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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285名香港新移民的问卷调查探索服务使用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联。香港新移民在社会融

合过程面临一定的困难 ,具体表现在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认同这三个层面。服务使用可以强化新

移民的社会认同感 ,促进朋辈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 ,提高参与者的就业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 ,

从而帮助他们参与社会、贡献社会和融入社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服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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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 s to exp 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inte2
gration, which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285 new imm igrants in Hong Kong. Research findings i2
dentified that new imm igrants in Hong Kong were confronted with difficulties i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and service utilization could facilitate 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strengthen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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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香港向来是内地居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实际上 ,一部香港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内地人士移

居香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其间移居的方式、类型与社会影响则因时而变。根据香港基本法 ,香港永久居民

在内地的小孩和配偶拥有居港权。香港当局为了控制移民的流量规模 ,自 1995年起确定每天从内地进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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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配额为 150人 ,其中 60个名额给小孩 , 30个名额给配偶 ,剩下的 60个名额之中 ,配偶具有优先权。这一

移民政策决定了妇女和小孩成为新移民的主体 ,这一群体被称之为“新移民 ”,在回归之后被称之为“新来港

人士 ”(本文沿用研究群体自己比较习惯的称谓“新移民 ”)。统计资料表明自 1996年以来 ,每年有约 5万移

民从大陆到香港定居。

鉴于此 ,香港政府在 90年代后期先后资助了一批专门服务新移民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机构 ,主要包括赛

马会新移民服务计划 (New A rrivals Project)和 8间新移民移居后服务中心 ,专门为来港不足一年的新移民服

务。本研究对某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的参与者 (部分参与者并没有使用服务 )进行调查。该中心获社会福

利署资助于 2001年 2月正式成立并投入服务 ,是香港 8家新移民移居后服务中心之一 ,主要是服务新界部

分地区由内地来港未满一年之新移民家庭。2001年起 ,该服务中心接触的新移民约 3423人。其中男性约

700人 (20% ) ;女性 2723人 (80% ) ,很显然中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妇女 ,致力于协助新移民妇女处理适应、

家庭及就业问题。据统计 ,新移民中约有约有 2052人表示遇到困难 ,主要困难依次是 :寻找就业培训及工作

(35. 5% )、生活适应问题 (19. 5% )住屋问题 (19. 7% )、经济问题 (17. 9% )、情绪及社交困难 (13. 6% )、语言

问题 (11. 9% )、家庭成员间问题 (6. 7% )、婚姻问题 (5. 7% )及其它 (9. 8% )。

由此可见 ,香港今年来的新移民以来香港家庭团聚的妇女和青少年为主 ,他们中约有一半有适应困难 ,

并需要一定的社会服务。虽然在过去几年以社区为本的新移民服务在全港不同的地区有所展开 ,但对这类

服务效果没有进行很好的评估 ,尤其是服务是否实现了社会融合的目标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这即为本研究的

聚焦所在。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移民与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 ( 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由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 1951)提出 ,他

认为社会融合创造了群体互动和共融的机会 ,为个体的生命提供意义和目标 ,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在一个高

度社会融合的社会里不同背景的人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和互相欣赏。从广义上说 ,社会融合是和社会疏

离 ( social isolation)或社会排斥相对的一个概念 ,具体是指个体和家庭、朋友、或其它团体建立和保持的一种

社会关系或网络 ,个体籍由这些关系或网络而与社会发生关系、形成认同、产生融合 ( Seeman, 1996)。与此

同时 ,这些关系和网络也对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个体的全人健康 (Berkman &

B reslow, 1983; Carling, 1992; Forrester - Jones, & Grant, 1997)。

在社会融合测量的层面上 ,还没有具有共识性的测量工具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在社会融合的操作定义上

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Carling, 1992; Kennedy, 1989)。它可以从行为与关系层面进行考察 ,例如参与社会

活动、构建社会网络 ( Forrester - Jones & Grant, 1997) ,也可以从认知层面进行讨论 ,例如社区归属感 (B ris2
sette, Cohen, & Seeman, 2000)。根据以上文献 ,本研究拟从认知、行为和关系三个层面来探讨社会融合 ,即社

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

社会认同是指个体对于其所属的社群的一种归属感 ,当个体对某一个社群有高度认同的时候 ,个体会自

然内化这个社群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并且积极地参与活动 ,也愿意为这个社群付出努力 ( Tang,

1998)。毫无疑问 ,移民面临认同冲突和认知重建 ,他们面对全新社会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 ,对

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认同决于对于新环境的熟悉程度、参与程度 ,所以当新移民

可以建立新的关系网络和增加社会参与的时候 ,建立新的认同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 Schwartz,Montgomery, &

B riones, 2006)。对于香港的新移民而言 ,从内地到香港必定面对新的文化冲击和新的认同的挑战 ( Tang,

1998)。虽然也有研究指出移民的双重身份认同可能也有利于其适应新生活 ( Padilla, 1994)。

社会参与即个体参与社区活动的各种机会与频率 (D ilks & Shattock, 1996) ,包括使用社区资源的机会 ,

参与家庭生活、朋友集会和社区活动的机会 ,使用社区康乐活动设施的机会。有规律地参与这些活动的个体

是社会融合的指标 (Chung, 1996; Shadish & Bootzin, 1984)。香港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 ,经济地位的下降无疑

会影响新移民及其家人参与社会活动。面对陌生的物理环境 ,新移民往往不能像以往那样参与社会活动和

·27·



何雪松等 :服务使用与社会融合 :香港新移民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社交生活。新移民往往因为对社会资源缺乏了解 ,而缺乏求助途径 ,更加封闭自己 (Chung, 1996; Lai, 1997)。

如果能够帮助新移民增加社会参与 ,就可帮助他们减少陌生感 ,更快适应香港的生活方式 ,从而促进身心健

康和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可以提升个体面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全人健康 (House, Umberson, & Landis, 1988) ①。在中国

文化传统中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网络的代名词。中国人特别重视关系 ,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了一

个人外在的人际之间的往来 ,而且是自我观念和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杨国枢 , 1992) ,中国人也有着强烈的家

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观念 (杨中芳 , 1991)。移民会经历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构和重建 ,他们在原居地的社会网

络 ,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和乡亲 ,会因迁移而渐渐解构。如果能在移居地重建新的社会网络 ,就可以分享苦

乐、获得认同、增加对移居地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达到社会融合的目标 (何雪松 , 2004)。

由此可见 ,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三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它们构成了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

然而 ,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移民面对的压力 ,诸如工作、生活环境、家庭经济、生活习惯、语言以及教育制度

的改变等 (Lau, 1995) ,还有一些关于新移民社会支持不足和精神健康欠佳方面的探讨 ( Chung, 1996; Lai,

1997) ,但总体而言 ,较少关注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以及为新移民提供的服务能否有效帮助他们面对困难

从而逐步融入社会。

图 1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

根据以上对移民和社会融合的分析 ,研究者有理由假

设该中心提供的以社区为本的“新移民 ”服务可以为新移

民提供社会融合的机会与可能。相应地 ,根据图一所示的概

念框架 ,本研究的目标为 : (1)了解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 ;

(2)测量社会融合的具体指标 (社会网络 ,社会参与 ,社会认

同 ) ,评估新移民的服务使用是否能有效地提高使用者的社会融合程度并进而影响全人健康水平。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对象为 2001年到 2003年期间到香港定居的且居住在沙田区的新移民 ,

由于缺乏详细的统计数据 ,研究对象全部由该服务中心根据掌握的区内新移民的情况来邀请。本研究采

取系统抽样的方法 ,从自 2001年中心开办以来的登记会员中抽取登记号尾号为 1的成年移民 (如尾号为

1为儿童 ,则抽取尾号为 2,以此类推 ) ,这样每年抽取的样本为 100 - 120人。问卷调查由 2003年 7月到

9月进行 ,共发出问卷 354份 (包括邮寄和致电邀请新移民到中心填写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 285份 ,回收

率为 80. 5%。

本调查问卷主要由以下四部份组成 :第一部份是个人资料。第二部份测量受访者服务使用的情况 ,包括

是否知晓服务、是否接受过服务、服务的效果。第三部份测量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指标 ,包括社会认同、社会网

络和社会参与。社会认同是用一个项目的自我评估来进行测量 ,询问受访者觉得有多大程度上是香港人 , 0

代表完全不是 , 1代表一成 , 10代表十成。社会网络包括网络的构成 ,问受访者在自己家人、配偶家人和朋辈

中有多少知己 , 0代表没有 ,其余用数字表示 ;网络的功能 ,在上述三类关系中 ,每一类关系能否有下列十种

功能 ,包括自我价值 ,归属感 ,日常生活的相互帮助 ,情绪支持 ,金钱支持 ,和重大决定的商量。每一种功能 0

=没有 ; 1 =有 ,每一类功能的分值分布从 0分到 10分 ,高分代表高的社会支持。社会参与是询问受访者在

过去的一个月内 ,是否参与过 23项列出的活动 /活动场所 ,例如饮茶 ,早锻炼 ,与其他家长聊天等 ,回答是从

不参与 ,偶尔参与 ,有时参与 ,或者经常参与。社会参与的综分值为项目分之和 ,分值分布从 0分到 69分 ,高

分代表积极的社会参与。第四部分测量主观心理健康水平 ,运用华人健康量表来测量 ,此量表包括四个分量

表 :躯体症状、社会功能、情绪和精神健康。问卷调查的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用 SPSS软件分析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显示 ,本次研究的受访者主要是妇女 ,以三十至四十岁为主 ,平均年龄 33岁 ,他们大多有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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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受教育年期的中位数是 9年 ,有八成多在接受访问时为在婚 ,子女中位数为 1个 ,约有一半在接受访问

时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公共屋村 ,平均同住人口为 4人 ,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配偶 ,有 7. 4%的受访者

接受政府的综援 (相当于大陆的低保 )。

4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首先报告受访者服务使用的状况 ,接着分析受访者的社会融合状况

以及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的关系 ,最后讨论积极服务使用的受访者和较少使用服务的受访者在社会融合程

度上的差异。

图 2　受访者服务使用的情况

411　服务使用

受访者中有大约六成 ( 56. 7% )是中心服务的积极

使用者 ,其中参与最积极的活动是技能及职业服务

(7016% ) �第二位的是生活适应服务 (56. 7% ) �第三

位的是个别辅导服务 �其余依次序为互助义工服务及

家庭支持网络服务 (图 2)。从上述情况反映被访者对

就业及生活适应需求较大 ,而由于被访者中四成多为来

港未满一年人士 ,可见被访者来港初期对于生活适应有

迫切的需要 �期望透过提升就业能力和生活能力尽快

融入社区。当然 ,参与少的受访者并不等于没有需要 ,

可能与受访者不熟悉某些服务有关 ,这有待进一步探

讨。

412　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及其功能。大部分的受访者在自己家人中有知己 ( 73. 2% ) ,中位数为 3个 ,也有知心朋友

(7615% ) ,中位数也为 3个 ,而在配偶家人中有知己人数的比例仅为 33. 0% ,中位数为 2个。有约四分之一

(24. 6% )的受访者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知心关系 ,三分之一强的受访者 (35. 6% )能在自己家庭和朋辈圈子中

建立知心关系 ,但是有 8. 5%的受访者在周围没有一个知心人 ,这部分受访者全部是女性 ,有六成是家庭主

妇 ,三分之二来港超过一年 ,百分之七十不是中心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的情况值得特别的关注 ,可能需要

应配合个别辅导服务或深化跟进工作 ,以协助他们重建社会关系网络。调查发现 ,在朋辈关系的建立中 ,服

表 1　家人、配偶和朋辈知心关系的相互支持 　 ( % )

项目 自己家人 配偶家人 知心朋友

当自己不开心或压力大时 ,会找他们谈心 ,纾解情绪 85. 6 73. 2 93. 1

当自己有重要事情要决定时 ,会找他们商量 78. 4 62. 8 54. 6

当自己有一些日常实际需要时 (如代看管孩子 ) ,他们能给予帮助 71. 2 75. 5 76. 6

归属感 69. 7 57. 4 42. 7

自觉有价值 66. 3 60. 6 60. 6

当自己需要紧急金钱周转时 ,会找他们借 57. 7 36. 2 35. 3

当对方不开心或压力大时 ,开解他们 88. 5 62. 8 84. 9

当对方有一些日常实际需要时 (如代看管孩子 ) ,会帮助他们 78. 4 67. 0 76. 6

当对方有需要紧急金钱周转时 ,会借给他们 77. 4 55. 3 51. 4

当对方有重要事情要决定时 ,会找你商量 74. 5 41. 5 56. 0

务中心起到了推

动者的作用 , 在

218 名有知心朋

友的受访者中 ,有

近一半 ( 47. 2% )

是在中心结识的。

大部份受访者都

会从他们的知心

关系中寻求情绪

上和实际需要上

的支持 ,但对于不

同的知心关系 ,似乎有不同的互动取向 ,例如在自己家庭的知己中 ,他们有付出亦有获得 ,互动似乎较为平

衡。受访者情绪宣泄的首选为朋友知己 ,当遇到重要事情要决定或有紧急金钱需要时 ,他们多倾向寻求家人

的意见或帮助 (见表 1)。可见 ,新移民虽然远离家乡的亲人 ,但是其家人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作用不容忽视 ,

朋友在情绪舒缓和日常生活互动上起到积极作用 ,而配偶家人的互动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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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　社会参与

大部份被访者对 23种日常活动的参与情况一般 ,他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四大类 ,其中对于基本

生活活动的参与性最高 ,例如乘搭公共交通 (88. 4% )、去百货公司 (68. 1% )和去茶餐厅 (52. 8% )。其次为

休闲活动 ,例如去图书馆 (54. 1% )、去公园 (51. 3% )和散步 (51. 2% )。似乎这些活动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

位参与为主。相对而言 ,受访者较少参与社会交往的活动 ,例如去探访朋友 (36. 8% )和邻居 (23. 2% ) ,以及

社区参与的活动 ,例如做志愿者 (16. 9% ) ,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建议 (8. 8% )等。对于花时耗钱的活动如

看电影等参较低 ,这可能与家庭的经济负担能力有关。

图 3　受访者的全人健康状况

41212　社会认同

受访者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对香港的认同感较低

(30. 2% ) ,其余的受访者对香港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感 ,同时 ,也有约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 (78. 9% )对自己

的家乡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在移民形成身份认同的

时候 ,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是一个影响因素 ,本研究

发现大约有七成 (67. 4% )的受访者认为在香港遭受歧

视 ,其中有大约两成 (17. 5% )认为自己受到比较大的歧

视 ,歧视主要来自语言和沟通问题 ,尤其是在市场买菜

之时和找工作之时。亦有部分被访者表示歧视来自家

庭及配偶家庭成员或其它新移民 ,表示新移民的社会融

合不单单要服务新移民 ,还要重视整个社会的沟通和融

合 ,才能使社会上形成互相尊重和互相关爱的氛围 ,因

为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

表 2　社会融合与全人健康

躯体症状 社会功能 负面情绪 正面情绪 精神健康

社会网络

　自己家人

　配偶家人

　朋友

- 0. 02

- 0. 05

- 0. 06

0. 153

0. 263

0. 173

- 0. 02

- 0. 153

- 0. 03

0. 08

0. 193

0. 163

0. 143

0. 2733

0. 06

社会参与 - 0. 143 0. 503 - 0. 133 0. 4233 0. 3333

认同感 0. 06 0. 3933 - 0. 2033 0. 2333 0. 2833

　　注 : 3 p < 0. 05, 33 p < 0. 01

41213　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

从总体上说 ,受访者的身、心、灵健康状

况与香港普遍人群相若 ,受访者在社会功能

和精神健康方面还略有优胜 (见图 3)。社

会融合的各个方面都和个体的心理、情绪和

精神健康有正面的关系 ,受访者中社会关系

网络全面、支持作用大、社会认同感强、参与

积极的人比其它受访者有更好的健康 ,对生

活更有信心和对未来更有希望 (见表 2 )。

研究结果呼应了社会融合和全人健康的高度相关的文献 ( Foroughi et al. , 2001) ,进一步支持以推动社会融

合为焦点的移民服务。

413　服务利用与社会整合的关联

数据显示 ,参与各类服务的被访者大部份都表示服务符合他们的预期。其中互助 /志愿者服务、家庭支

持服务和个别辅导服务均有超过七成被访者认为达到预期目标。而技能及职业服务及生活适应服务也有接

近七成数字 ,反映中心服务能够响应到被访者需要。在受访者中 , 7. 4%靠政府援助为主要经济来源 ,略低于

全香港的总体水平。在 199名曾经参加技能及职业训练的受访者中 ,如果不统计没有找工作的 80人次 ,有

超过一半 (56. 3% )在完成训练之后的半年内成功就业。可见中心的服务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成功地协助新

移民提高了就业能力 ,降低了其家庭在经济上依赖政府的可能性。

被访者服务使用的程度越高 ,朋友网络中的知己数目越多 ;在中心认识的知己数目越多 ;他们从朋友网

络中所得的支持越大 (见表 3)。数据显示受访者经由服务使用扩大了社交网络 ,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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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更多支持。但应该看到 ,服务使用对于促进受访者家庭功能的作用并不显著。当然 ,这一方面肯定了

中心的服务对于朋辈关系网络的特殊作用 ,另一方面也反映这种以朋辈为重点的干预的盲点 ,家庭关系的改

善在今后的服务中还有待加强。

表 3　服务使用与社会网络

中心活动参与程度

低 ( n = 121)

均数 (标准差 )
中 ( n = 71)

均数 (标准差 )
高 ( n = 86)

均数 (标准差 )
F

自己家庭的知心友数目 ( n = 281) 2. 51 (3. 6) 2. 34 (2. 4) 2. 40 (2. 8) 0. 07

配偶家庭中的知心友数目 0. 87 (2. 1) 0. 69 (1. 3) 0. 65 (1. 5) 0. 46

朋友圈子中的知心友数目 2. 07 (2. 2) 2. 55 (2. 3) 3. 70 (3. 6) 9. 223

新认识的知心友数目 0. 45 (1. 0) 0. 68 (1. 1) 1. 61 (2. 3) 15. 153

自己家庭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5. 00 (3. 9) 5. 65 (3. 8) 6. 06 (4. 0) 1. 97

配偶家庭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1. 99 (3. 3) 1. 85 (3. 0) 2. 04 (3. 4) 0. 08

朋友圈子的知心友中所得的支持 4. 02 (3. 7) 4. 69 (3. 5) 5. 79 (3. 2) 6. 653

注 : 3 p <. 05.

数据显示 ,服务使用

积极的受访者与者比其

它受访者更积极的参与

各项社会活动 (包括日

常生活所需的活动 ,投入

和参与社区的活动 ,消闲

活动 ,其它友邻社交活

动 ) ,差异显著 ,尤其是

受访者普遍上较少参与

的社交活动和社区参与

活动 (见图 4 )。这个结

果令人鼓舞 ,这表明服务使用推动新移民参与社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 4　服务使用和社会参与

数据表明 ,服务使用程度越高 ,

其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越高 (见

表 4)。这反映新移民中心能够为新

移民提供一个可靠和熟悉的环境 ,

让他们建立友谊和支持网络 ;加上

透过中心的不同活动 ,让他们能增

加对社区及香港的认识 ,提升其对

香港及其社区的参与和投入感 ,尽

快建立对于香港的认同。

综上所述 ,中心提供的各项服

务有效的提高了积极参与活动者的

社会认同感 ,促进了积极参与活动者的朋辈关系网络的建立和功能的发挥 ,并且加强了积极参与活动者在各

方面的社会参与 ,对于协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 ,中心的各项服务也提高了参与者

的就业能力和经济独立能力 ,在客观上帮助他们参与社会和贡献社会。

表 4　服务使用与社会认同

服务使用的程度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程度

低 中等 高

低 　 45 (37. 2) 63 (52. 1) 13 (10. 7)

中等 19 (26. 8) 32 (45. 1) 20 (28. 2)

高 　 20 (23. 3) 39 (45. 3) 27 (31. 4)

5　总结及建议

前述研究结果显示 ,新移民的在社会融合上面临一定的

困难 ,而服务使用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因此 ,在政策和

服务的层面应该聚焦于回应新移民的独特需要且强化就业

支持、家庭服务、协助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和参与社会活动 ,相

信此处的建议对大陆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亦有所启示。

(1)重视新移民的独特需要

新移民在适应新生活过程中 ,难免对陌生的环境、邻居及生活方式感到缺乏安全感 ,尤其是到港初期 ,他

们的族群性意识很强 ,喜欢与有共同身份、同乡或过来人相处 ,不容易个别单独寻求服务。此外按调查结果

显示 ,被访者较多选择参与技能及职业训练 ,其次为生活适应活动 ,其中四成多被访者为来港未满一年人士 ,

这反映这类被访者对就业及生活适应的服务需求较大 ,亦较关注实质的生活需要 (例如就业、认识新环境及

入学等 ) ,同时亦反映出不同到港年期的新来港组群对服务有着不同的独特需要 ,以往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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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新移民提供一个可靠、熟悉及具有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建立友谊和支持网络 ;经由参加这类服务中心

的不同活动 ,移民可以增加对社区及香港的认识 ,提升其对社区参与的信心及投入感 ,从而更快地适应过渡

的阶段。

因此 ,今后的新移民服务要更加关注不同阶段的移民的不同需要 ,从而提供不同服务 ,例如来港未满一

年人士可加强提供生活及就业上的实质支持及培训 ;而来港一年或以后的人士 ,可转为提供其它社会交往及

参与活动 (如义务工作、家庭生活教育等 ) ,使能更有效分配资源及增加服务效益。另外应重视新移民的特

别需要 ,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专责的服务 ,如果要与其它服务对象一起接受服务 ,也不能忘记关注新移民的

独特需要。

(2)强化就业支持服务和家庭支持服务

在曾接受本中心提供各类服务的被访者中 ,大部份都表示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其预期 ,参与技能及就业服

务的 199名被访者中曾尝试找工作的组别中有约六成于半年内成功就业 ,反映本中心在职业培训及就业辅

导中成效良好 ,同时亦反映出新移民十分希望尽快进入劳工市场 ,故建议政府要增加资源回应新移民的就业

需要。

此外 ,在调查中约有四成被访者没有考虑找工作 ,当中近九成为妇女 ,这反映出新来港的妇女可能在就

业方面仍处于不利的位置 (例如 ,需要照顾家庭与子女、在内地的学历不被认可或者受到就业上的歧视 ) ,使

新来港妇女在就业的过程中充满挫折 ,容易放弃。因此建议在提供新移民服务的同时强化她们的家庭支持

服务 ,例如在提供托管服务中加入接送上学及放学服务或互助式儿童暂托服务使新来港妇女亦可以有选择

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一方面可以自食其力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融入社会。

此外 ,研究表明 ,被访者于配偶家庭网络中有知心人的比例只有 33% ,远低于自己家庭及朋友网络的数

目 ,显示出新移民 (尤以妇女 )到港后适应与配偶家庭的关系上遇到较大困难 ,构成阻碍融入社会及家庭生

活的高危因素 ( risk factor) ;故建议应加强支持新来港妇女为本之家庭服务 ,协助其处理家庭中不同的适应

及发展需要。

(3)协助新移民建立社交支持网络

数据显示有七成被访者透过中心活动到认识新朋友 ,发展个人的社交支持网络 ,但仍有约三成被访

者在认识新朋友的能力较低 ,同时亦反映出部份新移民较为消极的社交倾向 ,需要配合个别辅导服务 ,

以深化支持手法处理其较被动或难于接触 ( hard to reach)的特性 ,因此在提供新移民服务的时候要配

合更为积极的外展手法 ,主动联络潜在的服务对象 ,并协助若干较被动的新移民建立其社交网络和支

持系统。

此外 ,被访者参与中心活动程度越高 ,其对以下三项社交网络有显著的正面关系 ,分别为朋友网络中的

知己数目、在中心认识到的知己数目、从朋友网络中所得的社会支持。这表明 ,新移民参与中心服务可以扩

大社交网络及认识到新朋友 ,并从中得到支持 ,弥补配偶和家庭网络中的不足。因此以后的新移民服务中心

要强化宣传和推广 ,吸引新移民参与中心活动 ,促进他们与中心的关系并增强其归属感 ,从而透过不同的中

心活动加速新移民之间的互动作用及互相紧扣的牵引力 ,这有利于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4)鼓励新移民参与社会活动

在被访者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数据显示 ,她们较少参与社会交往和社区活动 ,这表明这个群体与邻

里之间的关系较疏离 ,从而影响他们获得相应的社区资源或信息 ,并进而影响其融入社会的进程。尤其

是那些需要花较长时间或金钱的活动项目 ,参与指数相对偏低 ,这反映部分新移民缺乏休闲活动的兴趣

或受制于经济等因素而无法享受休闲活动。但数据也显示 ,若被访者参与中心活动程度较高 ,其参与各

类社会活动情况亦较高 ,同时对香港的认同也会较强 ,并且更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香港生活。故建议政

府要经常举办以新移民为主要对象的活动 ,考虑增加资助新移民活动的拨款 ,鼓励他们参加活动将有利

其融入香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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