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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由上年度的「香港中學
生性價值觀調查報告」，至本年度有關「家長
對性解放及性教育的意見調查」，旨在合併出
一個多面圖畫，從中學生、家長（調查中也
包括了老師）的角度中，更多地了解今日香
港社會中對青少年性態度、行為與價值的看
法。有別於坊間多針對社會現象和行為的調
查，研究中心這兩年來的調查中，較著重了
解這些事情背後的價值和態度。研究中心於
這方面的努力，期待通過一連兩個調查報告，
幫助老師、家長、社工，以及教會同工多去
了解年青人及父母對情性的價值觀、性態度
和行為的關係，以此驗證健康及正確情性價
值觀對現今青少年的影響。 
 
正如上文所述，本年度的調查是由家長的角
度出發。從調查結果中，我們或許能對今日
香港社會中，家長對子女的情性價值觀的看
法有更多了解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觀察。 
 
首先，從受訪家長中，我們可見到家長們對
傳統婚姻等價值觀，仍然是十分支持的。在
調查結果中，傳統婚姻、家庭、親子關係等
價值觀，亦多為家長接受（超過九成受訪家

長現正維持婚姻關係，而對婚姻價值觀，則
有九成意見為「十分同意」或「同意」）。這
結果與坊間其他的調查，結果是相類似的。
如 2013 年一個全港性的「婚姻信心指數」調
查顯示，港人婚姻信心指數平均為 10分中的
8.3 分。已婚港人的信心指數更高，達到 8.9
分。（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3）。
家長與子女關係的評分也有較高水平。由此
看來，大部份受訪者都認為傳統婚姻，家庭
及親子關係是重要的，也是在努力維持彼此
的關係的。 

 
但調查數據同時顯示，差不多四分一的家長
對同性婚姻，給予同性伴侶猶如婚姻的福利
（民事結合）等持同意或十分同意的意見。
這樣顯示，雖然家長認同傳統婚姻價值觀，
但這並不一定代表他們就反對同性婚姻，或
視同性婚姻與傳統婚姻構成衝突。這會不會
是因大家受現時流行的「不傷害原則」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影響：認為
既然人家做的事沒有傷害我，我為何要管別
人的閒事？若是這樣的話，我們很可能忽略
了同運對婚姻和家庭觀的衝擊。此外，在這
原則之下，我們不要忽略同樣重要的其他基



本道德原則，如：自律原則、仁愛原則、公
義原則和對德性的追求等（李瑞全，1999）。
這些都是今日我們社會高度講求功效主義、
個人主義，要求自我自主時，取回正確價值
觀重要的平衡點。 
 
另一項值得留意的是，超過四分一受訪者同
意同性伴侶有領養孩子的權利，這支持率比
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的議題更高，也與現時
歐洲各國反同運中突顯的反同志家庭領養的
觀點不同。這點其實是值得關注的：領養的
決定，會不會因為「被領養的不是自己子女」
而較為無所謂？還是「畢竟，只要有人願意
領養孤兒，都比讓他們留在院舍好？甚或認
為這是同性伴侶的人權？」然而，領養理應
首要從孩子的最大利益作考慮，我們應多探
討同志家庭對兒童成長發展的影響。 
 
2013 年一個統計顯示，美國有 22 萬未成年
人士在同性家庭成長。但坊間對「同志領養」
家庭的爭議，與其領養孩子會否出現問題，
仍是爭論不休。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問
題上，我們很少聽到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方
（即是同志家庭的孩子）的意見和故事。他
們究竟有何想法，或是會不會因同志領養家
庭左右了他們表達想法的自由？這是都應是
我們在討論應否接納「同志領養」時應多加
考慮的（楊思言，2014）。 
 
回到性經驗及性行為的問題上，根據香港坊
間調查，有性經驗的中學生大約是 5%（香港
家庭計劃指導會，2011）。而在中學階段談戀
愛的人數極有可能更高。我們的調查發現大
部份家長對子女的緊張程度是很高的，例如
問及子女應何時學習談戀愛，大部份家長都
是選擇在入讀大學後，愈遲愈好；相反，家
長對何時學習「避孕方法」則是愈早愈好。
這是否反映家長對性教育較為陌生和狹窄？

一方面，家長都知道避孕是性教育的一部份，
同時又擔心子女偷嚐禁果，面對未婚懷孕或
性健康威脅等後果；另一方面，家長未必意
識到，「戀愛」是要學習的──這並不是意味
著，學習談戀愛就等於立刻進入戀愛甚至性
關係（即使了解避孕也不代表立刻發生性行
為）。而是關於身體界線、了解男女不同、兩
性成熟溝通、戀愛與婚姻等，都是學習談戀
愛時十分重要的課題。事實上，我們要讓孩
子正確面對自己的「心」「性」成熟，盛載自
己的感情和婚姻。 

 
事實上，在一個早前發表的「中小學生戀愛
價值觀問卷調查」中，有近兩成(18.4%)表示
曾經拍拖，當中近六成(59.2%)透露在 12 歲
或以下（即在小學時間）已嘗初戀。這些數
字，其實這有力說明了學校或家庭不教，不
等於同學不做。而事實上，同學面對戀愛拍
拖，好像是對長輩「提也不可」的禁忌（但
卻會向同樣是無甚經驗的同輩求教！）但他
們其實是極須長輩們的指引和理解。（香港青
年協會，2013） 
 

雖然我們都知道，今日青少年性知識的來源，
多來自傳媒，同儕流傳及網上資料，而不是
來自父母，但無可否認的是，青少年與父母
的相處和關係，是影響子女倫理和婚姻價值
的其中一個最重要因素，也肯定會影響到他
們對性所持有的態度和對性行為的看法。因
此，支援父母，幫助其了解子女的情性價值
觀和態度，並由父母去幫助他們的子女去建
立一套健康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十分重要
的。 
 

在面對同性戀的議題上，家長呈現出頗為反
差性的意見。一方面，家長對自己子女成為
同性戀者多傾向反對，但當對象不是自己的
兒女，如將問題變成是問「社會上其他人」，



或較抽象的時候，支持率就有數以倍計的增
長。調查或許反映了「人地仔女無所謂，自
己仔女就唔好」，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這
亦或可能是反映出「人地點揀，我冇權反對。」
這種在高舉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對其他人的
選擇不能或不願干預，有較強無力感的想法。
究竟當中的比重如何？或許，這須要更多調
查去了解背後的心態。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傳統家庭價值觀，與
對同性戀、同性婚姻、以至同性戀政治的想
法，是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的。很多人以為當
討論到同性戀、同性戀政治，或是相關問題
時，多會以個人道德、性病與健康、衛生、
社會倫理、宗教信仰等原因作決定，但其實
在本年度的調查中可看到，受訪者對「同運
議程的取態」、「同性戀價值觀」、或是「在性
方面有權自由選擇」等因素，其實都與「婚
姻倫理觀」、「父母與孩子正面影響」、以及「對
下一性健康的憂慮」，是間接但更具重要性
（Indirect but Significant）的關係，這意味
著：大家對同性戀政治的正、反面看法，其
實很大程度上是以這些運動和價值觀如何影
響家庭倫理作為出發點考慮的。因此，了解 
 
 
 
 
 
 
 
 
 
 
 
 
 
 

同性戀政治的實際訴求和影響，而不是單從
口號或印象去作判斷是十分重要的。此外，
對很多受訪的父母來說，對自己的子女有何
期望相信才能真正反映他們的價值觀，而「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們日後面對具爭議
的社會政策時更應多加留意的。 
 
總結而言，這兩年來的研究，提供了香港青
少年對情性態度，行為模式，和其他持份者
對有關問題看法的初步剖析。我們相信這只
是一個起步，還須各持份者和學者繼續相關
的研究，以理出一個更完善，更全面的圖畫。
特別在這個愈來愈傾向價值中立的社會，重
新思考健康及正確的價值觀在教育中應有的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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