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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本澳家庭發展，完善鼓勵生育政策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2021年全年共有5,026名嬰兒誕生，按
年減少519人，是自2005年以來錄得的最低水準[1]。雖然，出生率下降
是全球發達地區的普遍現象，然而，本澳既面對出生率下降，同時面臨
社會人口的老齡化，突出的長者撫養比率將逐漸加大政府在社會保障方
面的支出，長遠來看將對社會可持續發展造成深遠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中亦表示，人口危機將威脅政治穩定和經濟，
並明確指出將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
略，顯示出生育鼓勵措施已上升至國家頂層設計的層面[3]。另外，今年8
月，國家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
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提出共二十點具體措施，以全面推動實現適度
生育水平，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有力支撐[4]。
 
　　反觀澳門，面對出生率持續下降，儘管政府多年來多次優化生育優
惠措施，並採納部分居民及婦女團體的意見，推出如免費產檢，延長產
假及制定侍產假，以及提升生育津貼等；但除疫情影響之外，準父母更
面臨著置業難、子女教育難、家庭照顧難等多個困難局面，致使鼓勵措
施的效果未如理想，亦顯示出有關措施未能直擊居民「生育難」的痛點，
仍然具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幾點質詢：

參考國家政策，明確提出購房租房傾斜政策、創建家庭友好型工1.
作場所以及提高家庭嬰幼兒照護能力等生育鼓勵措施，亦高度貼
合澳門社會上的主流意見。請問當局未來會否參考國家相關政策
經驗，優化本澳未來在生育政策方面的路向，以配合本地居民的
特質和需求為目的，制定完善鼓勵生育政策，切實解決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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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難」的問題？

 

有本地團體的研究指出，影響本地青年家庭生育的直接因素之一2.
是經濟問題[5]；雖然政府曾對出生津貼進行優化，但金額已三年
沒有進行調整，且為一次性的補貼措施，支援力度略有不足。為
此，請問當局是否考慮調升現有的出生津貼金額，進一步減輕家
庭生育的成本壓力，同時參考國內、外經驗，以一段時期為區間，
如針對三歲以下兒童每月向其父母派發生育補貼，以實際支援新
手父母的經濟壓力？

 

除「生育難」外，政府更要重視「想生但生不到」的夫婦需要；3.
參考本澳醫療團體的數據指出，本澳有近15%的適育家庭面臨生
理上的生育困難，我們過去亦持續關注並反映相關市民的訴求，
建議政府在有關醫療服務上為市民提供更適切的支援；現時，國
家亦重視有關需要，提出要加強生殖健康服務，北京市亦已公佈
將16項輔助生殖技術專案納入醫保範圍[6]。請問當局未來會否改
變輔助生殖技術為非必要手段的思維，加強並完善在有關服務方
面的資源投入，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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