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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1％受访妻子表示自己 比伴侣承担更多看护工作，

只有 4％丈夫这么认为；59％妻子觉得自 己花更多时间做家务，而仅有 3％丈夫这么认为。  

大部分已婚女性认为自己比伴侣花更多时间做家务，并且肩负更 大的看护责任，这显示传统女性

顾家的观念在本地社会中仍根深蒂固 。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1％受访妻子表示 自己比伴侣承担更多看护工作，

只有 4％丈夫这么认为；59％妻子则 觉得自己花更多时间做家务，仅有 3％丈夫认为自己花比较

多时间在家 务上。共有 2000 人参与这项在 2013 年进行的新加坡人社会观念调查， 这是当局第

一次针对男女看顾家庭的比重提问。 

虽然男女分担家务和看护工作的比重有别，但根据社会及家庭发 展部在 2009 年进行的父亲育儿

观念调查，接近 100％父母都认为双方 应共同分担养育子女的责任。 

受访社会观察家认为，母亲仍是家里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的主力 ，虽然男性对分担家务和照顾子

女的意识有所提高，但他们还是比较 重视事业，雇主也比较不认同他们为了照顾家庭而耽搁工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日前在第二届“社会服务伙

伴研讨会”中发表上述数据。 他受访时指出，现实中有更多女性花较大心思照顾子女和家庭所需， 

在一些聘请帮佣的家庭中，通常是由妻子来监督帮佣的工作。他说： “男性在这方面遇到不少障

碍，例如雇主较不会赞同男职员请育儿假 ，他们会问为何不是职员的妻子这么做。” 

“好爸爸中心”（Centre for Fathering）名誉主席林顺福说， 妻子也许花更多时间照顾子女，

但这不代表父亲完全不理会孩子。他 留意到如今有更多年轻父亲更积极参与照顾子女成长，让孩

子在充满 父爱的环境中长大。 

调查也发现，许多新加坡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感到不满意。多达 55％受调查者认为，工作妨碍了

他们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比四年前 的 47％高。受访男性当中，有 58％表示工作剥夺了家庭时

间，高出 2009年的 44％。 对工作与生活平衡 国人不满意   

凝聚家庭理事会成员黄可丽认为，更多男性期望在工作与家庭之 间取得更好的平衡，这意味着丈

夫觉得他们应该在育儿过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 

黄可丽说：“男性可以也应该在看护子女和分担家务方面扮演更 积极的角色，因为建立和维持家

庭关系需要团队努力。其中一个方式 是通过参加育儿和婚姻教育课程，更好地了解妻子和子女的

需要，学 习可在哪方面能帮得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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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两名子女的王健民（48 岁，职业顾问）说，政府近年为在职 父亲提供有薪陪产假，这有助

鼓励男性更积极分担养育子女的工作。 虽然如此，由于社会仍持有男性应担负起养家糊口的传统

观念，促使 男性更注重事业，人们较无法接受他们为了照顾家庭而辞掉工作。 

另一方面，马修博士日前也在研讨会上发表一项由国家人口及人 才署进行的婚姻及育儿观念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期望结婚的单身者 比率，从 2004 年的 74％增至 2012 年的 85％，显示更多国人

向往婚姻。 受访夫妇中，希望生两个孩子的比率从 2004 年的 49％提高至 2012 年的 57％，也有

更多人希望生四个或更多孩子，从 2004 年的 5％升至 2012 年的 8％。 妻子也许花更多时间照顾

子女，但这不代表父亲完全不理会孩子。我 留意到如今有更多年轻父亲更积极参与照顾子女成长，

让孩子在充满 父爱的环境中长大。 ——“好爸爸中心”名誉主席林顺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