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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每年的三月八日均為婦女節，傳統觀念及社會文化認為婦女的幸福繫於家庭，而且丈夫子

女齊備的家庭方為完整家庭；但隨著社會變遷，近年結婚人數日趨下降但離婚數字日趨上

升，意味著社會上已出現多樣化的家庭結構。為了解香港婦女對家庭模式的的看法及感

受，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二零零七年進行了一個「家庭模式與香港婦女壓力之關係」的調

查。 

(二) 目標 

調查目標：了解婦女對家庭模式的看法及感受 

(三) 調查對象 

年齡介乎 18 -60歲的婦女，是次調查共訪問了108位婦女，她們主要為已婚婦女，單親婦

女次之，其餘則為未婚及曾結婚惟現在單身者。 

(四) 調查方法 

調查以方便抽樣法抽樣，訪談對象為參與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轄下各服務單位參與婦女小組

的婦女 

(五) 問卷內容 

問卷問題包括： 

   (甲) 被訪者背景 

   (乙) 香港婦女心目中理想的家庭模式及選擇原因 

   (丙)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被訪者的感覺、壓力及其來源 

   (丁) 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被訪者的感覺、壓力及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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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調查結果分析 

 
(甲) 被訪者背景： 
 

 年齡 

受訪婦女主要年齡介乎31至50歲﹝82.4%﹞[表一] 

 

 學歷 

超過四分三受訪婦女為中三或以下低學歷人士

﹝77.8%﹞[表二] 

 

 婚姻狀況 

六成受訪婦女為己婚人士 (61%) ，其次為單親約佔三

成 (29.6%) ，未婚者則佔8.3%。[表三] 

 

 居港年期 

五成被訪者為自大陸移居香港未滿七年者﹝50.9%﹞，

另外有一成多為居港愈七年之新移民 (11.1%)，其餘差

不多四成﹝38%﹞為香港出生的婦女。[表四] 

表一 人數 百分比 

18至30 10 9.3 

31至40 54 50.0 

41至50 35 32.4 

51至60 9 8.3 

 總數 108 100.0 

表二 人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28 25.9 

中一至中三 56 51.9 

中四至中五 20 18.5 

預科 1 .9 

大專或以上 2 1.9 

無答 1 .9 

總數 108 100 

 表三 人數 百分比 

未婚 9 8.3 

已婚 66 61.1 

單親 32 29.6 

單身曾結婚 1 .9 

總數 108 100.0 

表四 人數 百分比 

未滿7年 55 50.9 

7年或以上 12 11.1 

香港出生 41 38.0 

總數 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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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理想家庭模式及其選擇原因 

 

理想家庭模式 

八成多﹝81.5%﹞被訪者選擇有丈夫子女的家

庭模式，另外一成多﹝10.2%﹞選擇有丈夫子

女及與家人同住，即合共九成多﹝91.7%﹞選

擇有丈夫有子女的家庭模式；另外有3.7%選擇

有丈夫沒子女，只得2.8%選擇獨身與父母同

住，可見現代婦女對家庭模式的追求仍然十分

傳统。 [表五] 

   
想法來源 

近七成﹝67%﹞ 受訪婦女表示理想家庭模式

的想法來自傳统觀念；二成多﹝23%﹞來自父

母教導，可見香港婦女選擇理想家庭模式，主

要來自傳统觀念。[表六] 

 

  
現實與理想家庭模式是否相同 

半數﹝50%﹞受訪婦女表示現在身處的家庭模

式與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並不相同，另半數

表示相同。[表七] 

 

 

表五 人數 百分比 

有丈夫子女 88 81.5 

有丈夫沒子女 4 3.7 

任何模式 1 .9 

獨身與父母同住 3 2.8 

有丈夫子女及與家人同住 11 10.2 

沒有回答 1 .9 

總數 108 100.0 

表六 N=108 人數 百分比 

傳统觀念 72 67 

父母教 25 23 

親戚朋友影响 8 7 

課本 6 5 

傅媒 4 4 

表七  人數 百分比 

不同 54 50 

相同 54 50 

總數 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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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被訪者的感覺、壓力及其來源 

 

與理想家庭模式有何不同 

在 54位表示現有模式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
被訪者內，有30位即五成半﹝55.6%﹞期望找
到伴侶却未成功，另外有超過一成﹝14.8%﹞
表示因為沒有伴侶及子女，一成 ﹝11.1%﹞ 
未能子女兼備，亦有近一成 ﹝9.3%﹞ 沒子也
沒女，對被訪者來說，丈夫伴侶是理想家庭的
最重要原素﹝合併計算達70.4%﹞，子女為第
二重要﹝合併計算達35.2%﹞。[表八]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感覺分類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被訪者，對此大部份

﹝85.2%﹞都有負面感受，三成半﹝35.2%﹞感到遺

憾，近三成﹝29.6%﹞ 表示因而感到不開心；超過一

成半﹝16.7%﹞感到辛苦。雖然如此，仍有近兩成 

﹝18.5%﹞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被訪者，感到開

心。[表九] 

  

 (延續表九)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但感到開心內容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有否壓力 

七成﹝72.2%﹞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被訪者表示因此而

感到有壓力。[表十] 

 

 表八  人數 百分比 

沒有伴侶 30 55.6 

沒有伴侶及子女 8 14.8 

未能子女兼備 6 11.1 

沒子也沒女 5 9.3 

沒長輩同住 3 5.6 

多了長輩同住 2 3.6 

總數 54 100.0 

表九   N=54 人次 百分比 

遺憾 19 35.2 

不開心 16 29.6 

開心 10 18.5 

辛苦 9 16.7 

無奈 2 3.7 

沒感覺 2 3.7 

婚姻狀況 感覺 

未婚 無乜特別感覺，自己仲細，冇咁快去諗結婚，現在幾好，自由啲 

未婚 開心自己鐘意點就點，唔駛你就我，我就你，但調轉頭來講，得自己一個女人生活，有時候，

會俾人「蝦」，有個男人同住唔會俾人「蝦」，感覺唔開心，但又無奈。 

巳婚 幾好 

單親 幾好， 自由自在，算幾好， 如果有個人，又要煮飯，好多控制 

單親 如果齊人都不開心，不如自己一個人過，唔開心…，選擇自己生活方式，宜家開心，自己可

以自由過，唔使睇人面色，可以過自己選擇嘅生活模式 

單親 幾開心，習慣咗 

單親 無感覺，係佢(前夫)對我哋唔好，咁多年都係無理過我哋， 有咩事都係我自己獨力承擔， 覺

得宜家同以前都無分別，宜家仲好，唔使理佢，只係理班細路，起碼都舒服啲 

單親 覺得無以前咁開心，覺得生活係困難啲，但係同時發現同老公分開係好啲，起碼生活唔使成

日同老公鬧交。 

單親 好開心，睇開咗，唔覺係咩一回事 

單親 都開心，唔係去唔到理想就唔開心架嗎！係都有無奈，唔係自己控制，迫住兩條路都要揀架! 

 表十 人數 百分比 

有 39 72.2 

沒有 15 27.8 

總數 5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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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產生的壓力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壓力主要為「獨力支撐感到辛苦」

﹝14/39﹞；其次為「家人/朋友向其施壓」 ﹝11/39﹞及「缺

乏支持」 ﹝11/39﹞，其餘則為感到「虧欠子女」﹝8/39﹞。[表

十一]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壓力的來源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而又感到壓力的被訪者表示壓力來源首要

來自自己﹝21/39﹞ ，其次是傳统思想﹝11/39﹞及親人﹝9/39﹞。

[表十二] 

  

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解決壓力的方法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而又感到壓力的被訪者大多選擇以逃

避解決其壓力﹝17/39﹞，其次是選擇與人傾談﹝9/39﹞。[表

十三] 

 

與理想模式不同又感覺有壓力會否放棄 

但在與理想模式不同並因此而感到有壓力群組裏﹝39

人﹞，當中大部份﹝24/39﹞仍不會放棄追求。 

[表十四] 

 

表十五  與理想模式不同又感覺有壓力的原因分類 (N=39) 

在與理想模式不同又感到壓力

的組群中﹝39人﹞有近半﹝19

人﹞仍不選擇放棄追求理想中

的家庭模式，原因是傳统思想所

致。[表十五] 

表十一  N=39 人次 

獨力支撐感到辛苦 14 

家人朋友施壓 11 

缺乏支持 11 

自己情緒不穩 2 

對子女有所虧欠 8 

經濟壓力 5 

自覺比別人要差 3 

家庭關係差 2 

表十二   N=39 人次 

自己的要求 21 

屋企人/親戚 9 

傳統思想 11 

朋友 3 

表十三   N=39 人次 

逃避 17 

與人傾談 9 

盡力去做 6 

覺得不可能解決 2 

自己諗開啲 5 

表十四 人數 百分比 

會 14 35.9 

不會 24 61.5 

沒有回答 1 2.6 

總數 39 100.0 

  人數﹝39人﹞ 

不選擇放棄 24 傳統思想 19 

現正努力維繫 2 

沒有回答 3 

選擇放棄 14 一直都是如此 2 

要維繫感到辛苦 5 

感到無奈，爭取不到唯有放棄 7 

沒有回答  1 

總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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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被訪者的感覺、壓力及其來源 

 

 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的感覺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的組群中只有不足五成

﹝48.2%﹞表示感到滿足及開心，此外，有近三成

﹝29.7%﹞ 表示感到「辛苦/不開心」及「感到壓

力」。[表十六] 

  

 與理想模式相同會否努力維繫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的組群中，大部份

﹝74.1%﹞表示會努力維繫，只有兩個不會堅持，

因為不能支撐下去。[表十七] 

   

 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而又維繫的原因 

在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組群裏﹝54
人﹞，願意努力維繫的主要原因是「傳统
的家庭模式」﹝42.6%﹞，第二主因是「怕
影響子女」﹝31.5%﹞，很少人﹝7.4%﹞因
為「現在開心想繼續」。 [表十八] 

 
 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會否害怕失去 

在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組群裏﹝54人﹞，六成

半﹝64.8%﹞表示害怕失去現在的理想家庭模式。 

[表十九] 

  

表二十 模式相同會否怕失去原因 

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組群，怕
失去的原因均屬傳统文化影
響，當中過半數﹝57.1%﹞怕失
去倚靠，二成半﹝25.7%﹞怕失
去完整家庭，二成多﹝22.9%﹞
怕影響子女。 [表二十] 

 
現實模式與理想相同群組 若理想不再存在的感覺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組群裏，若理想模式不存
在的話，她們大多會出現負面感受，她們當中有
四成半﹝44.4%﹞ 表示會「感到唔開心/傷心」；
有近三成﹝27.8%﹞「覺得會撑唔住」；有一成
﹝11.1%﹞表示會「失去生存意義」。[表二十一] 

 

表十六   N=54 人次 百分比 

滿足/開心 26 48.2 

辛苦/不開心 13 24.1 

感到壓力 3 5.6 

沒有特別的感覺 3 5.6 

表十七   N=54 人次 百分比 

會 40 74.1 

不會 2 3.7 

冇答 12 22.2 

總數 54 100 

表十八   N=54 人次 百分比 

現在開心想繼續 4 7.4 

這是傳統的家庭模式 23 42.6 

有感情驚頭家散 5 9.3 

怕影響子女 17 31.5 

怕孤獨終老 4 18.6 

表十九 人數 百分比 

怕 35 64.8 

不怕 6 11.1 

冇答 13 24.1 

總數 54 100 

模式相同怕失去原因  

(N=35) 

人

次 百分比 

模式相同不怕會失去原因 

(N=6) 

人

次 

怕失去倚靠 20 57.1 順其自然 2 

怕影響子女 8 22.9 接受事實不作強求 3 

怕失去完整家庭 9 25.7 有信心可維持現狀 1 

怕一個人孤單 4 11.4   

表二十一 N=54 人次 百分比 

會唔開心/傷心 24 44.4 

失去生存意義 6 11.1 

覺得好孤獨/冇助/撑唔住 15 27.8 

可能是一個解脫 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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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相同維持有否壓力 

在與理想家庭模相同的群組裏，近五成半

﹝53.7%﹞表示感到維持家庭模式的壓力。 [表二

十二] 

  

 模式相同維持有何壓力分類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以單一原因

計，最多人﹝11/29﹞因為「夫妻關係差，但仍努力維

持」而感到壓力，但若綜合「怕自己破壞自己家庭」、

「怕失去丈夫」及「怕失去依靠」各式樣的害怕，原

來「害怕」是大部分﹝13/29﹞壓力的來源。 [表二十

三] 

  

 模式相同壓力來源分類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壓力主要來自傳統思想。 

[表二十四] 

  

 模式相同壓力解決方法分類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大部份﹝21/29﹞均沒有

積極地處理她們的壓力，只有小部份﹝8/29﹞會找人傾訴。 [表

二十五] 

  

    

模式相同却有壓力會否放棄 

原來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但又面對壓力的群組裏﹝29人﹞，大部

份﹝19人﹞都不會放棄理想家庭模式。 [表二十六] 

 

表二十七 模式相同會否放棄原因分類(N=29) 
在與理想相同但有壓力的組

群中，當對丈夫或子女心死或

壓力太大才放棄﹝共6人﹞；

至於不放棄者的主因是傳统

文化﹝共14人﹞。[表二十七] 

 

 

 

 

表二十二 人數 百分比 

有 29 53.7 

沒有 13 24.1 

沒有回答 12 22.2 

總數 54 100 

表二十三 N=29 人數 

怕自己破壞自己家庭 4 

怕失去丈夫 5 

怕失去依靠 4 

夫妻關係差，但仍努力維持 11 

沒有回答 5 

表二十四 N=29 人數 

家人 10 

傳統 10 

自己想得多 9 

表二十五 N=29 人數 

沈默 9 

找人傾訴 8 

感無助 12 

表二十六 人數 

會 6 

不會 19 

沒想過 4 

總數 29 

放棄原因 人數 不放棄原因 人數 其它 人數 

對丈夫心死 3 有感情 2 冇諗過 4 

對子女心死 2 怕影響子女 1   

壓力太大 1 傳統文化 14   

  沒有回答 2   

總數 6 總數 19 總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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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現實與理想家庭模式配對及其壓力感受 

 

現實與理想家庭模式配對及其壓力感受 

﹝50%﹞受訪婦女表示現在身處的家庭模式與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並不相同，﹝50%﹞表示相

同；但原來不管現實狀況與理想家庭模式是否相同，大部分被訪者﹝合共63%﹞的內心都感受到

壓力，只有25.9%表示沒有感到壓力。 [表二十八] 
 

 

表二十八 人數 % 壓力 人數 %  
有壓力 沒有壓力 沒有回答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不同 
54 50 

有壓力 39 36.1  39 36.1     

沒壓力 15 13.9    15 13.9   

相同 
54 50 

有壓力 29 26.9  29 26.9     

沒壓力 13 12.0    13 12.0   

沒有回答 12 11.1      12 11.1 

   人數 108  小計人數 68  28  12  

   %  100% 小計%  63.0%  25.9%  11.1 

總數 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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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調查結果概覽： 

1. 受訪婦女主要年齡介乎31至50歲﹝82.4%﹞。 [表一] 

2. 超過四分三受訪婦女為中三或以下低學歷人士﹝77.8%﹞。 [表二] 

3. 六成受訪婦女為己婚人士﹝61%﹞ ，其次為單親約佔三成﹝29.6%﹞ ，未婚者則佔8.3%。 [表

三] 

4. 五成被訪者為自大陸移居香港未滿七年者﹝50.9%﹞，另外有一成多為居港愈七年之新移民 

﹝11.1%﹞，其餘差不多四成﹝38%﹞為香港出生的婦女。 [表四] 

5. 八成多﹝81.5%﹞被訪者選擇有丈夫子女的家庭模式，另外一成多﹝10.2%﹞選擇有丈夫子女

及與家人同住，即合共九成多﹝91.7%﹞選擇有丈夫有子女的家庭模式；另外有3.7%選擇有

丈夫沒子女，只得2.8%選擇獨身與父母同住，可見現代婦女對家庭模式的追求仍然十分傳统。 

[表五] 

6. 近七成﹝67%﹞受訪婦女表示理想家庭模式的想法來自傳统觀念；二成多﹝23%﹞來自父母

教導，可見香港婦女選擇理想家庭模式，主要來自傳统觀念。 [表六] 

7. 半數﹝50%﹞受訪婦女表示現在身處的家庭模式與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並不相同，另半數

表示相同。 [表七] 

8. 在 54 位表示現有模式與理想家庭模式不同的被訪者內，有 30 位即五成半﹝55.6%﹞期望

找到伴侶却未成功，另外有超過一成﹝14.8%﹞表示因為沒有伴侶及子女，一成﹝11.1%﹞未

能子女兼備，亦有近一成﹝9.3%﹞沒子也沒女，對被訪者來說，丈夫伴侶是理想家庭的最重

要原素﹝合併計算達70.4%﹞，子女為第二重要﹝合併計算達35.2%﹞。 [表八] 

9.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被訪者，對此大部份﹝85.2%﹞ 都有負面感受，三成半﹝35.2%﹞

感到遺憾，近三成﹝29.6%﹞表示因而感到不開心；超過一成半﹝16.7%﹞感到辛苦。雖然如

此，仍有近兩成﹝18.5%﹞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被訪者，感到開心。 [表九] 

10. 超過七成﹝72.2%﹞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被訪者表示因此而感到有壓力。 [表十] 

11.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的壓力主要為「獨力支撐感到辛苦」﹝14/39﹞；其次為「家人/朋友

向其施壓」 ﹝11/39﹞及「缺乏支持」 ﹝11/39﹞，其餘則為感到「虧欠子女」﹝8/39﹞。 [表

十一] 

12.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而又感到壓力的被訪者﹝39﹞表示壓力來源首要來自自己的要求

﹝21/39﹞ ，其次是傳统思想﹝11/39﹞及親人﹝9/39﹞。 [表十二] 

13. 處身於非理想家庭模式而又感到壓力的被訪者﹝39﹞大多選擇以逃避解決其壓力

﹝17/39﹞，其次是選擇與人傾談﹝9/39﹞。 [表十三] 

14. 但在與理想模式不同並因此而感到有壓力群組裏﹝39人﹞，當中仍大部份﹝24/39﹞仍不會

放棄追求。 [表十四] 

15. 在與理想模式不同又感到壓力的組群中﹝39﹞有近半﹝19人﹞仍不選擇放棄追求理想家庭

模式，原因是傳统思想所致。 [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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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的組群中只有不足五成﹝48.2%﹞ 表示感到滿足及開心；此外，有近

三成﹝29.7%﹞表示感到「辛苦/不開心」及「感到壓力」。 [表十六] 

17.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的組群中，大部份﹝74.1%﹞表示會努力維繫，只有兩個不會堅持，

因為不能支撐下去。 [表十七] 

18. 在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組群裏﹝54人﹞，願意努力維繫的主要原因是「傳统的家庭模式」

﹝42.6%﹞，第二主因是「怕影響子女」﹝31.5%﹞，很少人﹝7.4%﹞因為「現在開心想繼續」。 

[表十八] 

19. 在與理想家庭模式相同的組群裏﹝54人﹞，六成半﹝64.8%﹞表示害怕失去現在的理想家庭

模式。 [表十九] 

20. 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組群，怕失去的原因均屬傳统文化影響，當中過半數﹝57.1%﹞怕失去

倚靠，二成半﹝25.7%﹞怕失去完整家庭，二成多﹝22.9%﹞怕影響子女。 [表二十] 

21. 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組群裏，若理想模式不存在的話，她們大多會出現負面感受，她們當中有四

成半﹝44.4%﹞ 表示會「感到唔開心/傷心」；有近三成﹝27.8%﹞「覺得會撑唔住」；有一成﹝11.1%﹞

表示會「失去生存意義」。[表二十一] 

22. 在與理想家庭模相同的群組裏，近五成半﹝53.7%﹞表示感到維持家庭模式的壓力。 [表二

十二] 

23.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以單一原因計，最多人﹝11/29﹞因為「夫妻關係差，

但仍努力維持」而感到壓力，但若綜合「怕自己破壞自己家庭」、「怕失去丈夫」及「怕失

去依靠」各式樣的害怕，原來「害怕」是大部分﹝13/29﹞壓力的來源。 [表二十三] 

24.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壓力主要來自傳統思想。 [表二十四] 

25. 在維持理想模式感到有壓力的組群裏，大部份﹝21/29﹞均沒有積極地處理她們的壓力，只

有小部份﹝8/29﹞會找人傾訴。 [表二十五] 

26. 原來在現實與理想模式相同但又面對壓力的群組裏﹝29人﹞，大部份﹝19人﹞都不會放棄理

想家庭模式。 [表二十六] 

27. 在與理想相同但有壓力的組群中，當對丈夫或子女心死或壓力太大才放棄﹝共6人﹞；至於

不放棄者的主因是傳统文化﹝共14人﹞。[表二十七] 

28. ﹝50%﹞受訪婦女表示現在身處的家庭模式與心目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並不相同，﹝50%﹞表

示相同；但原來不管現實狀況與理想家庭模式是否相同，大部分被訪者﹝合共63%﹞的內心

都同樣感受到壓力，只有25.9%表示沒有感到壓力。 [表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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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分析及總結： 

1. 絕大部份的被訪婦女追尋丈夫子女齊備的家庭模式。 

2. 她們大多表示所身處的家庭模式與理想有所不同，但無論現況與理想模式相同或者不同，他

們的內心都同樣感到壓力。 

3. 自覺現時所身處的家庭模式不符理想者，主要因為欠缺丈夫伴侶，無兒無女雖亦為主因但明

顯較為次要。他們大都因此出現負面感受，也因為未符理想而感到有壓力。單親會因為「獨

力支撐感到辛苦」，「家人/朋友向其施壓」也是壓力來源；未符心中理想模式者很多都感

到「缺乏支持」，結果是「自己情緒不穩」及自覺「虧欠子女」。 

4. 原來家庭模式不符理想者壓力來源主要是自己，其次是親人及傳統思想，她們大多選擇逃避

解決，只有部份會選擇與人傾談，她們大都因為傳統思想而不放棄追求。 

5. 家庭模式合符理想者，大都因此感到滿足及開心，但仍有少部份感到「辛苦/不開心」及「感

到壓力」，她們幾乎全都想維持下去，維持的原因大都是視之為「傳統家庭模式」，也有為

數不少是「怕影響子女」。她們大多表示感到維持家庭模式的壓力，許多人即使「夫妻關係

差，但仍努力維持」，其餘各樣不同的「恐懼」如「怕失去丈夫」、「怕失去倚靠」及「怕

自己破壞家庭」等都構成很大的壓力比重。 

6. 至於家庭模式合符理想者，其壓力來源則主要為傳統思想，她們大都沒有積極地處理自己的

壓力，少數則會找人傾訴。她們絕大部份仍會害怕失去理想的家庭模式，大都害怕失去倚靠，

另外許多人會受傳統影響，怕影響子女及怕失去完整家庭。 

 

 

(九) 建議： 

1. 婦女一般都追尋有丈夫子女的家庭模式，但無論家庭模式是否合符理想，她們大部都表示感

受到壓力，只有很少的婦女表示沒有壓力；但我們知道現代家庭模式日趨多元化，而家庭幸

福與否，在於家人關係是否融洽，與家庭模式並無直接關係。因此婦女需要學習接受家庭模

式多元化，學習看重家人關係，而非死抱傳統「齊齊整整」的家庭模式。 

2. 婦女亦需學習聆聽自己的需要，關心自己的精神健康，追尋自己的興趣和理想。 

3. 建議政府成立婦女中心，主動接觸及協助婦女建立支援，以面對家庭生活所產生的壓力；中

心亦需協助婦女意識及覺醒傳統家庭模式觀念的影響，學習以積極正面態度面對多元家庭模

式，推動不同層次社區教育開拓討論性別意識的平台，推動社會接納包容不同的家庭模式，

從而減輕婦女在家庭裏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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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家庭模式問卷調查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                 

對象：婦女(包括組員及非組員) 

訪問目的：了解婦女對家庭模式的看法及感受 

 

1. 你理想嘅家庭模式係點樣？ 

                                                                                 

                                                                                 

                                                                                 

   【若作答者表示理想家庭模式要有伴侶】 請問你所指嘅伴侶係點樣？ 

(例：異性/同性) 

                                                                                 

                                                                                 

 

2. 你理想家庭模式呢種想法你點嚟？(邊個教？) 

                                                                                    

                                                                                    

                                                                                                                                                        

 

3. 你現在家庭模式，同你嘅理想模式有冇唔同？ 

   3.1)  □唔同： 

   (1)                                                                   

                                                                                    

 

   (2)現在嘅家庭模式係咪你所選擇呢？□係    □唔係  

 

   (3)你而家嘅感覺係點？                                                             

                                                                                     

 

   (4)達唔到理想家庭模式，你感到有冇壓力？ □有   □冇                                             

      有壓力 (續問以下問題) 

     a)                                                                   

                                                                                    

     b) 壓力來自邊度？                                                                    

                                                                                    

                                                                                                                                                                                           

     c) 你點樣解決呢種壓力？                                                                     

                                                                                    

                                                                                                                                                            

     d)如仍有壓力 你有否放棄你理想家庭模式？□會     □唔會    □無諗過 

       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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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同 

(1) 你感覺係點？                                                                    

                                                                                   

                                                                                                                                                                                           

(2) 你會唔會努力維繫呢種家庭模式？□會    □唔會     

   點解？                                                                          

                                                                                                                                                                      

                                                                                                                                                                                 

     

 (3)你怕唔怕失去呢種家庭模式？□怕    □唔怕 

   點解？                                                                           

                                                                                    

                                                                                    

 

 (4) 感覺係點？                                   

                                                                                    

                                                                                    

   

 (5) 維持而家呢個家庭模式，你感到有冇壓力？ □有   □冇                                             

     有壓力 (續問以下問題) 

     a)                                                                   

                                                                                    

                                                                                    

     b)壓力來自邊度？                                                                

                                                                                    

                                                                                    

     c)你點樣解決呢種壓力？                                                          

                                                                                    

                                                                                    

     d)如仍有壓力 你有否放棄你理想家庭模式？□會     □唔會    □無諗過 

       點解？                                                                       

                                                                                    

                                                                                    

 

 

 

被訪者資料： 

姓名：                              類別：□組員    □非組員 

年齡：                              學歷：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單親   □單身(曾結婚)             

居港年期：□未滿七年    □七年或以上    □香港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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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人： 陳美潔女士 黎永開先生 

調查工作小組成員： 

  黃志勤  黃敏兒  黃小慧  陳慧德  文少珍  梁潔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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