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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對生育意向的看法」意見調查報告書 

一、 前言 

九龍社團聯會青年事務委員會於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6 日晚上，進行了一項「青年對生育意向的看法」

意見調查，了解現今青少年對於生育下一代的意見及看法。調查以電腦隨機抽樣方式進行。 

 

是次意見調查的回收情況如下： 

z 電話訪問數目：9843 個 

z 成功問卷數目：1131 份 

z 成功回收率：11.5% 

 

二、 調查結果 

1. 受訪者的資料概況 

 

在 1131 個受訪者中，年齡分佈為：16 至 20 歲的佔 30.2%，21 至 25 歲的佔 18%，26 至 30 歲的佔 21.5%，

而 31 至 35 歲則佔 30.2% (參閱附表一)。被訪者以 16 至 20 歲以及 31 至 35 歲的人士為最多。 

 

在婚姻狀況方面，未婚人士佔 65.8%，已婚人士佔 31%，離婚人士佔 2.4%，喪偶的則佔 0.3% (參閱附

表二)，被訪者以未婚人士佔最多數。在跟進問題方面，在已婚、離婚及喪偶的受訪者中，表示已生育的佔

61.7%，表示沒有的佔 37.6% (參閱附表三)；在表示已生育的受訪者中，生育 1 至 2 名的佔最多，分別為 39%

及 42.7%，生育 3 名及 3 名以上的則分別佔 12.2%及 4.9% (參閱附表四)。 

 

在就業情況方面，學生佔的比例為 31%，在職的佔 54.1%，家庭主婦的為 8.5%%，待業的有 6.1% (參閱

附表五)。 

 

在學歷方面，中三或以下的佔 17.8%，中四至中七的有 52%，而大專或以上程度的佔 29.4% (參閱附表

六)。 

 

至於家庭每月收入方面，$5,000 以下的佔 4%，$5,000 - $10,000 的佔 15.9%，$10,001- $15,000 的有 22.8%，

$15,001- $25,000 的佔 21.5%，$25,001- $50,000 的佔 14.6%，$50,000 以上的佔 2.9% (參閱附表七)。 

 

男女比例方面，分別為 45.6%及 54.4% (參閱附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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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年齡 (頻數=1131)

26-30歲

21%

31-35歲

30%

21-25歲

18%

16-20歲

31%

附表二：婚姻情況 (頻數=1131)

離婚

2%

喪偶

1%
不願透露

0%

已婚

31%

未婚

66%

 

 

 

 

 

 

 
附表三：有沒有生育子女 (頻數=399)

(受訪對象為已婚/離婚/喪偶/不願透露)

不願透露

1%
沒有

38%

有

61%

附表四：有多少名子女 (頻數=246)

(受訪對象為表示已生育子女人士)

3名

12%

3名以上

5%
不願透露

1%

2名

43%

1名

39%

 

 

 

 

 

 
附表五：就業情況 (頻數=1131)

家庭主婦

8%

待業

6%
不願透露

0%

在職

55%

學生

31%

附表六：學歷 (頻數=1131)

大專或以上

29%

不願透露

1%

中四至中七

52%

中三或以下

18%

 

 

 

 

 

 

 

 

 

 

 

 

 

 

 

附表七：家庭每月收入 (頻數=1131)

$15,001-$25,000

21%

$10,001-$15,000

23%$25,001-$50,000

15%

$5,000-$10,000

16%

$5,000以下

4%$50,000以上

3%

不願透露

18%

附表八：性別 (頻數=1131)

女

54%

男

46%

 

 

2. 受訪者對於生育的意向 

 

根據調查顯示，有約 3 成 3 (32.9%) 受訪者表示在將來「絕對會」(11.7%)及「多數會」(21.2%)考慮生

育，而有約 3 成 5 (35.3%) 受訪者則表示在將來「絕對不會」 (19.4%)及「多數不會」(15.9%)考慮生育，而

有約 3 成 2(31.8%)的受訪者對於生育表示「暫時未肯定或無意見」(參閱附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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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數據分析下，未婚人士表示會生育的佔 42.3%，表示不會生育的則佔 22.2%，其餘的 35.5%受訪

者則表示未肯定或無意見。至於在已婚、離婚以及喪偶者中，主要傾向不會生育的為多。 

 

在另一交叉數據分析下，在有生育與沒有生育的人士當中，有生育子女的受訪者表示在將來不考慮生

育的意向十分強烈，佔 70.7%，而表示會考慮再生育的只有不足 1 成(9.7%)，至於未有生育的受訪者中，表

示不會生育的佔 40%，而表示會生育的則只有 24%。總括而言，已生育的受訪者對於不再考慮生育的意向

較未有生育的人士為高 (參閱附表十)。 

 ( =1131)附表九：你將來會不會考慮生孩子？ 頻數

99 21 12 132

13.3% 6.0% 44.4% 11.7%

216 24 240

29.0% 6.8% 21.2%

60 147 9 3 219

8.1% 41.9% 33.3% 50.0% 19.4%

105 66 6 3 180

14.1% 18.8% 22.2% 50.0% 15.9%

264 93 3 360

35.5% 26.5% 100.0% 31.8%

744 351 27 6 3 113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Count
% within 你的
婚姻情況是：

絕對會

多數會

絕對不會

多數不會

暫時未肯定/無意見

你將
來會
不會
考慮
生孩
子？

Total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不願透露

你的婚姻情況是：

Total

( =399) / /附表十：你將來會不會考慮生孩子？ 頻數 受訪對象為已婚 離婚 喪偶及不願透露
人士

18 15 33

7.3% 10.0% 8.3%

6 21 27

2.4% 14.0% 6.8%

129 30 159

52.4% 20.0% 39.8%

45 30 75

18.3% 20.0% 18.8%

48 54 3 105

19.5% 36.0% 100.0% 26.3%

246 150 3 399

100.0% 100.0% 100.0% 100.0%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Count
% within 你有沒
有生育子女：

絕對會

多數會

絕對不會

多數不會

暫時未肯定/無意見

你將
來會
不會
考慮
生孩
子？

Total

有 沒有 不願透露

你有沒有生育子女：

Total

 

 

在跟進問題方面，對於會在將來生育的受訪者中，以「享受家庭樂趣」為最主要的考慮因素，佔39.5%，

其次為「喜歡小孩子」，有35.5%，其餘則有「傳宗接代責任」(10.5%)及「養兒防老」(3.2%)等 (參閱附表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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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2)附表十一：你考慮將來生孩子的原因 頻數

39 10.5 10.5 10.5
12 3.2 3.2 13.7

132 35.5 35.5 49.2
147 39.5 39.5 88.7
15 4.0 4.0 92.7
27 7.3 7.3 100.0

372 100.0 100.0

傳宗接代責任

養兒防老

喜歡小孩子

享受家庭樂趣

其他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至於表示不生育的受訪者中，普遍認為「經濟負擔大」為主要考慮因素，佔33.8%，其次的為「教育及

供養責任」，佔19.5%，而其餘的包括「享受自由生活」(8.3%)、「工作忙碌無時間」(7.5%)、「難以兼顧工

作及家庭」(3.8%)、其他 (17.3%) 以及無意見等 (參閱附表十二)。 

 ( =399)附表十二：你不考慮將來不生孩子的原因 頻數

135 33.8 33.8 33.8
78 19.5 19.5 53.3
15 3.8 3.8 57.1
30 7.5 7.5 64.6
33 8.3 8.3 72.9
3 .8 .8 73.7

69 17.3 17.3 91.0
36 9.0 9.0 100.0

399 100.0 100.0

經濟負擔大

教育及供養責任大

難以兼顧工作及家庭

工作忙碌無時間

享受自由生活

難找結婚對象

其他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3. 受訪者對於政府推行鼓勵生育政策的意見 

 

對於政府應否推行鼓勵生育政策問題上，受訪者普遍表示支持，有超過一半 (52.8%) 受訪者認為「應

該」，而只有12.2%認為不應該，表示「無意見」的則有35% (參閱附表十三)。而在跟進問題方面，較多受

訪者認為落實「免費幼兒教育」政策能夠有效鼓勵港人生育，佔27.6%，其次是「提升本港教育質素」，佔

25.6%，而「提高子女免稅額」則佔20.1%，而其餘的分別有「增加托兒支援服務」(9.6%)、「增加宣傳工作」

(7.5%)、「無意見」(6.1%)等 (參閱附表十四)。 

( =1131)附表十三：你認為政府應否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 頻數

597 52.8 52.8 52.8
138 12.2 12.2 65.0
396 35.0 35.0 100.0

1131 100.0 100.0

應該

不應該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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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附表十四：你認為以下哪些政策能夠有效鼓勵生育？ 頻數

120 20.1 20.1 20.1
165 27.6 27.6 47.7
57 9.6 9.6 57.3
45 7.5 7.5 64.8

153 25.6 25.6 90.4
21 3.5 3.5 93.9
36 6.1 6.1 100.0

597 100.0 100.0

提高子女免稅額

免費幼兒教育

增加托兒支援服務

加強宣傳工作

提升本港教育質素

其他

無意見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三、 調查結果分析 

1. 青年對於生育意向意見分歧以及未有清晰方向 
 

從調查結果顯示，表示生育與不生育的受訪者人數十分相近，分別為 32.9%以及 35.3%，反映出現時

青年人對於生育的意向較為分歧；另一方面，受訪者表示「暫時未肯定 / 無意見」的亦佔 31.8%，比例相

對較高，反映出不少青年對於將來生育未有確實的傾向及決定，屬有生育潛力的一群。 

 
2. 未婚青年較已婚青年的生育意向為高 
 
根據調查結果，未婚的受訪者表示考慮生育的約有 4 成 3 (42.3%)，遠高於已婚人士的 12.8%。相反，

已婚人士表示不考慮生育的則佔 60.7%，遠高於未婚人士 (22.2%) 的意見，這一方面反映出未婚人士的生

育意向較已婚人士的為高，生育意向潛力較強，另方面亦反映出已婚人士所顧慮的生育條件較未婚人士的

為多，例如經濟及教養子女等條件。 
 
3. 享受家庭樂趣是較多受訪者考慮生育的主要原因 

 
在調查結果顯示，在 372 名表示考慮生育的受訪者中，認為「享受家庭樂趣」屬主要原因的佔 39.5%，

而其次則是「喜歡小孩子」，佔 35.5%。其實，「享受家庭樂趣」以及「喜歡小孩子」有著很密切的關係，

這反映家庭對於不少考慮生育的受訪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至於一些傳統的觀念如「傳宗接代責任」以

及「養兒防老」等已不再構成主要原因。 
 

4. 經濟問題是較多受訪者不考慮生育的主要原因 
 
不少青年受訪者認為，不考慮生育的主要原因為「經濟負擔大」，經濟的壓力令不少受訪者對於生育感

到卻步，負擔很大；其次是「教育及供養責任大」，都成為青年受訪者不考慮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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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青年普遍支持特區政府推行鼓勵生育的政策措施 

 
根據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推行鼓勵生育的政策，而當中，認為由教育方

面入手能夠有效鼓勵生育。在 597 名受訪者中，「免費幼兒教育」以及「提升本港教育質素」都是較多受訪

者認為能夠有效鼓勵生育，這兩項措施都涉及到香港整體教育的政策，一方面涉及教育的經濟開支，另方

面涉及到教學的質素及子女的管教問題。而其次則是「提高子女免稅額」等，反映不少青年期望政府能完

善教育政策，鼓勵生育。 
 

四、 建議 

 
香港的出生率不斷下跌，總和出生率屬於發達國家最低的水平，特區政府正就香港未來人口的可持續

發展正展開研究，從本會所進行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仍有不少青年人考慮生育，尤以未婚者為主，而同時

亦有不少青年人未有作出決定，政府可藉此時，制定一些鼓勵生育的措施，令香港人口能夠持續地發展，

加上普遍青年受訪者同意支持政府制定鼓勵措施，故此，本會綜合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營造良好的就業環境 

在調查結果中，表示不考慮生育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問題屬主要因素；因此，政府要真正鼓勵生育，就

需要針對經濟方面推行措施才行。經濟問題涉及到就業情况、工作環境、收入狀況、進陞機會等範圍。目

前，香港現時有不少行業的工作時間過長，上班族要面對超時工作的壓力，嚴重影響家庭生活，更遑論談

及生育兒女的問題。五天工作制推廣至私人企業，以及提倡「彈性上下班時間」，並且對「標準工時」的立

法展開可行性研究，為僱員締造更良好的工作環境。過低的工資亦是造成工作時間過長的原因。不少低下

階層的人士由於面對低工資的問題，需要透過更長的工作時間彌補工資，往往造成很大的工作壓力以及缺

乏適當的休息，在這個情況下，生育必然會造成更大的經濟負擔。 

本會認為：特區政府要把香港經濟搞好，提升投資環境，強化競爭優勢，改善「低工資、長工時」的

就業情况。本會建議： 

(a) 政府積極把五天工作制推廣至私人企業，以及提倡「彈性上下班時間」，並且對「標準工時」的立

法展開可行性研究，為僱員締造更良好的工作環境。 

(b) 政府雖然在剛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工資保障運動」代替最低工資的立法，但本會認為若

運動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就需要加快個別行業展開最低工資的立法研究工作，紓解經濟壓力。 

(c) 鼓勵青年透過持續教育來提升自我能力和素質，不斷地改善和提高生活質素。 

 

2. 建構和諧家庭，推動落實家庭友善政策 

調查結果顯示出，在表示考慮生育的受訪者中，認為享受家庭樂趣以及喜歡小孩子是他們生育的主要

原因。政府在提倡鼓勵生育時，應該從建立家庭以及家庭的宣傳及推廣工作上下功夫。特首曾蔭權在施政

報告中提出，提出考慮設立「家庭事務委員會」，更有效地協調政策及資源，處理不同年齡和性別人士的事

務，本委員會認為：特區政府可透過家庭事務委員會的設立，向社會大眾宣傳建立家庭的重要性，並且推

廣家庭核心價值，透過家庭教育，鼓勵家庭成員中的青年生育，才是湊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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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理想的家庭，成員之間建立了互愛、互助和互諒的密切關係，獲得心靈上的慰藉和滿足，使家庭

有良好的凝聚力。「重親情、享天倫」這種良好的關係需要成員對家庭有承擔，有責任，肯付出(包括物質、

教育和時間)，良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庭氣氛。本會認為：政府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落實，對發揮家庭功能和

構建和諧家庭有正面意義，將有助於鼓勵青年生育。 

 

3. 完善本港教育政策 

 

從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較為期望政府能夠落實「免費幼兒教育」作為鼓勵生育的有效措施。受訪者

亦同時表示，經濟因素減低了他們的生育意欲，尤其對於不少已婚青年造成很大的負擔；故此，本會認為

政府在研究鼓勵生育的同時，需要認真考慮落實免費幼兒教育的教育政策。本會建議： 

 

i. 制定免費幼兒教育的措施 

 
特首曾蔭權最近公佈了新一年度的施政報告，在幼兒教育方面，建議以「學券」形式為 3 至 6 歲兒童

的家長提供學費資助，確實踏出了重要的一步，減輕不少低下階層家庭的經濟負擔，值得支持。然而，根

據最高的資助金額，即 1 萬 3 千元，普遍來說大多只能夠減輕約一半的幼稚園學費，家庭負擔仍然十分之

重，需知道幼兒教育對於全人的發展極為重要，從長遠的發展來看，政府必須認真考慮免費幼兒教育政策

的實施，本會倡議，政府應把 9 年免費教育申延至 12 年，惠及幼兒教育，並且盡快進行研究，回應市民訴

求。 

ii. 提升本港教育質素 

 

本港教育質素的高低確實影響港人的生育意向。本會認為，要提升港人對於整體教育的信心，政府首

先需要進一步加強師資的培訓；其次，則是舒緩學生在學習上的壓力，如減低考試所帶來的困擾及壓力，

完善考試制度；另一方面，是加強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的照顧，如加快落實小班教育的政策，為學生提供

更良好的學習環境，增加教與學的樂趣；而更重要的是，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教學課程，令學生能夠「學

以致用」，不要再以「背誦」作為教學的方式，融貫通識教學，提升學生的應對能力。 

 

4. 制定經濟誘因 

 

受訪者亦表示，期望政府透過製造經濟誘因，以鼓勵生育，如考慮提高子女免稅額等。特區政府於 2005

年的財政預算案中，將每名子女的免稅額由 3 萬元提升至 4 萬元，雖然製造了不少誘因，但未能對香港出

生率下降的問題對症下藥。其實，香港的出生率問題的癥結在於不少已婚人士傾向不生育，而非生育多少

孩子的問題。因此，本會認為，政府應該側重於如何鼓勵港人生育，而非曾特首所說的三孩政策 (即鼓勵

每家庭生育 3 名孩子)，本會建議，政府在明年的財政預算中，應該把首兩名子女的免稅額稍為提升，如提

升至 5 萬元，增加吸引性，亦同時減低市民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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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樣本 

 

青年對生育意向的看法意見調查 

 

你好，我地係九龍社團聯會，我地進行緊一項有關「青年對生育意向的看法」意見調查，請問… 
 
Q1. 你的年齡是：唔好意思，我地今次訪問對象係青年人，打擾晒你，多謝接受訪問！

1. □ 16-20    2. □ 21-25    3. □ 26-30    4. □ 31-35 
 
Q2. 你的婚姻狀況是： 

1. □ 未婚      [往 Q5.] 
2. □ 已婚      [往 Q3.] 
3. □ 離婚      [往 Q3.] 
4. □ 喪偶      [往 Q3.] 
5. □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往Q3.] 

 
Q3. 你有沒有生育子女：     

1. □ 有       [往 Q4.] 
2. □ 沒有      [往 Q5.] 

3. □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往Q5.] 
 
Q4. 你有多少名子女：    [往 Q5.] 

1. □ 1      2. □ 2    3. □ 3    4. □ 3 名以上   
5. □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Q5. 你將來會不會考慮生孩子？ 

1. □ 絕對會      [往 Q6.] 
2. □ 多數會      [往 Q6.] 
3. □ 絕對不會     [往 Q7.] 
4. □ 多數不會     [往 Q7.] 
5. □ 暫時未肯定  /  無意見  [往 Q8.] 

 
Q6. 你考慮將來生孩子的原因是：(請選擇 1 項)    [往 Q8.] 

1. □ 傳宗接代責任   2. □ 養兒防老    3. □ 喜歡小孩子 
4. □ 享受家庭樂趣   5.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 6. □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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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你不考慮將來生孩子的原因是：(請選擇 1 項)   [往 Q8.] 

1. □ 經濟負擔大    2. □ 教育及供養責任大  3. □ 難以兼顧工作及家庭  
4. □ 工作忙碌無時間   5. □ 享受自由生活   6. □ 難找結婚對象 
7.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 無意見 
 

Q8. 你認為政府應否推行鼓勵生育的政策？ 
1. □ 應該      [往 Q9.] 
2. □ 不應該      [往個人資料] 
3. □ 無意見      [往個人資料] 

 

Q9. 你認為以下哪些政策能夠有效鼓勵生育？(請選擇 1 項) 
1. □ 提高子女免稅額   2.□ 免費幼兒教育   3.□ 增加托兒支援服務 
4. □ 加強宣傳工作   5.□ 提升本港教育質素  6.□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 
7. □ 無意見 
 

個人資料：我地想問番你少少個人資料，方便問卷既分析，有關資料會絕對保密。 

 
Q10. 學歷： 

1. □  中三或以下   2. □  中四至中七      3. □  大專或以上    

4.□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Q11. 就業情況： 

1. □  學生    2. □  在職       3. □  家庭主婦    4. □  待業 

5.□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Q12. 家庭每月收入： 

1. □  $ 5,000 以下    2. □  $ 5,000 - $ 10,000    3. □  $ 10,001 - $15,000 

4. □  $ 15,001 - $25,000   5. □  $ 25,001 - $50,000   6. □  $ 50,000 以上 

7.□  綜援家庭 (不用說明)  8.□ 不願透露 (不用說明) 

 

Q13. 性別: (不用說明) 

1. □  男     2. □  女 

 

~~問卷資料，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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