □其他              

c. 若無，則主要原因是： 

 □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你母親有病也不敢就醫的頻率是 □經常  □有時  □甚少） 

 □要照顧你，沒有時間看醫生 

 □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 

19．就學方面: 

19a.有沒有試過沒有錢交學費/學習費/校服等基本學校要求的費用?    □有 □無 

   19b.自己有否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無法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課外補習    □有 □無 

   19C.自己因為無錢買電腦/上網數據/列印等而未能交功課/上堂?  □有 □無 

  19D.疫情期間遇到甚麼困難? (可選多項) 

□無電腦上堂 

    □無上網數據 

    □無 WIFI 令上網穩定 

□家中無書枱用 

□跟不上老師教學程度 

□功課不明，無人教 

 

20.面對當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你通常用什麽方法節省開支(可選多項) 

    □不外出活動 

    □不出街食飯 

    □外出都是走路，不搭車 

□拾紙皮、报纸去賣 

□拾廢物、舊傢俱自用 

□不購物及添置任何物品 

□食少幾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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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親友借錢 

□申請基金 

    □其他                             

 

 

21.子女情緒探熱站(請每行√一個選擇)，由子女做(一人一份) 

指示：在過去一星期內，以下感

受、行為有多經常出現？ 

從未出現(0

分) 

很少出現 

(少於一天)(1

分) 

間中出現 

(持續一至兩

天)(2 分) 

間歇性出現 

(持續三至四

天)(3 分) 

經常出現 

(持續五至七

天)(4 分) 

1. 我被一些平時不會困擾我的事

情困擾。 

     

2. 我不想吃東西，我的胃口很差。      

3. 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幫忙，我仍

然感到憂慮。 

     

4. 我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      

5. 我難以集中精神工作。      

6. 我感到抑鬱。      

7. 我感到做每件事都很吃力。      

8. 我對將來沒有希望。      

9. 我覺得自己一生很失敗。      

10. 我感到恐懼。      

11. 我不能安忱。      

12. 我不快樂。      

13. 我比平時少說話。      

14. 我覺得孤獨。      

15. 我覺得別人不友善。      

16. 我不享受生活。      

17. 我會突然哭泣一段時間。      

18. 我感到情緒低落。      

19. 我覺得別人不喜歡我。      

20. 我做事提不起勁。      

總分(不用填)  

 CES-D scale 
 

 

22.家長情緒探熱站(請每行√一個選擇)，由家長做 

指示：在過去一星期內，以下感

受、行為有多經常出現？ 

從未出現(0

分) 

很少出現 

(少於一天)(1

分) 

間中出現 

(持續一至兩

天)(2 分) 

間歇性出現 

(持續三至四

天)(3 分) 

經常出現 

(持續五至七

天)(4 分) 

1. 我被一些平時不會困擾我的事

情困擾。 

     

2. 我不想吃東西，我的胃口很差。      

3. 即使有家人和朋友的幫忙，我仍

然感到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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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      

5. 我難以集中精神工作。      

6. 我感到抑鬱。      

7. 我感到做每件事都很吃力。      

8. 我對將來沒有希望。      

9. 我覺得自己一生很失敗。      

10. 我感到恐懼。      

11. 我不能安忱。      

12. 我不快樂。      

13. 我比平時少說話。      

14. 我覺得孤獨。      

15. 我覺得別人不友善。      

16. 我不享受生活。      

17. 我會突然哭泣一段時間。      

18. 我感到情緒低落。      

19. 我覺得別人不喜歡我。      

20. 我做事提不起勁。      

總分(不用填)  

23. 母親沒有香港身份證，對你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非常影響 □有影響  □少少影響                      

□沒有影響 

24. 現時感到有何困擾問題?(可選多項) □母親沒有身份證 □學業成績不好 □家庭貧窮 □健

康問題 □母親因雙程不能參加檢測/打疫苗  □其他:__________ 

 

25.你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你解決你的困擾?(可選多項) 

□母親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 □母親找到工作  □可以補習 □可以有多些資源學習 □探親雙程

證可以享用公立醫院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 □母親可以參加檢測/打疫苗  □其他:_____ 

 

26.沒有香港身份證，對你母親的情緒及精神有多大影響? □非常影響 □有影響  □少少影響  

□沒有影響 

27.你母親現時有何困擾問題? (可選多項) □沒有身份證 □子女學業成績不好 □家庭貧窮 □子

女不聽話 □健康問題  □因雙程不能參加檢測/打疫苗  □其他:__________.  

 

28. 你認為甚麼方法可以幫你母親解決困擾?(可選多項) 

□批准單程證及身份證 □找到工作  □可以賺錢養子女 □可以有多些資源給子女學習  

□探親雙程證可以享用公立醫院服務以港人價錢治病  □母親可以參加檢測 /打疫苗  □其

他:_______ 

 

29. 疫情對你及家人有何生活影響? (可選多項) 

□家長少了就業機會，收入少了   □生活及經濟壓力大了 □少了教會/志願團體/學校的堂食/

資助，食物不夠，營養不良  □因常困在家，水電食用開支大了  □情緒更抑鬱  □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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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疫情下，你一家如何克服困難? (可選多項) 

□節省開支  □自己種植物 □母親食少些  □做運動強身健體  □做義工助人  □沒有辦法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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