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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調查旨在了解公眾對平等機會的意識，以及對平機會工作的

看法

 在 2021 年 2 月底至 4 月初進行電話訪問

 1 501 名 15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

 回應率：41.7%

殘疾

性別

婚姻狀況

母乳餵哺

種族

在同等的工作要求下，殘疾與非殘疾的員工應該得到

相同的工資及待遇

(同意：正面)

我不介意在自己屋苑附近設立精神病康復者中途宿舍

(同意：正面)

殘疾學生入讀主流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同意：正面)

殘疾員工會令非殘疾員工額外增加工作量

(不同意：正面)

男士全職在家照顧子女是沒有男子氣概的表現

(不同意：正面)

男性比女性更了解政治

(不同意：正面)

基於離婚的身份而被調職

(不同意：正面)

被拒在工作時間內為育嬰而集乳

(不同意：正面)

南亞裔人士只能夠勝任有限種類的工作

(不同意：正面)

相比華裔學生，非華裔學生在學習上較懶散

(不同意：正面) 68.8%

74.1%

84.2%

80.2%

67.6%

81.3%

55.1%

58.9%

61.2%

76.4%

25.0%

23.3%

14.1%

18.0%

25.4%

17.8%

40.3%

34.4%

35.9%

21.5%

6.2%

2.6%

1.7%

1.8%

7.0%

0.9%

4.6%

6.7%

2.9%

2.1%

對平等機會持正面態度

對平等機會持負面態度

不知道/沒有意見/很難說/拒絕回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反歧視態度

的傾向低
反歧視態度

的傾向高

整體指數：
60.7

 從公眾對10個有關歧視或

平等機會情況的例子之態

度計算出一個整體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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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32.5%

45.5%

45.8%

49.9%

51.5%

55.2%

67.6%

65.3%

53.0%

49.5%

48.4%

47.3%

42.0%

普遍 不普遍

居民身份

種族

年齡

性傾向

殘疾

性別

家庭崗位

12.7%

在12.7%之中：

類別：
• 年齡：54.3%

• 性別：20.8%

• 性騷擾：16.2%

• 種族：14.6%

• 家庭崗位：12.3%

• 殘疾：11.5%

• 居民身份：6.9%

• 婚姻狀況：5.6%

• 性傾向：2.6%

• 懷孕：1.5%

• 母乳餵哺：1.5%

2021年調查 2015年調查

在9.1%之中：

類別：
• 年齡：42.8%

• 性別：18.7%

• 性騷擾：27.4%

• 種族：1.6%

• 家庭崗位：9.9%

• 殘疾：6.5%

• 居民身份：16.6%

• 婚姻狀況：3.0%

• 性傾向：1.6%

• 懷孕：4.0%

• 母乳餵哺：不適用

2012年調查

6%

首 5 類情況：
• 工作上：50.2%

• 公共交通工具上：33.0%

• 社交場合：32.0%

• 求職時：28.7%

• 購買產品或使用服務時：21.8%

2021年調查 2012年調查

嚴重 不嚴重

43%

41%

4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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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調查

2015年調查

97.5%

2012年調查

95%

2007年調查

95%

2003年調查

93%

1998年調查

87%

不認知

2.8%

認知

97.2%

1 2 3 4 5 6 7 8 9 10

非常差 非常好

平均分：
6.30

2021年
調查

2015年
調查

6.27

2012年
調查

6.3

提高公眾對平等機會及歧視的認識

提高公眾對性騷擾的認識

為歧視的受屈者提供途徑，討回公道

有效地推行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的宣傳及教育工作

積極主動提出促進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的政策建議

其工作能夠與時並進

積極回應社會對促進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的訴求

在其工作上能夠獨立自主地行事，不屈服於任何壓力或

受不當影響
61.9%

62.0%

62.2%

62.7%

64.4%

66.2%

68.4%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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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歧視條例
有涵蓋

現行歧視條例
沒有涵蓋

46.9%

48.4%

65.7%

25.8%

61.8%

61.8%

68.0%

年齡歧視

性傾向歧視

居民身份歧視

家庭崗位歧視

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

殘疾歧視

2015年
調查

2012年
調查

68.7% 70%

65.3% 71%

61.7% 62%

27.5% 30%

55.9% --

51.6% 51%

42.0% 43%

92.5% 推動修訂法例，明確規定要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遷就

91.0% 推動企業、團體等制定防止性騷擾政策，及設立處理
性騷擾機制

90.3% 推動中小學性教育改革，增加青少年對性騷擾的認知

89.7% 促進精神病康復人士就業及參與社區活動
(2015年有90.3%)

88.3% 推動政府在相關法例加入條文，規定婦女可以在放產假
後返回之前的工作崗位

82.0% 推動僱主訂立「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及措施」
(2015年有79.5%)

2021年
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