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等機會檔案 (2020 年 9 月) 

 

全民抗疫當前，豈能節外生｢歧｣ 

 

2019 冠狀病毒病於今年年初在香港爆發以來，至今已經有大半年

時間。由於市民對這新型病毒不認識，暫時仍然沒有疫苗或針對性的

根治藥物，市民對疾病產生恐懼，是可以理解。為了遏止病毒的蔓延，

政府已推出了多項措施，包括「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減少群眾聚集

和要求配戴口罩的規定等，對抗疫症。 

 

食肆的歧視行為不可取 

 

在這段艱難的時期，市民應該攜手抗疫，可惜有些人仍然抱着懷

疑和不信任的心態，作出一些分化社會和歧視的舉措。就好像近日有

一間食肆，公然在店內張貼一張告示，表示「凡接受過自願性『全民

檢疫計劃』（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者，該店拒絕提供服務」。該食

肆不招待曾經參加「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市民所持的理由是基於兩

個假設或懷疑：（一）這些市民很容易被感染。（二）這些市民的智力

不足 65 以上，所以不懂分辨該店的優質食物。平機會已即時發出新

聞稿，譴責這種歧視行為。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的定義不單指身體或心智的機能

的全部或局部喪失，或全部或局部失去身體任何部份，亦包括體內可

能引致疾病的有機體如病毒。殘疾亦不單指現存的殘疾，更包括「曾

經存在的」、「將來可能存在的」或「被認為存在的殘疾」（即使事實

上被歧視者並無這個殘疾）。 

 

該食肆認為曾參加「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市民容易被感染，即



是認定他們在參與檢測時會因為某些原因而引致殘疾（意思即被感染

而得新冠狀病毒病），然而有關說法卻缺乏合理理據支持，因此拒絕

為他們提供服務並不是以保障公眾健康為目的「合理地需要」的做法，

因此該食肆以曾參加檢測計劃的市民易受感染為藉口而不招待他們，

很可能會觸犯《殘疾歧視條例》。 

 

再者，該食肆更在無任何合理理據的情況下，即斷定參加「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的市民的智力不足 65 以上，在法律上， 若一名市民

的智力不足 65 以上，便符合殘疾的定義，所以該食肆基於曾參加檢

測計劃的市民被認為是存有殘疾（即使事實上這些市民的智力並非不

足 65 以上的殘疾人士）而不招待他們的行為，亦同樣地可能違反《殘

疾歧視條例》。綜合以上兩點，我們認為該食肆作為服務提供者，明

目張膽地張貼告示，似乎並沒理據地認定參加「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的市民有殘疾（易受感染及智力不足 65 以上）而拒絕為這些市民提

供服務，是公然鼓吹歧視行為。 

 

平機會在過去幾個月來，曾透過不同的公眾平台發表聲明，闡釋

相關法律及提醒食肆及其他服務提供者，應避免以不合理的防疫理由

為藉口對顧客作出歧視行為，然而，該食肆依然罔顧平機會多番勸喻，

一意孤行，所以我們有必要明確指出這種歧視行為是社會不能及不應

容忍的。 

 

平機會的其中一個職能，是根據四條反歧視條例處理有關歧視、

騷擾及中傷的投訴。處理投訴的方法就是透過調停方式來解決投訴人

與答辯人之間的糾紛。由於現時仍然未有投訴人，就該食肆的歧視性

告示向平機會作出投訴，因此我們未能透過處理投訴的機制處理有關

事件，我們只能透過發出聲明，強烈譴責這些分化社會和歧視性的行

為，從教育公眾的角度，向市民解釋法例和宣傳正確的信息。 

 



此外，一些醫護人員、區議員、及公眾人物在不同的場合以擔心

增加交义感染和其他憑空臆測的理由反對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更呼籲市民杯葛檢測。這類缺乏理據甚至非理性的盲目反對

和抵制的行為，不單未能配合「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防疫政

策，而且更會影響「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成效，令我們未能及早找

出及截斷社區的隱型傳播鏈，盡快控制疫情。 

 

傳媒應審慎 不要散播歧視信息 

 

除了貨品、服務及設施提供者受反歧視條例所規管，有責任保障

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予顧客時，確保他們不會受到種族、殘疾、

性別及家庭崗位的歧視外，傳媒亦不應該散播具歧視性和仇恨的信息。 

 

早前有傳媒報道一個懷疑多達 13 人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群組

時，竟然用上「毒后」一詞來形容最先病發的患者。報道指該名最先

病發者不但感染了家人和親友，還懷疑傳染了同事及其家人，更引致

有人病逝。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有關「殘疾中傷」的條文，任何人

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人士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都

有可能違反法例。雖然「毒后」這個稱呼在法律上是否足以構成「殘

疾中傷」未有定論，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媒，應該根據事實作出客

觀的報道，不應污名化任何人士，或作出歧視性的報道。這種欠缺包

容和同理心的報道手法，只會進一步分化社會，令香港變得更撕裂。 

 

疾病稱呼不應帶有歧視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爆發初期，由於世界衞生組織未有為這疾病命

名，各地傳媒便自行演譯，其中香港有傳媒便使用了「武漢肺炎」稱

呼這疾病。世界衞生組織其後在 2 月為傳染病正式命名為「2019 冠

狀病毒病（COVID-19）」，不過有香港傳媒繼續使用「武漢肺炎」，而



沒有跟隨世界衞生組織的正式名稱。此外，有國外具影響力的人士更

稱呼 2019 冠狀病毒病為「Kung Flu」（功夫流感）和「中國病毒」。 

 

世界衞生組織在 2015 年曾經發出了有關命名新型人類傳染病的

指引，該文件指出傳染病命名不應使用包含地區、人物、動物和食物

種類、文化、人口、行業、職業，或會引恐慌的名稱。指引旨在減少

對商務、旅遊、動物等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同時避免對文化、社

會、國家、地區、專業和種族團體造成冒犯。 

 

平機會認為，在世界衞生組織將今次疫症正式命名為「2019 冠狀

病毒病」後，所有其他名稱(例如武漢肺炎、功夫流感、中國病毒等)

就再沒有繼續使用的需要，應該立即停用，因為這些非正式的名稱已

毫無實際意義，只會產生污名化的效果，製造歧視、分裂及仇恨，與

全民齊心抗疫的當前急務背道而馳，當然亦違反了平機會一貫提倡共

建公平共融和沒有歧視的社會的宗旨。 

 

團結一致對抗疫症 

 

平機會明白 2019 冠狀病毒病既是全新疫症，亦來得急速，市民對

疫症有所擔憂和對控疫措施持不同意見是可以理解。但平機會一直以

來都確信，歧視性的言論和行為絕對無助控制疫情，只會分化社會、

製造矛盾，使控疫工作舉步唯艱。 

 

就「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而言，這是一項全民防疫的措施，旨在

盡量找出隱形帶病毒者以切斷社會傳播鏈，在現時疫情仍未完全受控

之際，市民應該全力支持這些防疫措施，才有望成功抗疫，無論如何

不應抹黑有關計劃及參加檢測的市民。至於一些偏頗的言論和沒有事

實根據的疾病稱呼或命名，也只會製造歧視和分化，撕裂社會，對我

們全民抗疫的行動毫無幫助。 



 

香港正面對嚴峻考驗，我衷心希望社會各界和市民能團結一致、

放下歧見、通力合作，一起支持和配合各項抗疫措施。我們必須保持

理性，避免作出分化、製造社會矛盾和歧視性的言論及行為。只要大

家同心抗疫，一定可以共渡這個難關。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朱敏健 

 
(以上文章於 2020 年 9 月 9 日刊載於《立場新聞》及《獨立媒體》網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