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學生對性的態度及對性騷擾的看法之研究 

 報告摘要  

背景 

1.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委託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進行「學生

對性的態度及對性騷擾的看法之研究」。調查研究在 2011 年 5 月至 11 月進行。問卷調

查獲 5,902 名學生1參與。除問卷調查外，舉行了 16 場焦點小組討論，共 131 人參與，

藉此得以了解他們對性騷擾的認知和理解、校園內性騷擾的普遍性及在預防性騷擾所

實施的措施。 

2. 美國大學婦女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AAUW] )定

義性騷擾為不情願和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為，更會影響受害者的生活。這定義強調性

騷擾的後果和影響，跟調情、接吻、觸碰等雙方自願的行為有所不同。性騷擾的方式繁

多，包括從肢體性侵犯的一端至另一端涉及性的非言語暗示。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性騷擾的發生，乃由於性騷擾者可以匿名並快速地侵擾他人，而

無須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許多時候令性騷擾者相信他們不會負上法律責任。 

3. 大部份性騷擾都是男性向女性作出。但亦有女性對男性作出性騷擾的個案，及

由男性或女性對同性作出的性騷擾個案。除了工作環境，教育範疇的各階段也經常出現

性騷擾，而性騷擾多發生於朋輩之間，多數受害學生都不會舉報受到性騷擾。性騷擾的

情況多數涉及一個權力凌駕受害者的侵犯者，包括男對女、高年級與低年級學生之間、

師生關係等。此外，倘學生舉報受到性騷擾，他們或會成為朋輩和學校僱員的報復目標。 

問卷調查結果 

4. 學生普遍認為問卷中涉及性的行徑是屬於性騷擾。當中與身體接觸有關的方式，

約八成學生認為是屬於性騷擾，例如︰拉扯衣服及觸碰身體；而涉及言語的方式，例如

稱呼對方為同志或男人婆等，則相對較少學生(約四成)認為是屬於性騷擾。對於問卷中

涉及性的行徑，一般女生比男生較認為是屬於性騷擾。成年人對於問卷中涉及性的行徑，

普遍比兒童和青少年較多認為是屬於性騷擾，而兒童和青少年的看法相對地較為接近。

同樣地，大學生對於問卷中涉及性的行徑，普遍比中小學生較多認為是屬於性騷擾，而

中小學生的看法相對地較為接近。 

5. 在過去一年內，有 50%的學生遭到不同種類的性騷擾。當中，最多學生表示曾

遇到是「有人對你講『鹹濕笑話』」、「在你面前不停講有關性的話題」、「要求你講有關

性的話題，或做一些跟異性／同性有近距離身體接觸的行為」、「有人持續要求和你發展

私人或性的關係」和「有人故意觸碰你的身體」。 

6. 性騷擾的形式方面，分為異性、同性和群體的性騷擾。在受性騷擾女生中，主

要涉及「在拒絕與一位男士約會的情況下，仍不斷受到煩擾」、「面對一位男性持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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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參與者包括小四、中一、中四、中六及大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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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發展私人或性的關係」及曾有一位男性「故意觸碰她的身體」。在受性騷擾男生中，

他們主要曾面對兩位或以上的男性「在他面前不停講有關性的話題」。此外，「講『鹹濕

笑話』」則較多在群體 (兩位或以上男女) 中出現。曾經遇到性騷擾的學生中，有超過九

成提及作出性騷擾者是其男／女朋友(97%)，其次是同學(21%)和朋友(14%)。發生性騷

擾的地點主要在學校(包括大專院校)(49%)，這跟學生的生活時間多在學校有關，而當中

課室(25%)是學校裏性騷擾最多發生的地方；其次是街道(11%)和交通工具(8%)。 

7. 一般男生比女生較多表示自己曾被性騷擾，例如︰被對方稱呼為同志、對方作

出一些帶有性意味的姿勢及展示一些色情物品等。青少年比兒童和成年人較多表示自己

曾被性騷擾，同樣地高中生比小四及中一生和大學生亦較多表示自己曾被性騷擾，例

如︰有人講鹹濕笑話、不停講有關性的話題及故意觸碰自己的身體。 

8. 當學生遇到性騷擾後，他們較多表示「感到憤怒」(40%)、「感到驚慌恐懼」(38%)

及「與別人的關係受損」(36%)。而較少學生表示會直接影響日常作息，如感到失眠(7%)

及飲食失衡(10%)等。女生比男生較多在心理和情緒方面受到影響，而男生比女生較多

在日常作息和人際關係等方面受到影響。中小學生(特別是兒童)明顯地在「與別人的關

係受損」、「感到驚慌恐懼」、「影響學習」及「飲食失衡」等方面較多受到影響。另一方

面，大學生(特別是成年人)明顯地在「感到不安無助」、「感到憤怒」及「產生壓力和困

擾」等方面較多受到影響。 

9. 過半數受性騷擾的學生會選擇「保持沉默」(58%)和「向騷擾者表達不滿」(51%)，

其次是「告訴同學／朋友」(39%)和「報警」(34%)，他們較少會選擇向家人(16%)、師

長(5%)和平等機會委員會(3%)尋求協助。 

10. 校園內有關性騷擾的教育和宣傳方面，53%的學生表示學校有張貼「防止性騷

擾」或「如何處理性騷擾」的海報／小冊子，而約半數的學生(51%)表示「學校有關於

防止性騷擾的校規和守則」。此外，44%的學生表示「學校曾舉辦有關防止性騷擾的週

會／講座／工作坊」。學生表示曾參與的校內防止性騷擾的週會／講座／工作坊是由教

師(20%)、校內社工(20%)、平機會(18%)和校外社福機構(17%)主持，後兩者比率似乎偏

低，這反映校方較少運用校外的資源來宣傳防止性騷擾，而校內社工和教師在這方面負

起較大的教育責任。 

11. 八成學生表示知道「援交」的意思，只有約一成(11%)學生表示不知道援交2是

何意。68%的女生表示不接受援交，比男生(43%)為多。在婚前性行為方面，亦有相似

的情況，較多女生(44%)比男生(30%)不接受；反之，男生(34%)比女生(28%)較多接受婚

前性行為。關於青少年懷孕方面亦相似，表示不接受的女生(84%)比男生(75%)多，而對

於青少年懷孕，男女生的不接受比率均高於前兩個議題。 

12. 對婚前性前行為的接受程度可看到年齡的影響，明顯地年紀越大接受程度越高，

由兒童的 10%、青少年的 27%，到成年期的 44%，而成年期更是唯一的接受(44%)高於

不接受(38%)的年齡分層。另外，對援交和青少年懷孕等方面，不接受程度也受到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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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為了金錢而與年紀較大的男人有性關係。此活動的另一名稱為有酬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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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例如：不接受援交由兒童的 46%、青少年的 54%增加到成年的 71%；不接受青

少年懷孕的程度也隨著年齡而增加（兒童(72%)、青少年(77%)、成年(88%)）。 

13. 在不同受教育階段的受訪者之間也有差異。大學生不接受援交(71%)明顯高於

高中生(55%)和小四及中一生(44%)。在婚前性行為方面，大學生(41%)不接受比率僅略

高於高中生(39%)和小四及中一生(35%)；另一方面，大學生(44%)接受比率卻明顯地高

於高中生(30%)和小四及中一生(12%)。在青少年懷孕方面，大學生(89%)不接受比率明

顯地高於高中生(77%)和小四及中一生(72%)。 

焦點小組結果 

14. 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都能了解性騷擾的基本定義，包括暗示「性」的言語或動

作。他們亦認識這些言語或動作帶有強迫性，並能分辨當事人自願與否。學生普遍認為

性騷擾會對受害人造成困擾、反感、不適和焦慮。這跟問卷調查的數據相當脗合，即學

生普遍認為問卷中涉及性的行徑是屬於性騷擾，以及受性騷擾者要面對各種困擾。 

15. 焦點小組結果能補充問卷調查結果的不足之處。首先，學生如何理解性騷擾的

定義與實際反應原來有落差，乃由於他們對性騷擾的判斷會考慮性騷擾者的動機和心態。

由於性騷擾大多涉及同學或朋友，所以受害人較難分辨性騷擾者的用意，有時亦會認為

所涉及性騷擾的行為，是校園風氣或嬉戲文化的一部份，尤其是性騷擾只涉及言語方

面。 

16. 所涉及性騷擾的形式跟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相符，中小學生多涉及言語和行為上

的性騷擾，大學生則較多涉及言語上的性騷擾。對談論「鹹濕笑話」和評論其他人的身

材和私生活，部份學生認為這是校園文化，所以就算有同學表達不滿，還是會繼續下去。 

17. 面對性騷擾，學生多會以較被動的方式去獨自面對，例如︰容忍或離開現場。

雖然性騷擾者多是同學，但學生很少向教師求助。有學生認為教師可能因尷尬或經驗不

足，不擅於處理性騷擾個案，擔心投訴之後遭到性騷擾者的報復，故較少向教師求助。

這也許可解釋問卷調查的結果，為何學生向外求助的數字偏低。 

18. 現時預防性騷擾的教育主要是以講座為主，部份學生表示興趣不大，有部份學

生指出他們更會在講座中睡覺。他們大多認為講座缺乏真實感，無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這也可解釋為何學生未能有效地把有關預防性騷擾的知識付諸實行，並懂得如何面對及

處理性騷擾，這似乎跟預防性騷擾的教育方式有關。現時預防性騷擾的教育較重視對定

義的理解，而較深入的觀念，如性別平等跟性騷擾的關係，學生大都未能掌握。 

19. 中小學男生認為兩性的關係不太融洽，兩性似乎有針鋒相對的情況。校園中缺

乏預防男生受性騷擾的措施，亦有男生聲稱曾受女生性騷擾。除了異性的性騷擾，同性

之間亦有性騷擾，而學生較難分辨同性性騷擾是否發生。 

20. 教職員和家長指出目前有關性騷擾的教育不足，學校對其重視程度也不高。現

時的課程太緊迫，預防性騷擾和性教育未能納入常規課程。家長希望外界能給他們提供

性教育的培訓課程，讓他們有較多機會和方法去教育孩子有關性騷擾的知識。部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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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和家長表達校方多因害怕影響校譽而低調(甚或沒有)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 

總結及建議 

21. 校園性騷擾的發生，緣於性騷擾者對受害者在生理、性別上的歧視與身體自主

權的侵犯：小則有無禮的鹹濕笑話，展示／傳閱一些色情物品，不雅姿勢、態度、動作、

辱罵、觸摸；次則如違背受害者意願的不斷邀約、強求；大則如嚴重的性侵害或攻擊行

為。本研究揭示佔半數受訪學生曾在不同意的情況下，在過去一年內遭到不同種類的性

騷擾。另外，超過三分之一高中生表示自己在過去一年內曾被性騷擾(主要是面對鹹濕

笑話)。這跟香港中文大學在 2003 年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約 23%的受訪高小學生及 43%

的受訪中學生曾遭受朋輩的不同性騷擾行為(例如：講淫褻話題或笑話、邀請或強迫一

起看色情影帶／網頁／刊物))，相當脗合。這表示校園性騷擾的情況，似乎沒有多大改

善。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在焦點小組討論時，有部份受訪學生接受這是校園文化，所以就

算有同學表達不滿，性騷擾還是會繼續下去。 

22. 面對性騷擾，學生多會以較被動的方式去獨自面對，例如︰容忍或離開現場。

雖然性騷擾者多是同學，但學生很少向教師求助。有學生認為教師可能因尷尬或經驗不

足，不擅於處理性騷擾個案，擔心投訴之後遭到性騷擾者的報復，故較少向教師求助，

向外界求助的更少，只默默地成為一個孤獨的受害者。即使受害者事後和家人或朋友傾

訴，能讓驚恐、憤怒的情緒獲得一些平復，但受害者的負面感受，從尷尬到自尊受損，

甚至抑鬱等都會有可能揮之不去。有本地研究指出受害者會自信心／自我形象或情緒低

落、對學校沒有歸屬感、或感到校園不安全。有海外研究發現，除了感到校園不安全之

外，性騷擾有可能增加受害者自殺念頭、過早談戀愛和濫藥；女生更會出現飲食失調和

自殘的行為。 

23. 最令人困惑的是校方對於學校內性騷擾的情況，多採取「鴕鳥政策」。焦點小

組結果顯示，校內的預防性騷擾政策主要是關於教職員或校外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較少涉及如何應對學生之間的性騷擾。教師和社工表示校方因害怕影響校譽，故採取低

調的方式去處理性騷擾事件，甚至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要知道，不去處理，校

園性騷擾並不會自動消失，真正有效處理性騷擾的辦法，是透過政府、校長和教職員、

家長、學生及社會上相關持份者的共同努力，讓受害者事後可循正式的申訴機制或法律

途徑得以解決性騷擾問題，使性騷擾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和輔導。 

24. 根據上述討論，對於校園性騷擾的預防工作及如何妥善處理性騷擾投訴，有頗

多需要改善的空間。研究小組提出下列改善建議： 

(1) 學校處理性騷擾的政策和機制 

學校需制定一套處理性騷擾的政策，此政策需對性騷擾有清晰的定義，以致校長、教職

員和社工都清楚如何處理性騷擾。申訴制度應力求維護師生基本權益及性別平權與平等

的目標。在運作上，應力持公平公開原則、保護當事人的私隱權及具有懲戒權。 

中小學應參考大學在校內設立機制去處理性騷擾投訴，並讓全體學生和家長清楚明白對

性騷擾作出申訴的程序(例如：把相關資料上載到學校網頁)，並提供合適途俓，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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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保密情況下尋求幫助。訂立了政策，學校便要貫徹執行，且有監察落實和定期檢討

政策的機制，以確保政策行之有效。 

(2) 校長及教職員的培訓 

性騷擾個案多出現在朋輩之間，地點多在學校課室內，尤其當轉堂或休息中間的時候發

生，而學生多選擇不向校內人員求助。因此，建議必須提供對校長、教師、訓輔人員和

社工的全面培訓，提升他們處理校內性騷擾的能力。 

(3)  提供適切的心理輔導 

任何性騷擾事件的當事人，都需要完善的心理輔導。性騷擾者可能在心理上有所異常或

在心態上有所偏差，因此需要適當的心理輔導。此外，性騷擾的受害者經常會經驗到許

多負面的情緒與認知，更需要接受心理輔導。學校必須與其輔導組配合，包括運用校外

資源，提供適切的渠道，令受害者能得到適切的一站式的專業輔導和持續的跟進服務。

有專人為受害人提供各方面的支援服務、跟進其心理健康及避免再被性騷擾的可能。 

(4) 加強對學生的性／性別教育 

不同年齡代表不同的發展階段。調查結果顯示，對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學生要採用不同

的教育方式。小學生對性騷擾的概念比較模糊，可以採用引導性和較富彈性的方法的教

育模式。對於中學生與大學生，應就校園內同學間的性騷擾、兩性相處態度和戀愛關係，

甚至在一些具爭議性的課題(例如：援交、婚前性行為和未婚懷孕等)上，加強教育。應

重整課堂時間分配以增加時間去教授有關性騷擾的課程。教學模式不應只是單向灌輸，

宜多用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讓學生有時間和空間去討論，去澄清他們的疑慮，並協

助學生建立尊重他人及自我的「性」價值觀，以及互相尊重和「零性騷擾」的校園。 

隨著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本地學生在生活和學習中，使用資訊科技及互聯網的渠道及

機會愈來愈多。多項研究發現，兒童和青少年每日的上網時間不斷增加，當中遭受到網

上性騷擾／暴力的情況亦愈趨嚴重，例如透過互聯網，接受到一些淫褻不雅資訊(包括

兒童色情物品)，或是遭網友邀約外出後，遭受到性侵犯。學校和有關機構應提高教師

和家長對此問題的關注、了解及知識，以協助學生建立正確觀念，掌握網上安全概念，

使他們能預防網上性騷擾的發生。 

(5) 家長教育 

學校或相關機構應舉行不同活動(例如︰工作坊、親子營)，以協助家長對有關性騷擾的

議題有所認識。可製作光碟和活動教材套，以協助家長在家中進行有關性騷擾的教育。 

(6) 政府、平機會和非政府機構的角色 

政府和平機會應與相關機構合作，定期進行大規模有關性騷擾的研究。此外，政府應多

製作有關性／性別教育的節目，並在主流媒體中播放，亦可製作光碟和教材套以協助家

長和教師。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少向校內教職員／社工和外間的非政府機構求助，建議

可設立熱線、電郵等，讓學生能在保密情況下尋求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