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婆媳糾紛，堪稱「千載難題」。同住一屋，又豈止這個問題？ 
 

2011 年，香港的扶養比率為 177，大概每 5 位勞動

人口扶養 1位長者；然而，香港亦有很多雙職家長早

出晚歸，需要長者協助照顧年幼。同時，香港寸金尺

土，很多年輕人即使自組家庭，仍會與父母同住，或

選擇同區共住，方便照應。因此，無論老幼，能夠互

相幫助，是一種福氣。而且，家庭式活動讓長者能夠

融入其中，令長幼之間更多相處經驗，建立親密關係。 
 
 
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房屋政策時，附有「天倫樂優先配屋

計劃」，令已婚子女可與父母同住一區，方便互相照顧；另
外，社會福利署亦因應社會需要，2016 年推出了「為祖父
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協助祖父母在家庭

環境內成為訓練有素
的幼兒照顧者，以強
化家庭連繫及跨代關

係，並加強幼兒照顧，
既支援核心家庭，亦為
祖父母創造豐盛晚年。 
 
 

 
另外，鄰舍之間互相照應，同樣可以幫助長者融入社區及得到家庭氛圍。從 2016年的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的基線研究顯示，長者從鄰里間的互助網絡得到安全感；鄰舍
間緊密和良好的關係，有助長者的信息交流，鼓勵參與社會，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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