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潮下，遙距的親子關係如何轉化？ 
 

專訪生命工場「出租子女」項目創辦人 

鍾承志、李麗雅 

 

在移民潮下，當家庭成員面對出走與留下的抉擇時，成員可能會各自得出不同

的結論。不論基於個人意願，或是基於經濟能力，部份長者未必會跟隨子女離

港。兩代人將要分隔兩地生活，這對彼此間的關係會產生甚麼影響？留港長者

又有甚麼新的社會服務需要？ 

 

今年 1 月，生命工場參考了日本「出租大叔」的概念，以自負盈虧形式推出了

「出租子女」項目，期望協助留港父母適應子女不在身旁的生活。本文專訪了項

目的兩位創辦人鍾承志及李麗雅，希望從他們在前線服務的經驗中，探討應如

何理解移民潮下長者與子女的關係，以及尋找對日後服務的啟示。 

 

子女移民後長者的服務需要 

李麗雅表示最初構思此項目，是源於自己的日常生活觀察，「身邊年齡相仿的朋

友決定移民後，紛紛開始擔心留在香港的父母沒有人照看，拜託我閒時去探望

一下。隨著移民人數增加，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於是我們開始構思『出租子

女』的服務，回應這種需求。」 

 

主流社會服務的設計大多是以應付服務使用者的特定生活需要為出發點，例如

送飯、清潔家居、護理傷口等，出租子女的服務則有別於它們，更著重去嘗試填

補子女的角色。當然，即使在真實的親子關係中，替父母解決生活上的需要，亦

是構成雙方良好關係的重要部份，因此出租子女的服務內容，也大多與解決長

者的具體日常所需有關。服務的實則內容會按留港父母的狀況度身制訂，可以

涵蓋生活中的不同瑣碎事務，到訪留港父母的次數亦會按移民子女的要求而異，

就服務詳情，鍾承志表示：「我們最常接觸到的需要是陪診，移民子女會希望有

人與留港父母一同面見醫生，以便更為準確地轉達父母的身體狀況及醫療需求。

另一個很常出現的需要是電子產品支援，基於資訊安全等問題，移民子女會比

較樂意使用我們的服務，而不是叫留港父母去一般的維修店舖。再加上許多支

援問題其實都不是硬件上的，而是一些使用習慣上的疑難。這些需要都不是一

次性的，可以預視到會在生活中反覆出現。」 

 

然而，即使出租子女與坊間的陪診員同樣會擔當陪診的角色，但服務的著重點

更多在 「暫代」子女角色，達至「陪伴、指導」的功能。「取名為『出租子女』

而非『出租照顧者』、『出租維修員』，是因為我們著重服務中人性化的部份。



我們希望可以如子女一般，以一個有安全感的角色，為個案的父母帶來一種可

以被依賴的親密感覺，填補他們的子女日常的實體陪伴。」 

 

父母與子女關係在移民中的延續 

有人認為，子女離開留港父母移民外地，代表親子關係斷裂，而「出租子女」的

概念就好像是子女遺棄父母，找另一個陌生人取代自己。兩位創辦人卻不同意

這種想法，在他們眼中，移民無疑代表父母與子女面對一種新的處境，而出租子

女則是透過新的服務模式，協助父母與子女轉化及繼續維持彼此關係。 

 

首先，在他們的經驗中，查詢服務詳情的子女在移民前，與父母的關係均算不

俗。所以，在移居外地後，大多數子女與父母仍然保持密切的關係，子女亦願意

在不同層面上承擔照顧的責任。李麗雅提及：「在我們接觸的個案裡面，父母與

子女在準備移民的過程中，通常都是有商有量的。當父母得悉子女移民的決定

後，心理上會經歷驚愕、失落、焦慮、彷徨等情緒，但花時間梳理過後，大部份

父母最後都可以消化和接受這個消息。特別是為了子女們的下一代著想，他們

都會成全子女的意願，甚少因為移民而導致關係決裂。」鍾承志甚至認為，移民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非全部都是負面的，因為移民這決定產生的衝擊，以及因

分隔兩地而產生的掛念，有時反而會成為一個表達本身隱藏感情的契機。鍾承

志強調，「不少個案的子女在抵達外地後，依然每天會以視像電話打給父母，向

他們分享新的生活。我們會形容在某些個案中，離開香港的這個決定，以至分隔

兩地的這個距離，令他們之間的愛比以前更為外顯。」 

 

此外，科技的進步似乎確實可以為移民子女與父母在維繫關係上，尋求更多可

能性。李麗雅表示「即使擔當了『出租子女』的角色，我們依然鼓勵『親生子女』

在外地時聯絡父母，畢竟他們才是過去數十年間與父母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人。」

出租子女在這個過程中，則充當了橋樑的角色，在實體接觸父母後，把他們當日

的狀況向子女匯報，從而方便子女再去跟進，亦可以跟據子女對父母的關懷，轉

化為實體對父母的服務。因此，鍾承志認為出租子女實際是在加強子女與父母

的關係，「子女在離開香港前將父母的部份交託予我們，在他們離港後，我們亦

可以透過平日與長者的交流，從中擔當潤滑劑，加強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無法取替的實體關係 

隨著科技與服務的蓬勃發展，在移民子女與父母延續彼此關係方面，似乎亦開

拓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當中是否有些部份，只有透過實體接觸才能成立？根據

坊間不同對長者心理的研究及實際工作經驗中得知，長者最需要是有家人在身

邊，而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很多時並不單在於協助長者完成某一事情，而是在身

旁的安心感覺。李麗雅坦言，雖然出租子女嘗試與長者建立一種較密切的關係，

但亦難以解決長者因失去子女實體陪伴而產生的孤獨感，這狀況在過年過節時



更為明顯：「節日通常都是父母大展身手的時刻，他們會預備一桌美食、享受與

兒孫的相聚。即使可以透過科技與子女保持聯繫，生活中的瑣碎疑難可以轉為

依靠『出租子女』解決，但這份大時大節親人不在身旁的孤獨感，始終無法改

變。」 

 

主流長者服務的發展 

雖然出租子女是因應子女移民現象而設計的服務模式，但鍾承志亦認為不應忽

視主流的長者服務。鍾承志指出，現行長者服務的缺口並非一日之寒，「在移民

潮出現前，長者服務的資源其實已經不足。許多較為基本的服務，例如送飯、陪

診、入住院舍等，都有很長的輪候時間。」鍾承志認為這種狀況令不少社工即使

有心在規範化的服務外多做一步去關懷長者，亦難以抽身去實行，「唯有投放額

外資源，長者服務才有變化的可能性。」 

 

或許，移民對留港長者帶來的影響，亦視乎其他留港者，如何透過公民社會，給

予長者足夠的支援及親密感。正如李麗雅所言：「節日時見到上門探訪的義工，

陪伴長者傾談一段時間，長者們其實非常高興的，然而這些單對單的服務需要

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這種需要不容易被滿足，對長者而言卻是最真切的渴望，

這方面值得整個社會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