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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長期封關無人道  家庭悲慘被分隔 

至親危病盼見面  恐未見最後一面 

國際家庭日--- 疫情下基層通關需求及意見研究發佈會新聞稿 

1. 前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基層市民在國際家庭日公佈最新「疫情下基層通關需求及意見研究報告」，

反映疫症下中港內地封關，不少基層家庭因隔離時間漫長及經濟困難，未能往返，親人被逼分隔兩

地、影響審批單程證、失去工作、至親去世，未能奔喪等，造成一生遺憾，故要求當局盡快恢復有

序通關，除設有商務名額之外，亦應開放一定比例名額予非公務及特殊緊急需要人士，以人道立場

體恤基層。 

 

2. 調查背景 

2.1 疫情下貧窮加劇 

    新冠肺炎肆虐兩年多，疫症爆發及政府採取相關嚴防限制措施，難免有損各行各業，餐飲、零

售、旅遊及建造業等打擊最大，失業率創新高、經濟陷入衰退，迄今為止失業及開工不足人數多達

188,500 (5%)及 117,000 人(3.1%)1，較早前呈上升趨勢，而基層多為受影響一群。疫情加據貧富懸殊、

社會不平等，對基層帶來嚴重衡擊。按政府扶貧委員會 2021 年發佈《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本港最新貧窮人口達 165.3 萬，貧窮率達 23.6%(政策介入前)，較前年增加 16.2 萬人2，打破貧窮情況

最高紀錄。政府未介入前，有新移民成員的家庭貧窮人口有 78,900，貧窮率亦由 35.1%增至 37.9%，

比整體情況更高(23.6%)，顯然較受疫情影響，經濟負擔沉重。 

 

2.2 控制疫情中港封關兩年多 

 

中港政府因應疫情發展，兩地政府自 2020 年 2 月開始先後推出多項出入境管制措施以控制疫
情，估計受影響港人的包括: 約十萬需要往來中港工作及居住、過百萬有親友在內地、近十萬中港
婚姻家庭，過萬需要內地材料過境開工、近三萬跨境學童等。香港 2020 年 11 月 23 日取消部份港人
返回本港後需隔離 14 日的政策，其後於 2021 年 4 月 27 日起推出「回港易」計劃，容讓身處中國內
地或澳門回港的香港居民，回港後免受 14 日強制檢疫3，然而，由於粵港澳三地政府一直仍未就通
關安排達成共識，香港居民或港人在港的內地家屬回內地仍未有相應免強制檢疫的措施。 

 

2.3 免檢疫通關因疫情煞停 

    疫症蔓延至今兩年多，中港出入境管制措施仍未放寬。早前，香港控疫有效，持續清零，與中

央積極相討通關免檢疫安排，首階段以配額制形式展開，循序漸進，即優先處理商務往來，未提及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17/3/202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03/17/P2022031700397.htm 
2扶貧委員會(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461&pcode=B9XX0005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回港易計劃 
return2hk.gov.hk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461&pcode=B9XX0005
https://www.return2hk.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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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需要人士如何處理。但第五波疫情突然來襲，香港陷入窘迫，政府忙於防疫，惟有押後通關

工作。大部份基層的親人都在內地，疫症封關良久，對基層家庭更影響甚遠。生離死別，無不能見

面，令基層家庭很痛苦。 

 

3. 調查目的 

   為了解基層在疫情下對通關的需求及意見，本會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進行調查，共訪

問了 467 名基層，以了解基層的通關需求及意見、面對的困難及影響，並且就基層通關提出改善建

議。調查透過網上問卷形式，主要以量性分析。 

 

4. 調查發現及分析 

調查共訪問了467名基層市民 

4.1 基層親人多在內地，八成為老人 

調查發現，基層家庭的親人多在內地，包括: 83.5%父母、18.6%子女及 15.8%配偶，反映基層家

庭支援網絡多集中在國內，而香港網絡支援較鬆散及薄弱。新冠疫症前，基層可自由來回中港兩地，

免檢疫下定期回鄉探望及照顧年老父母，陪同覆診，能見一面得一面。疫情前，37.3%基層表示有內

地家人會協助照顧家庭及小朋友。有不少內地老人以探親證來港，幫忙看顧年幼子孫，分擔照顧壓

力。這特別有助雙職及單親家庭釋放勞動力，讓基層安心出外工作，改善經濟。疫症封關，須隔離

14+7 日，未能負擔檢疫費用，只有 9.2%受訪者表示有內地家人來港幫忙，70%表示缺乏家人支援、

覺得孤單、孤獨。疫情封關兩年多，基層僅有的家庭支援網絡漸瓦解，既失去國內家人來港協助，

亦要常常擔心老人身體情況，未能盡孝，憂慮不已。 

 

4.2 單程證來港人數大減近七成，封關阻家庭團聚 

    疫情前，中港婚姻夫婦可以在等候單程證期間，以雙程證探親，免檢疫來港團聚，照顧家庭及

子女。因封關，有基層未能自由出入兩地， 18.4%不能即時回中國內地簽單程證、處理文件、影響

簽證審批進度，造成家庭拆散，不能團聚。受疫情及收緊中港出入境管制影響，2020-2021 年單程證

大幅減少近七成。這兩年，每年平均逾 14,026 人，即每日 38 人以單程證來港。這都反映封關下拖慢

來港家庭團聚時間，不利新移民適應及融入香港。 

 

4.3 家人被逼分隔，爭執頻繁 

家庭是組成為社會及國家的基本單位，故要建立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和諧家庭，有利社會發展。

但研究發現，50.1%一家被逼分隔兩地、21.0%未能照顧子女、夫妻及子女長時間分隔異地，46.9%與

家人關係變差、爭執增加、29.6%缺乏父/母照顧、不利小朋友成長及 12.2%感情轉差、考慮離婚，分

隔確實減少雙方溝通交流，磨擦自然大增，有損促進家庭和睦及子女成長發展。因此，政府應同時

兼顧家庭團聚需要，盡快安排有序通關。 

 

4.4 學童未能回港，不利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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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跨境學童及已批單程證但未來港的學童，受中港檢疫措施所限，9.9%學童未能回港返學，

影響學習。因家中無人照顧子女，且疫情下基層經濟收入大減，經常出現開工不足及失業情況。面

對檢疫時間漫長及昂貴隔離費用，基層擔心回港後未能上班，未有即時安排子女來港就讀及有如以

往每天從內地跨境來港上課。有的家庭只能留子女在香港親友家中或返回內地，或以網課形式上學，

更甚被逼停課。內地學童遲來港讀書，升讀大學比率愈低，而且網課缺乏師生及同學互動，學習效

率下降，不利其社交及學習，阻礙成長，甚至向上流動。 

 

4.5 內地親人有事，未能照顧 

自疫情爆發，84.8%基層沒有與中國內地親人親身會面方面，沒有親身會面時間中位數為 22 個

月。70.9 表示親人患病/有事，未能照顧幫忙、50.1%一家被逼分隔兩地、21.0%未能照顧子女及 17.6%

親人去世，未能奔喪盡孝。中國傳統著儒家孝道，百行以孝為先，當未能前往內地照顧家人時，令

在港親人掛念、擔心、憂慮、傷心、悔疚等，尤其親人重病或離世，未能前往奔喪及見最後一面，

子欲養而親不在，留下一生內疚、自我斥責及遺憾。疫情雖無情，即使未能達至完全通關情況下，

政府亦應以人道立場，適時酌情給予緊急需要人士免隔離。 

 

4.6 基層受通關影響，貧者愈貧 

不少基層需跨境工作及生活，有的任職跨境司機、代購、中港兩邊工作生活，以香港工資支付

國內居住生活開支。疫情下，基層工作更不穩定，容易受政府推行的嚴防政策沖擊，失業率及開工

不足創新高。研究中，19.5%未能出外工作、收入減少、開工不足，50.7%家庭總收入較疫情前減少，

減少至 1-25%及 26-50%分別有 23.3%及 19.9%，7.5%是減至 50%或以上，每月收入中位數由$13,500 降

至$10,000，陷入更貧困。封關大大限制基層參與經濟活動，如：跨境司機運輸及過關時間及成本大

增，致開工不足及失業等。就業是脫貧主要途徑，當基層勞動參與率下降，家庭經濟收入減少，更

難向上流動，貧者愈貧。  

 

4.7 香港求醫漫長，急回國內醫病 

    受新冠疫情影響，公立醫院専科門診輪候時間等候更漫長。8 個専科門診中，7 個専科在各醫院

聯網平均輪候新症時間要一年以上，包括：內科、骨科、耳鼻喉科、眼科、外科、精神科及婦科。

特別疫情高峰，公營醫療不勝負荷，大幅削減預約檢查、覆診和非緊急服務，減幅達至四至五成4，

致使專科門診及非緊急手術輪候時間大為延長。為了及早檢查、及早確診、及早治療，不少基層定

期到國內覆診，有的在疫情下健康突然惡化，等不到公院排期下，更急需到國內醫病，但因封關下，

有 19.9%未能看醫生覆診及取藥，延遲求醫，增加健康風險。 

 

4.8 基層經濟雪上加霜，無力付擔檢測隔離費用 

    現行中港有限度通關安排下，隔離時間需要 14+7 日，不能自行選擇隔離酒店，即使實施回港易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網（逾四千人感染，公院削非緊急服務）16－2-2022  

https://www.news.gov.hk/chi/2022/02/20220216/20220216_172934_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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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來港易計劃，但仍需要隔離，檢疫費用動輒$5,000-10,000，基層難以付擔。而且，除了使用健

康碼，亦要支付檢測費用。疫情下，基層市民受疫情打擊，開工不足及失業嚴重，收入大減，無力

支付相關費用。調查中，94.9%表示檢疫酒店隔離費用昂貴，未能負擔、87.2%檢疫隔離時間長、72.2%

子女需要上課，難以長時間請假，怕影響子女學習、66.6%回鄉開支龐大，生活壓力沉重，故逼於無

奈延遲返回國內處理審批單程證等必須重要事項，有個別家庭因有急務，實在等無可等，只好借債

回內地支付隔離費。政府可按其家庭經濟困難，因應其緊急情況提供資助/免費檢疫及檢測。 

 

4.9 未設機制處理通關名額，漠視逼切需要人士需求 

    中港免檢疫通關無疑需要兩地配合，除了接種疫苗達至九成，亦視乎兩地疫情是否穩定，動態

清零等，但是疫情難以估計，變種病毒隨時來臨及反彈，在未正式通關時，政府不能只一刀切封關，

漠視緊急人士需要，應人道酌情處理其情況，甚至訂下準則衡量其需要是否緊急。政府初期設立 1,000

－2,000 個免檢疫名額給多商務人士往返。商業效益固然有利社經濟，但家庭倫理價值亦同為重要。

調查中，97%表示同意通關名額應開放更多比例予有逼切需要人士。89.6%認為逼切需要人士名額應

佔名額 5 成或以上，8%認為名額需增加至 4,000 或以上，而通關名額給予迫切需要人士的優先次序

為：探望危重親人（66.4%）、紅白二事（55.7%）、醫病（51.2%）、家庭團聚（47.1%）及上學（46.9%）。

故政府不應只側重商務需要，需盡快設立公開透明機制，兼顧家庭，給予有需要人士通關名額。 

 

5. 政府建議 

每年 5 月 15 日是國際家庭日，聯合國大會在 1993 年的一項決議中宣布紀念這一日子，於 1994

年公佈，旨在提高國際社會對家庭重要性的認識，促進家庭的和睦、幸福和進步，社協呼籲香港政

府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重視家庭團聚，儘快與內地達成開關政策。 

5.1 盡快制訂通關時間表，分階段落實 

5.2 訂立透明、公平、公正配額制 － 不應將大部份通關名額給編予商務人士，劃分不少於一半比

例予非商務人士（假設若有 1,000 個配額，當中不少於一半名額用於非商業事務的探親及特殊急需

類別）制訂専責小組處理通關名額申請 

5.3 未正式通關前，可人道酌情處理緊急人士免檢疫通關； 

5.5 免檢疫通關可由廣東省實施，其他放寬至其他省份；  

5.6 未有接種疫苗者，如因健康理由而能出示豁免接種證明，通關時可以檢測代替疫苗；  

5.7 資助檢疫費用及下降檢測費用 

5.8 盡快安排香港兒童來港上課安排，豁免檢疫通關，盡快恢復來港面授 

5.9 逐步增加通關口岸及通關名額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聯絡:施麗珊(副主任)(電話:2713 9165 / 9152 4331) 

劉燕珊(社區組織幹事)(電話:2727 2209 / 6223 24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5%A4%A7%E4%BC%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