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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80年代國內改革開放開始，一方面經濟活動交往愈來愈頻繁，另一方面社會活

動接觸也與日俱增，中港通婚個案逐年呈上升趨勢。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本港每年

中港婚姻個案超過兩萬1，絕大多數此類中港婚姻都是涉及男性香港居民與內地女性居

民結婚2，這些夫妻結婚後卻未能很快團聚，需要在內地申請單程證才能來港團聚，長

年夫妻分離成為此類跨境婚姻的最顯著特徵。由於單程證制度存在貪污、名額不足等

問題，夫妻需要長期輪候才能來港團聚，雖然等待時間已由過去的二十多年改善至今

四年，但當中仍有不少問題。單程證雖是由中港兩地政府商討名額，但仍由內地政府

負責審批，然而政策僵化，雙方政府均推卸責任。過去十年，每日150個名額未用盡，

但中港政府並未作出調配，亦沒有中港共同機制處理分離家庭的求助及投訴，分離家

庭每當遇到問題，需要中港兩地奔走；而香港政府更以審批權在內地為由，完全推卸

責任，未積極協助中港分離單親家庭爭取政策改變。 

在眾多的中港分離家庭當中，存在著一個特殊群體——雙程證單親母親。這些母

親的香港丈夫已去世或被丈夫遺棄，因而未獲批准單程證來港，但子女已批准來港，

這些母親只能長年持探親證來港照顧。其子女每三個月或甚至十四日便要斷學業數星

期隨母回鄉續探親證，嚴重影響子女學業；兩母子長期處於赤貧及惶恐生活狀態，身

心均嚴重受創，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之日，現時估計起碼五千家庭受影響。

內地最新推出一年多簽探親政策，但各市措施不一，很多單親家庭仍未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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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港家庭團聚政策欠善，致使這些中港跨境家庭爭取團聚之路困

難重重。 

                                                      

1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2003)至(2009)。 

2 請參閱政府統計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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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香港政府每日提供150個名額分五類在內地申請
3
，讓夫妻父母子女團聚。

但不幸有些香港丈夫早逝或拋棄家庭，內地妻子不能以夫妻團聚名義申請，只能以

「其他特殊情況」這一類別申請；但該類別申請定義不清，內地公安局表示只特殊

批准在香港父親去世前子女已經公安局批准來港的母親來港定居，不批准子女在香

港父親去世後才批准來港或與香港丈夫離婚的母親來港定居。 

近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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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以下簡稱社協)曾多次收到婦女投訴，表示要送錢或禮物才可獲批

證件。本會與這些家庭向內地公安局求助時，明確收到中方書信及電郵回覆——中央

指引，只能酌情批准子女在丈夫去世前來港的母親來港團聚，而其他離婚或子女在丈

夫去世後才獲批來港的母親一律不能獲批單程證。這些港人孩子批准來港後，在港孤

苦無援，需要常年跟隨母親奔波中港兩地續期，香港政府對於保護這些可憐的孩子責

無旁貸，亦是最有權力與中方交涉的香港代表。但香港保安局及入境處並未積極向中

方爭取改善政策，亦未能協助孤兒寡婦團聚；不少母親向入境處求助卻未能續期，能

續期者第一次可續七日，第二次只能續四日，之後不再有機會獲得續期，而每次都要

支付HKD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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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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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反映這些雙程證單親家庭生活之苦況及受到

現時政策壓迫之痛楚，社協展開了是次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研究。 

 

2. 研究目的 

 深入瞭解雙程證單親家庭所面臨的生活困境； 

 集中探討當前中方單程證審批制度及香港入境政策對不能獲批單程證之單親

                                                      

3 夫妻(45 個)、無依靠未成年子女投靠香港父母及居留權子女(90 個)、無依靠年老父母投靠香港成人子女(5 個)、

成人子女來港照顧無依靠年老父母(5 個)、其他特殊情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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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所造成的影響； 

 向政府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倡議，幫助雙程證單親家庭爭取家庭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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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

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的方式。我們首先探訪雙程證單親家庭，以深入瞭解母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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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同時配合深度訪談。為了讓受訪

家庭更加深入地認識是次調查並且積極參與其中，社協「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關注組」

在開展行動調研過程中共召開了五次關注組會議。 

 

3.1 研究對象 

兒童已擁有居港權但母親仍持雙程證來港照顧的單親家庭。 

 

3.2 抽樣方法 

在進行質性研究時，本機構對接觸個案進行了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採

用結構化面談的方式展開深度訪談；量化研究方面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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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分為七部分，共 30 條問題，主要內容如下： 

（1）受訪家庭背景 

（2）受訪家庭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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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前政策對母親身心健康的影響 

（4）當前政策對子女的影響 

（5）受訪家庭在港支援網絡 

（6）受訪家庭回大陸團聚的可能性 

（7）母親獲批單程證及香港身份證之後的打算 

 

3.4 研究局限 

由於社協缺乏全港雙程證單親母親的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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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的確切一面。 

 

4. 量化研究結果 

於整個研究中，我們成功訪問了 33 個中港分離單親家庭，研究結果詳情如下： 

 

4.1 受訪家庭背景 

 婚姻狀況 

在受訪家庭中，離婚個案佔整體 61%，而離婚原因主要分為三類：因前夫另有新

歡而被拋棄的佔到 55%，前夫不負責任拋家棄子的佔到 25%，因不堪前夫虐待被迫離

婚的佔到 15%（見表一）；喪偶個案佔整體 36%；另有其他情況佔 3%（見表二）。 

 

 所屬內地省份 

75%的受訪母親都是來自廣東省，另有來自福建、湖北、河南、湖南、四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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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廣西、海南等省份（見表三）；而當中絕大多數（佔 79%）母親都是農村戶籍（見

表四）。 

 

 現持證件類別 

受訪母親中僅有 33%的人獲批一年多簽探親簽證，五成受訪母親都只持有十四日

至三個月短期探親證件，更有一成是在港持擔保書4（見表五）。 

 

 單程證審批情況 

全部受訪者都曾經遞交過單程證申請，但是 58%受訪者的申請都被內地拒絕；另

有 19%的受訪者曾經獲批單程證，卻因丈夫突然去世或者丈夫遲遲不肯簽字而導致單

程證又被收回（見表六）。 

 

 在港子女基本資料 

受訪家庭之子女的平均年齡是 10.9 歲；受教育程度方面七成子女都是在讀幼稚園

及小學（見表七）；57%受訪子女在香港出生，而另有 43%非港生子女已獲批來港（見

表八）；這些子女來港的平均年期為 6.4 年，而這與受訪母親平均來港照顧子女的年期

（6.4 年）剛好吻合。 

 

4.2 受訪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受訪家庭的家庭人數中位數為 2 人，每月人均收入中位數為 HKD1,732.5。79%受

訪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子女綜援金，平均每個兒童每月所得綜援金額為 HKD3,465

（包括生活費 HKD2,200，租金津貼 HKD1,265），另有一成受訪家庭無任何收入來源

                                                      

4 俗稱行街紙，是發給逾期留港人士擔保外出用。擔保書持有人要在指定時間向入境事務處報到，入境事務處

會扣留他們的旅行證件，擔保書不可作出入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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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九）。 

 

 住房情況 

73%的受訪家庭都是居住於套房或者板間房，另有 9%的家庭甚至沒有能力租住房

屋而不得不寄居親友或者暫住於免費宿舍「仁愛之家」（見表十）。 

住屋面積及租金方面：46%的受訪家庭都是居住於不足 70 平方呎的房屋內；人均

居住面積中位數 37.5 平方呎；平均每戶每月租金支出（不含水電煤）為 HKD1,958.8，

則平均超租 HKD693.8，另外平均每戶每月水電煤氣費支出為 HKD392.8。 

 

 日常飲食 

有 73%的受訪家庭都是儘量保證子女一日食三餐的，但是仍有 27%的受訪家庭只

有能力供養子女每日兩餐（見表十一）。 

然而母親方面，絕大多數（73%）的受訪母親都是一日食兩餐，甚至有 9%的受訪

母親一日只進食一餐（見表十二）。 

受訪家庭中有七成曾領取免費發放食物，六成受訪母親爲了讓子女食飽自己唯有

忍饑挨餓，另有五成家庭時常進食過期食物（見表十三）。 

 

 醫療 

75%的受訪母親都表示在生病時不會去看醫生（見表十四），主要原因是醫療費用

昂貴，無力支付（見表十五），而當問及這些母親因費用昂貴有病亦不敢就醫的頻率時，

有近八成五都表示經常或者有時；另外，在 25%生病就醫的受訪母親中，有 67%的母

親通常看私家醫生，平均每人每次醫療費用為 HKD300，而若是選擇公立醫院就醫，

則平均每人每次醫療費用高達 HKD700。 

 

 子女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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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6%的受訪家庭都為子女申請了政府資助；然而即使已申請資助，依然有八成

家庭表示子女就學時仍有部份開支不屬於政府資助範疇，包括補充練習、雜費、規定

參加之活動以及課外補習等（見表十六），在這些家庭中子女就學非政府資助項目開支

最高的達 HKD5,000，開支在 HKD3,500 以上的家庭佔到 37.5%，數據統計顯示平均每

人每學年開支高達 HKD3,160，中位數為 HKD3,000；九成家庭都表示無力繳納以上應

繳費用，而 92%受訪家庭的子女都曾因家庭經濟狀況而無法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課外

補習。 

 

 簽證辦理 

若是選擇回大陸辦理簽證，則每次需要繳納 RMB100 簽證費用，平均每人每次所

需時間為 13.4 天；受訪母親表示通常情況下都是帶同孩子一起回大陸，平均每戶每次

往返路費為 RMB689.6（其中路費開支最高的家庭達到 RMB1,200，而路費開支在

RMB1,000 以上的家庭佔到 41%），而由於有 28%的受訪家庭回大陸期間無地方居住，

平均每戶每日又需要支付食宿費用 RMB250；更有大陸發證機關貪污腐敗，26%受訪

家庭都表示曾遇到需要向發證機關送錢才可辦證的情況，區域主要集中在廣東省境

內，平均每人每次需送錢 RMB383.3，最高可達每次 RMB500。 

另外，若是能夠在香港順利辦理續期，每人每次需要花費 HKD160 簽證費用，外

加往返路費平均每人每次 HKD23.9。 

雖然在香港辦理續期能夠節省一部份開支，仍有 88%的受訪家庭被逼回大陸辦理

簽證（見表十七），這些家庭表示原因主要在於在香港辦理續期太過困難，成功率低及

收費昂貴。 

 

4.3 當前政策對母親身心健康的影響 

受訪母親當前的心理及情緒狀況方面，九成母親表示面對單程證審批困難重重、

家庭經濟負擔沉重，她們感到灰心失望，投訴無門；八成母親感到整日焦慮不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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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低落、內心自卑無助，更有六成母親表示無生存意志、有過輕生念頭（見表十八）。 

身體健康狀況方面，57%的受訪母親有長期病患，包括骨痛、尿頻、腰痛、偏頭

痛、低血壓、腰椎增生、氣管炎、婦科病以及抑鬱症等；94%的母親表示其身體狀況

因為現時壓力而愈來愈差，而主要是表現在頭暈/疼、四肢無力、心悸、胸悶等（見表

十九）。 

 

4.4 當前政策對子女的影響 

子女身體狀況方面，75%受訪家庭子女因營養不良而影響身體成長發育；而 56%

的子女本就有長期病患，包括地中海貧血、失聰、弱聽、睡眠窒息症、哮喘病、骨科

病、胃炎等（見表二十），其中 76%的小孩需經常求診，而 81%的小孩其病情因家庭經

濟狀況而加重。 

子女心理及情緒狀況方面，五成受訪家庭表示子女脾氣暴躁；四成五受訪家庭的

子女感覺受到歧視、無安全感、缺乏自信；另有三成多子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家窮、

在他人面前掩飾母親的大陸身份；更有一成受訪家庭子女年齡已是 5-8 歲卻仍有瀨尿

現象，平均每人每月瀨尿 2 次（見表二十一）。 

當子女隨母親回大陸時，36%受訪家庭子女出現水土不服、身體不適的現象，亦

有三成子女因對大陸環境陌生而焦慮、恐慌、甚至哭泣（見表二十二）；此外，平均每

人每年因隨母親回鄉辦理簽證而缺課的日數達到 22.3 天，全部受訪家庭均表示子女學

習成績因缺課而受到影響。 

若是母親獨自回大陸留子女單獨在港，則平均每戶每年子女單獨在港日數為 23.3

天；其中 58%的子女是由親友代為照顧，還有 21%的子女必須自己照顧自己（見表二

十三），家長表示這些子女都曾遇到不安全情況。 

 

4.5 受訪家庭在港支援網絡 

44%的受訪家庭表示初來港時無人接應，而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絕大多數家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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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工或者教會幫助（見表二十四）。 

 

4.6 受訪家庭回大陸團聚的可能性 

全部受訪家庭均表示無法將子女帶回大陸團聚，主要原因包括子女無法接受良好

教育(87%)、家庭沒有能力供養子女讀書(84%)、子女無法落戶當地(78%)等，另有多半

家庭表示家鄉貧窮(53%)，甚至沒有房屋居住(56%)（見表二十五）；而 97%的家庭都表

示現時家鄉沒有任何親友可作經濟支援。 

子女戶籍方面，20%受訪家庭明知沒有可能，仍曾向當地公安局詢問過關於子女

是否可以落戶內地就學的問題，而對方給出的答案均為否定，原因包括母親戶口已撤

銷不可以再次遷入，以及母親結婚戶口不在當地等。 

 

4.7 母親獲批單程證及香港身份證之後的打算 

當受訪母親被問及若獲批香港身份證有何打算時，絕大多數母親都希望能夠找到

一份工作、照顧好子女、自我增值等（見表二十六）；而在請受訪家庭設想獲批身份之

後生活將發生的變化時，絕大多數家庭都期望找到工作家庭經濟好轉、子女身心狀況

好轉學業成績進步、不用依靠子女綜援生活等（見表二十七）。 

 

5. 研究分析 

綜合研究結果及關注小組意見，現將雙程證單親家庭面臨的實際困難分析如下： 

 

5.1 超乎輪候期限，政策僵化，單親家庭團聚無期 

現時中港大約有十萬分離家庭，香港每日提供 150 個名額分五類在內地申請，讓

夫妻父母子女團聚。其實過去幾年每日 150 名額根本未用盡，每日尚餘 20-30 名額，

但當局並未體恤民困，善用剩餘名額，幫助極困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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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截止 2011 年 1 月，全部受訪者等待單程證審批的平均年期已達到

6.5 年，其中最長的等待年期已達 16 年之久，超乎現時夫妻團聚需輪候四年的要求。

但政策僵化，單程證名額不惠及單親家庭，致使這些單親母親等待單程證審批遙遙無

期。 

 

5.2 經濟拮據過着非人生活 

這些雙程證單親母親本應該成為家庭主要的勞動力和經濟支柱，卻因為沒有香港

身份證而不能工作。研究結果顯示，79%受訪家庭生活的唯一經濟來源就是子女綜援，

除了支付普通家庭的生活費、房租之外，他們還要額外支付證件續期、往返中港兩地、

醫療等開支；拮據窘迫的經濟情況導致這些母親及孩子過著非人生活，他們從不外出

活動或者出街食飯，常要向親友借錢度日，或者拾廢品、舊傢具自用，拾紙皮報紙去

賣以貼補家用（見表二十八），三餐不繼，營養不良，百病叢生。 

 

5.3 中港奔波續期，家庭身心嚴重受創 

經濟重壓之外，這些雙程證單親家庭無法逃避的另一生活重擔便是常年需要為探

親證續期。本會估計現時最少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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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便要回鄉兩星期續證，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

聚之日，有些母親索性秘密無證留港以照顧子女。母親和孩子長期過著擔驚受怕的日

子，有些母親更患上精神抑鬱症，而子女極自卑及缺乏資源發展。研究結果顯示，八

成多受訪家庭都因證件續期而長期受到嚴重情緒困擾，失眠、頭痛、心悸等已成為存

在於這些家庭的普遍生理現象；而子女受到現時入境政策的影響亦極度缺乏安全感，

脾氣暴躁、缺乏自信等現象也普遍存在；家庭身心嚴重受創。 

 

5.4 忽視兒童權益，影響兒童學業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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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需要回鄉續期以及家庭遲遲未能團聚亦對這些子女的學業和未來發展造成了

嚴重不良影響。研究數據顯示，無論是母親帶同子女一起返鄉還是單獨留子女在港，

子女每年的缺課日數或單獨在港日數都達到 20-25 天，因為缺少連續一致的受教育機

會，子女的學業成績必然受到嚴重影響；而單獨在港期間子女必須自我照顧，安全隱

患亦令人擔憂。而九歲以上子女因經濟問題未能參與學習，影響學習進展。 

妥善的家庭照顧、安定的生活及學習環境本是兒童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但這些

分離單親家庭的子女卻無法擁有這些最基本權利。可悲的是中港政府均忽視兒童權

益，未作出積極維護。 

 

5.5 在中港均缺乏支援網絡及屬赤貧家庭 

研究結果顯示，七成以上受訪家庭都是孤獨在中港無依無靠，除了社工和教會之

外全無親友可作援助，在中港支援網絡相當匱乏。面對生活中的重重困難，母子倆只

有相依為命互相扶持。 

另一方面，其實很多受訪家庭都曾想過帶子女回去大陸生活，然而現實困境為他

們設置的層層障礙使得回鄉團聚亦無法實現。當中的主要因素是子女無法落戶內地，

如此就學便面臨困難，而即使有機會入學讀書，亦要繳納高昂的「借讀費」；而且多數

家庭在家鄉亦沒有親友支援，甚至沒有地方居住，單親母親難以供養家庭。 

 

5.6 中港政府均漠視單親家庭權益，並落井下石 

現時每日單程證審批名額既有剩餘，中國政府本應該善用剩餘名額舒緩民困，然

而政府卻始終漠視這些單親家庭長期中港分離之苦，政策僵化，未能協助孤兒寡婦團

聚。 

同時香港政府對這些分離孤兒寡婦的多次求助亦從未作出正面回應，只是一味推

搪，有酌情權不用，卻對三餐不繼者仍要收取高昂的續期費用；另外本港醫療收費自

2004 年根據新人口政策小組建議改變政策，由以往港人的內地配偶子女可憑香港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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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以港人價錢到公立醫院問診，改為付高昂遊客價錢，急症由 HKD100 變為

HKD700，住院由 HKD100 變為 HKD3,300，致使很多雙程證單親母親有病也不敢就

醫，形同對身處困境的分離家庭落井下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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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以上受訪家庭都表示，努力爭取單程證審

批及身份證酌情權，只是希望能夠自力更生，給孩子們一個相對而言更好更健康的成

長環境；而若是能夠獲批身份證，母親們都打算找到一份工作，認真照顧子女，為政

府減輕負擔。 

 

6. 總結及建議 

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提出，「對作為社會的自然和基本單元

的家庭，特別是對於它的建立和當它負責照顧和教育未獨立的兒童時，應給以盡可能

廣泛的保護和協助。」5此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亦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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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還應確保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不致因提出這類請求而承受不利後

果。」6 

以上條約均表明，家庭團聚是不容剝奪的天賦人權，這權利既為國際人權標準所

肯定，也在《基本法》中被視為公民權利。然而面對這群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的多次

求助，香港政府卻從未作出正面回應，應該說這些單親家庭的團聚權利根本未得到保

障，而兒童受到保護和協助的權利也被無情剝奪了。 

基本資料顯示，93.7%的受訪母親都是因喪偶或者被迫離婚而遭遇了婚姻的不幸；

                                                      

5 請參閱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 

6 請參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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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孩子們的平均年齡只有 10.9 歲，70%在讀幼稚園或小學，如此年幼便失去了父愛。

這些母子們既是無辜的受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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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現建議如下:  

1.香港政府應向中國政府要求審批權及每日預留名額批准丈夫及子女為港人的單

親母親來港定居照顧子女。如未能改變政策，香港政府應運用酌情權簽發香港身份證

予這些母親。 

2.制定家庭團聚政策及新移民融入政策。 

3.現時每日 150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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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名額撥予香港丈夫已去世或離棄的單親母親來港照顧香港子女。可依當時輪候情

況，每日最少十個指定名額，只要父母已婚，兒童在港，不論是內地出生或本港出生、

婚前或婚後生，不論是父死或離棄，這些小孩子遭逢家庭巨變，中港政府應儘快批准

單親母親來港照顧，令小孩子得到良好照顧及成長發展機會。 

4.最新公佈一年多簽探親政策應惠及喪偶及離婚的單親配偶，應縮短探親證續期

時間，在香港中聯辦續期或深圳一日內辦理。因很多母親根本無錢在內地支付食宿費，

亦影響兒童學業及情緒。 

5.香港入境處應儘量酌情批准續期及簽發身份證，續期應免單親家庭手續費。 

6.中港政府應成立中港家庭團聚協調機關，協調申請及投訴，保障婦孺權益。 

7.醫管局及食物衛生局應恢復港人親人(夫妻、子女、父母)的醫療優惠政策，以確

保港人親人健康及兒童得到妥善照顧。 

8.政府食物援助計劃應長期惠及這些雙程證單親母親及其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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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質性研究個案訪談 

7.1 個案一 

等待單程證審批長達八年的阿紅 

阿紅等待單程證審批已長達八年之久，只要一想到在這八年當中自己與一對兒女

所經歷的艱辛，阿紅便會忍不住哭出聲來。 

阿紅與丈夫是在兒女已 3 歲時才補辦結婚證的，結婚之後遂立即申請單程證，本

想著有朝一日全家人能夠在香港團聚。不幸的是，未及獲批單程，三年後丈夫便因無

法承受身患疾病及家庭貧窮帶來的巨大壓力，在香港家中吊頸而亡，當時兒女只有 7

歲，他們幼小的心靈遭受了人生第一次重創。 

苦於在內地無能力撫養兩個孩子，阿紅遂再次與子女申請來港，希望能夠在香港

找到工作照顧兒女。2003 年內地公安局批出兩個孩子的單程證，卻拒絕了阿紅的申請，

理由是阿紅以「夫妻團聚」名義進行申請已不合資格，獨自來港舉目無親的困境給兩

個孩子的人生造成第二次重創。 

爲了照顧兒女，阿紅不得不常年申請三個月探親簽證來港。每當簽證到期，兩個

兒女便需隨阿紅回大陸續期，平均每年的缺課日數多達 20 天，長此以往使得兩個兒女

的學習成績受到嚴重影響；有時阿紅單獨回大陸，沒有親友可託付，兩個孩子便在香

港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的內心對獨自生活充滿恐懼。由於阿紅無身份證不能工作，母

子三人八年來只有靠兒女的兩人綜援過活，每個月 3600 元的租金水電費已經壓得他們

喘不過氣來，加上每學年都要為子女支付近 4000 元不屬於政府資助範疇的就學開支，

一家三口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 

自幼成長於資源貧乏家庭，要承受父親自殺的事實，又要面對入境政策為家庭造

成的苦難，這兩個孩子的心靈變得非常脆弱。他們內心極度自卑，甚至極力在他人面

前掩飾自己母親的大陸身份。現在孩子漸漸長大，學習成績卻始終較差，中學畢業後

孩子們將何去何從，阿紅亦是一籌莫展；另外內地公安局也已多次表示，由於孩子年

齡已大，將不再批准阿紅三個月的探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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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紅一家等待團聚已八年，八年之中他們已無法記得有過多少次的以淚洗面。然

而入境政策始終未曾改變，這對於像阿紅一樣的雙程證單親家庭來說是何等的不公平。 

 

7.2 個案二 

為照顧生病女兒不惜逾期居港的阿玲 

阿玲育有一對乖巧伶俐的雙胞胎女兒，兩姊妹年年都是學校的領袖生、優等生，

每當談論到兩個女兒，阿玲就會一掃內心的陰霾，笑逐顏開。 

阿玲經歷過一段不幸的婚姻。剛結婚時前夫就對她百般刁難，並且無情漠視一對

剛出生的可愛女兒。爲了照顧女兒，阿玲不得不常年持三個月探親簽證來港。據阿玲

回憶，每次回大陸辦理簽證時都要面對公安局人員的冷言冷語，更令人感到氣憤的是

內地公安局貪污嚴重，每次都要送 100-200 元才能夠獲批簽證。前夫爲逼迫阿玲離婚，

用盡各種方式，甚至威脅恐嚇自己的親身女兒。這段婚姻對阿玲造成了很大傷害，但

是她從未放棄照顧好兩個女兒的堅定信念。 

兩個女兒的身體自幼就不好，大女兒患有慢性胃炎和偏頭痛，每次發病時都疼痛

難忍；而小女兒被發現時有手震現象，卻仍未能查明病因。2006 年爲了照顧生病的女

兒，阿玲居港逾期被判坐牢，從那時開始在香港持擔保書。如今五年已過去，阿玲不

能回大陸探望親友，在港等待單程證又是遙遙無期。 

母女三人每月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兩個女兒 6100 元的綜援金，除去租金水電 3200

元，三人的生活費不足 3000 元。爲了幫補家用，阿玲時常拾紙皮、廢報紙去賣，亦會

撿別人丟棄的傢具和生活用品自用。同時阿玲自己的身體也很虛弱，經常感冒，去看

私家醫生每次要花費 200 元，公立醫院更是高達 700 元，昂貴的醫療費用使阿玲一家

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阿玲不明白，爲什麽自己和女兒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自己都是婚姻的受害人，

卻要承受這樣的苦難。而只要入境政策未改變，這種苦難都將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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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個案三 

不敢在港就醫堅強生活的阿珍 

阿珍和兒子住在上水的一間村屋里，因為所居住的房子已經算全組家庭中相當划

算的，阿珍便常常自我調侃地說「住的偏僻也好啊，空氣好，又安靜，那些有錢人不

是都這樣嗎，我們不過是要多走點路鍛煉身體罷了」。 

阿珍的婚姻本算幸福，老公和善，兒子可愛，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重病忽然之間

就奪去了丈夫的生命，當時兒子只有四歲，母子兩都還未獲批單程證。兩年後兒子小

明獲批來港，阿珍也被告知單程證已批準，卻就在領取之時，公安局以「配偶已去世，

無人簽字無法生效」為由無情地收回阿珍的單程證。爲了讓兒子能夠有機會接受更好

的教育，亦因為自己在家鄉沒有能力撫養兒子，阿珍不得不選擇讓兒子留港申請綜援

就學，而自己持三個月探親證來港照顧。 

阿珍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著入境政策的動向，心底一直期盼政策能有改變的一天，

而這一等就是十年。十年裡，別人眼中的阿珍始終是個堅強勇敢的母親。兒子小明患

有先天性哮喘，需要常年就醫，阿珍要隨時叮嚀兒子把藥帶在身上，兒子去上學了，

阿珍的心也就一路隨著兒子走到學校，接下來就是一整天的心悸不安，直到兒子平安

歸來。其實阿珍自己的身體也很虛弱，經常會感到頭暈、胸悶、四肢無力，有時身子

太難受阿珍也想過去看醫生，但是只要一想到香港昂貴的醫療費用，阿珍就只有望而

卻步了。「就這樣自己扛著吧」，阿珍對自己說，堅強的她總是把最燦爛溫暖的笑容帶

給大家，然而心底究竟有多少苦楚，只有阿珍自己清楚。 

一直以來阿珍都在為爭取權益不懈地努力，甚至連她自己都已數不清曾經寄出過

多少封信去入境處、中聯辦還有內地公安局；令人感到氣憤的是寄出的信雖多，收到

回覆的卻少，而且回覆的內容都如出一轍，「因不符合資格而無法受理」。不過阿珍的

信念始終堅定，她說自己絕對不會放棄去爭取政策的改變，雖然前路依然艱辛，但是

爲了兒子，爲了許多個相同的家庭，自己都會堅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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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個案四 

返鄉無望在港苦苦掙扎的阿梅 

阿梅十年前與香港男子阿強結婚，一年後兒子小桐在香港出生。因為內地公安局

告訴阿梅結婚之後必須要等待四年才可以申請單程證，因此阿梅不得不一直持三個月

探親證來港悉心照顧兒子，直到 2006 年，阿梅終於成功遞交了單程證申請，並且得知

半年內便可批准，當時的阿梅滿心歡喜。不料阿強另結新歡，甚至運用家庭暴力威逼

阿梅與其離婚，迫於無奈阿梅簽署了離婚協議書，單程證輪候連同三個月探親簽證一

併被取消；更讓阿梅痛心的是，阿強在離婚前本已答應撫養兒子，離婚後卻出爾反爾，

以身體健康欠佳為由放棄兒子撫養權，只供養每月 300 元的撫養費。 

其實阿梅也曾想過帶兒子回大陸生活，可是考慮到兒子無法在內地落戶，讀書必

須要支付高昂的「借讀費」，家庭根本沒有能力負擔；加之家鄉貧窮，沒有親友支援，

甚至沒有地方可以居住，母子回大陸團聚的想法亦成為不可能。爲了讓兒子有書可讀，

阿梅只好讓兒子留港申請綜援上學，自己申請十四日探親簽注來港照顧。阿梅持十四

日簽證的時間長達三年之久，每次去入境事務處辦理續期時都要承受工作人員的辱

駡，但是爲了兒子，阿梅選擇了徹底的忍耐，直到去年年初才獲批一年多簽探親簽證。 

在照顧兒子的八年艱辛歲月里，阿梅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懷始終如一。小桐兩歲

時便被發現有睡眠問題，五歲時被確診為睡眠窒息癥，這就意味著阿梅不僅要照顧兒

子的日常起居和學習生活，更要在夜晚守護兒子有一個安全、平靜的睡眠，因為稍有

疏忽兒子都有可能窒息。小桐很乖，不但學習成績優異，年年獲得操行獎和中文課成

績優異獎，而且有很高的藝術天賦，曾獲得視覺藝術平面作品比賽冠軍和立體作品比

賽優異獎。阿梅將這些獎狀貼了滿滿一墻，當做對兒子的激勵，也是對自己堅強生活

的肯定。 

阿梅說時常會覺得對不住兒子，因為自己不僅沒辦法給兒子一個完整的家，還要

連累兒子常年為自己的簽證問題擔心，加上經濟負擔沉重，家庭已經給兒子幼小的心

靈造成了太大傷害。小桐每天在學校時都感到心慌慌的，很怕回到家裡就發現媽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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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見了，對家庭的擔憂和恐慌使得小桐經已八歲還時有瀨尿現象；而每次隨媽媽回

大陸辦理簽證時，小桐都要缺課一個星期，學業不免受到影響，加之水土不服，小桐

對回大陸總是心生恐懼。對於一個八歲的小朋友來說, 小桐所承受的壓力比其他同齡的

香港小朋友多了太多，而這一系列的壓力對小桐的身心健康及未來發展都將造成不良

影響。 

其實阿梅一直都在堅強地為自己和兒子爭取權益，她積極加入團體組織，尋求團

體和傳媒支援，參加輔導課程自我增值，亦熱心參與義工活動服務社會。這樣一對積

極勇敢面對生活的母子，爲什麽要剝奪他們家庭團聚的基本權利呢？ 

 

7.5 個案五 

只求經濟自立用心做母親的阿美 

小雯今年六歲了，走在人群中總是顯得很羞澀，緊緊依偎在媽媽身邊，面對記者

的拍照，也只是安靜地望著鏡頭。從孩子的眼睛里，你很難察覺出任何異樣，更無法

獲悉在小雯身上曾經發生過什麽。 

小雯的媽媽阿美七年前和一名香港男子結婚，這段婚姻帶給阿美的可以說唯有不

能承受之痛。因為該男子有心理疾病，阿美不幸淪為其暴怒脾氣的發泄對象，他甚至

在阿美懷孕期間依然對她拳腳相加。而小雯出生後，這種狀況亦未得到改善，尚在哺

乳期的小雯也不能幸免爸爸的毆打。爲了保護女兒，爲了逃離這個千瘡百孔的家庭，

阿美選擇了離婚，而當時因結婚年期尚短，阿美只是剛剛遞交單程證申請。 

一個人撫養年幼女兒的日子對阿美來說好辛苦，女兒每月 3465 元的綜援金是全家

人全部的收入來源，而僅僅是租住一間 100 呎的板房便已占去了大半費用。爲了讓女

兒能夠像其他小朋友一樣健康成長，阿美始終堅持保證女兒的一日三餐；而面對如此

緊張的生活開支，要做到一日三餐，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節省下來給女兒吃，因此吃

過期食品罐頭也就成了阿美的家常便飯。 

阿美的家鄉遠在福建，雖然內地政府 2009 年底已經推出一年多簽探親政策，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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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地措施不一，類似阿美這樣的單親家庭至今仍未惠及。每過三個月，阿美就要帶

著小雯回福建辦理簽證，母女倆一次的往返路費是 600 元，而回去內地沒有地方住，

兩人每日的食宿又需花費 250 元，辦理一次簽注需時 14 天，費用是 100 元，如此累計

阿美每辦理一次簽證就需花費近 4000 元，這對一個雙程證單親家庭來說是多么巨大的

經濟負擔。 

阿美常常會問，現行的入境政策為什麽這么不合理呢，只批小孩子的單程證，卻

不允許媽媽一起來，那這些小孩子誰來撫養，政府不是在加重自己的負擔嗎？阿美的

願望始終很單純，她只希望能夠獲批單程證和香港身份證，自己找到一份工作，自力

更生照顧女兒，認認真真盡到作為母親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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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結果圖表 

表一 離婚原因 

離婚原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前夫另有新歡而被拋棄 11 55% 

前夫不負責任拋家棄子 5 25% 

不堪前夫虐待被迫離婚 3 15% 

其   他 1 5% 

總   數 20 100% 

 

表二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離婚 20 61% 

喪偶 12 36% 

其他 1 3% 

總數 33 100% 

 

表三 母親所屬內地省份 

省份 個案數目 

廣東 24 

湖北 2 

福建 1 

河南 1 

湖南 1 

四川 1 

重慶 1 

廣西 1 

海南 1 

總數 33 

 

表四 母親內地戶籍類別 

證件類別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城市 7 21% 

農村 26 79% 

總數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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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母親現持證件類別 

證件類別 個案數目 百分比 

一年多簽 11 33% 

三個月探親證件 15 45% 

在港持擔保書 3 9% 

十四日探親證件 1 3% 

總數 33 100% 

 

表六 母親單程證審批情況 

證件類別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內地不接申請 18 58% 

已遞交申請 7 23% 

曾獲批准，現申請被拒絕 6 19% 

總數 31 100% 

平均已等待年期（年） 6.5 

 

表七 子女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幼稚園 9 20% 

小學 22 50% 

中學 13 30% 

總數 44 100% 

 

表八 子女是否港生 

子女是否港生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是 25 57% 

否 19 43% 

總數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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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主要收入來源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子女綜援金 26 79% 

無收入 3 9% 

親友援助 2 6% 

其他：贍養費 2 6% 

總數 33 100% 

 

表十 住房情況 

房屋類型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套房 18 55% 

板間房/梗房 6 18% 

一個單位 3 9% 

寄居親友 2 6% 

臨時免費宿舍 1 3% 

其他 3 9% 

總數 33 100% 

 

表十一 子女日常飲食 

一日食幾餐 個案數目 百分比 

三餐 22 73% 

兩餐 8 27% 

一餐 0 0 

 

表十二 母親日常飲食 

一日食幾餐 個案數目 百分比 

三餐 6 18% 

兩餐 24 73% 

一餐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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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母子日常飲食經歷 

經歷（可多選）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領取免費發放食物 22 69% 

自己不食，讓子女食飽 19 59% 

每餐食少些，時常食不飽 17 53% 

吃過期食物 15 47% 

因無錢開飯而忍饑挨餓，

身體虛弱 
13 41% 

 

表十四 母親生病時有無就醫 

有 8 25% 

無 24 75% 

總數 32 100% 

 

表十五 生病卻不就醫的原因 

原因（可多選）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醫療費用昂貴，無力支付 21 66% 

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 7 22% 

要照顧子女，沒有時間 6 19% 

 

表十六 子女就學非政府資助項目開支 

項目（可多選） 個案數目 百分比 

補充練習 15 47% 

雜費 14 44% 

規定參加之活動 14 44% 

課外補習 14 44% 

表十七 母親通常在何處辦理簽證 

地點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大陸 28 85% 

香港 5 15% 

總數 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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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母親心理及情緒狀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灰心失望，感到投訴無門 29 90% 

整日焦慮不安 27 84% 

突然間情緒低落， 

忍不住哭泣 
27 84% 

夜晚失眠，難以入睡 26 81% 

感覺受到歧視， 

內心自卑無助 
26 81% 

無生存意志， 

有過輕生念頭 
19 59% 

 

表十九 母親身體狀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頭暈/疼 25 78% 

四肢無力 20 63% 

心悸（心慌慌） 19 59% 

胸悶 18 56% 

貧血 14 44% 

經常感冒 11 34% 

 

表二十 子女屬何種長期病患 

所患何病 個案數目 百分比 

鼻敏感 9 17% 

經常咳嗽 8 15% 

經常流鼻血 4 7% 

骨科病 4 7% 

哮喘病 3 6% 

睡眠窒息症 3 6% 

鼻竇炎 3 6% 

抑鬱症 1 2% 

胃炎 1 2% 

地中海貧血 1 2% 

失聰 1 2% 

弱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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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子女心理及情緒狀況 

 個案數目 百分比 

脾氣暴躁 27 51% 

無安全感 24 45% 

感覺受到歧視 24 45% 

缺乏自信，感到自卑 23 43% 

非常依賴母親， 

缺乏獨立性 
22 41% 

在他人面前掩飾 

母親的大陸身份 
20 38% 

焦慮不安 20 38% 

怕被他人知道 

自己家裡貧窮 
17 32% 

夜晚瀨尿 6 11% 

 

表二十二 子女隨母回大陸期間的經歷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水土不服，身體不適 19 36% 

夜晚突然瀨尿 4 7% 

因對大陸環境感到陌生

而焦慮、恐慌，甚至哭泣 
17 32% 

表二十三 子女單獨在港時由誰照顧 

 個案數目 百分比 

親戚 6 25% 

朋友 8 33% 

請鄰居幫忙 3 13% 

出錢雇傭他人 1 4% 

無任何人，子女 

自己照顧自己 
5 21% 

其他 1 4% 

 

 

 

 



中港分離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研究報告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7 

表二十四 在港支援網絡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在港親戚 6 19% 

內地親友 10 32% 

在港朋友/同鄉 7 22% 

教會 12 38% 

鄰居 3 9% 

社工 22 69% 

香港政府 4 13% 

沒有人 1 3% 

 

表二十五 無法帶子女回大陸的原因 

原因 個案數目 百分比 

家鄉貧窮 17 53% 

子女無法落戶當地 25 78% 

子女無法接受良好教育 28 87% 

沒有能力供養家庭、 

供子女讀書 
27 84% 

沒有任何親友 8 25% 

沒有房屋居住 18 56% 

 

表二十六 若獲批香港身份證有何打算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找一份工作 29 91% 

照顧好子女 25 78% 

自我增值 2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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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 獲批香港身份證後生活將發生哪些改變 

 個案數目 百分比 

找到工作，家庭 

經濟情況好轉 
29 91% 

不用依靠子女綜援生活 26 81% 

不再受到焦慮情緒困

擾，心情好轉 
26 81% 

身體狀況好轉 24 75% 

子女身心狀況好轉 29 91% 

子女學業成績進步 28 88% 

 

表二十八 如何節省開支 

 個案數目 百分比 

不外出活動 27 84% 

不出街食飯 26 81% 

外出都是走路，不搭車 23 72% 

拾紙皮、報紙去賣 12 38% 

拾廢品、舊傢具自用 18 56% 

常返大陸買菜和日用品 11 34% 

食少幾餐 18 56% 

向親友借錢 1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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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查研究問卷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中港分離雙程證單親家庭面臨之困難調查問卷 

你好！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正在進行一項研究，我們想瞭解中方單程證審批制度及香港入境政

策對不能獲批單程證的單親家庭所造成的影響，以爭取家庭團聚。你的個人資料本會將嚴格

保密，只作集體資料分析之用。 

 

A. 基本資料 

1．婚姻狀況：結婚年份        年   

   □離婚（離婚年期        年） □喪偶（丈夫去世年期        年） □正在辦理離婚 

2．開始來港照顧子女年份        年                        

3．所屬      省      市______鎮    戶籍所在地屬於： □城市     □農村 

4．現持證件類別：  □一年多簽  □三個月探親證  □十四日探親證  □七日旅行證 

5．單程證審批情況：□內地不接申請  □已遞交申請  □曾獲批准，現申請被拒絕 

已等待年期        年 

6．育有子女人數：            

7．子女基本資料： 

 子女 1 子女 2 子女 3 子女 4 子女 5 

性      別      

年      齡      

受教育程度      

是 否 港 生      

有無居港身份      

批准來港年份      
 

 

B. 經濟狀況 

現時家庭經濟情況： 

8．家庭每月主要收入來源 (可選多項) 

□子女綜援金 $                             □以往儲蓄 $            

□親友援助$                       □無收入           □其他                 

9．住房情況： 

a. 現居單位類型： 

□套房     □板間房/梗房      □籠屋/床位        □一個單位      □寄居親友 

□天臺屋   □臨時免費宿舍                □其他                            

b. 現居單位面積：          平方呎（1 平方米 = 9 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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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常飲食: 

a. 子女通常一日食幾餐    □三餐 □兩餐 □一餐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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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母親通常一日食幾餐    □三餐 □兩餐 □一餐 

c. 你和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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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不食，讓子女食飽 

     其他                             

11．醫療方面: 

a. 你在生病的時候有無看醫生    □有 □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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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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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顧子女，沒有時間看醫生 

 □沒有人可以陪同看病 

 其他                             

12．子女就學方面: 

a. 有無申請政府資助    □有 □無 

b. 有無任何開支不屬於政府資助範疇        □有 □無 

 若有，則是 □補充練習 □雜費 □規定參加之活動 □課外補習 □其他           

平均每學年所需費用為$         

 有否因為沒錢，以上應繳費用都無力繳納    □有 □無 

      c. 子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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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在當前經濟拮据的情況下，你通常用什麽方法節省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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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廢品、舊傢俱自用 

□常返大陸買菜和日用品 

□食少幾餐 

□向親友借錢 

       其他                             

為爭取家庭團聚： 

14．回大陸辦理簽注： 

   a. 你每次帶子女一起返大陸辦理簽注時，往返路費需要花費￥        ； 

   b. 每次辦理簽注需要時間        天，費用是￥        ； 

   c. 在大陸期間是否有地方居住 □有 □無 

    若無，則與子女在大陸期間的食宿共計￥        ； 

   d. 你是否曾遇到向發證機關送錢才可辦證的情況 □有 □無 

    若有，則送禮￥        ； 

15．你通常選擇返大陸辦證還是在香港續期 □返大陸 □在香港 

    若在香港續期，則續期費用是$        ，往返路費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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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上這些開支你是如何節省出來的？ 

                                                                             

 

C. 對母親身心健康的影響 

17．面對單程證審批困難重重、家庭經濟負擔沉重，你有無出現以下情緒：(可選多項) 

□整日焦慮不安 

□灰心失望，感到投訴無門 

□夜晚失眠，難以入睡 

□突然間情緒低落，忍不住哭泣 

□感覺受到歧視，內心自卑無助 

□無生存意志，有過輕生念頭 

其他                             

18．身體狀況： 

   a. 你有無長期病患    □有 □無    是何種病                            

   b. 你的身體狀況有否因現時壓力而愈來愈差   □有 □無 

若有，則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可選多項)  

□頭暈/疼 □胸悶 □四肢無力 □經常感冒 □心悸（心慌慌）□貧血 □其他               

 

D. 對子女的影響 

19．身體狀況： 

a. 子女有否因營養不良而影響身體成長發育    □有 □無 

b. 子女有無長期病患    □有 □無 （若選擇無，請直接回答 20 題） 

是何種病           □抑鬱症 □哮喘病 □睡眠窒息症 □經常咳嗽 □經常流鼻血 

□鼻敏感 □鼻竇炎 □骨科病     □其他                   

是否需經常求診     □是 □否         

病情有無因家庭經濟狀況而加重     □有 □無 

20．心裡及情緒方面，你的子女是否有過以下的表現：(可選多項) 

□脾氣暴躁 

□感覺受到歧視 

□無安全感 

□缺乏自信，感到自卑 

□焦慮不安 

□夜晚瀨尿 （若有，則你的子女年齡是      歲，瀨尿頻率是每月      次） 

□怕被他人知道自己家裡貧窮 

□在他人面前掩飾母親的大陸身份 

□非常依賴母親，缺乏獨立性 

其他                             

21．子女在隨母親返大陸期間，有無出現過以下情況：(可選多項) 

□水土不服，身體不適 

□夜晚突然瀨尿 

□因對大陸環境感到陌生而焦慮、恐慌，甚至哭泣 

其他                             

22．若子女隨同母親返大陸辦理簽注，則平均每年缺課日數為       天 

        子女的學習成績有否因此而受到影響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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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若母親獨自返大陸留子女單獨在港，則平均每年子女單獨在港日數為       天 

        通常子女由誰代為照顧： 

□親戚 

□朋友 

□請鄰居幫忙 

□出錢雇傭他人（若選擇該項，則費用支出為$        ） 

□無任何人，子女自己照顧自己（若選擇該項，則子女曾否遇到不安全情況  

□有 □無） 

□其他                          

 

E. 在港支援網絡 

24．你來港時，有甚麼人接應你？(可選多項)  

    □子女    □親戚    □朋友    □同鄉    □沒有人接應    □其他________     __ 

25．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有甚麼人曾經幫過你? (可選多項) 

    □在港親戚      □內地親友     □在港朋友/同鄉     □教會     

    □鄰居     □社工     □香港政府     □沒有人     □其他________________ 

 

F. 若子女隨母親回大陸團聚 

26．你是否可以將子女帶回大陸團聚          □是 □否 

   若否，則主要原因是：(可選多項) 

□家鄉貧窮 

□子女無法落戶當地 

□子女無法接受良好教育 

□沒有能力供養家庭、供子女讀書 

□沒有任何親友 

□沒有房屋居住 

其他                             

27．子女戶籍問題： 

    你曾否向當地公安局詢問過關於子女落戶內地就學的問題    □有 □無 

    若有，則中方的回覆是                                                         

28．現時家鄉支援網絡：家鄉有無親戚朋友可作經濟支援        □有 □無 

 

G. 獲批香港身份證之後 

29．若獲批香港身份證，你有什麽打算：(可選多項) 

□找一份工作 

□照顧好子女 

□自我增值 

其他                          

30．若獲批香港身份證，你的生活將發生什麽變化：(可選多項) 

□找到工作，家庭經濟情況好轉 

□不用依靠子女綜援生活 

□不再受到焦慮情緒困擾，心情好轉 

□身體狀況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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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身心狀況好轉 

□子女學業成績進步 

其他                           

 

 

受訪者姓名：                                                         年齡：                                

聯絡地址：                                                         電話 :                                

學歷： □未接受主流教育        □小學程度或以下      □初中程度（中三） 

                 □高中程度（中五至中七）   □大專或以上程度 

~~~~多謝你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