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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建構平等社會
 

過去兩年，⾹港持續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陰霾所籠罩。隨著病毒不停變種，
引發⼀輪⼜⼀輪的感染，我們的⽣活起了重⼤變化，無論是⼯作、學習、獲取服務和
使⽤設施等等，我們都要適應新的常態。

在疫症爆發初期，市⺠陷⼊惶恐不安，社會出現針對不同群組的污名化和歧視⾏為，
包括餐廳拒絕招待來⾃內地或操普通話的顧客、醫護⼈員被拒使⽤服務、外籍家庭傭
⼯在休息⽇被禁⽌外出，以⾄僱員感染病毒後被辭退。

疫症亦暴露了弱勢和邊緣社群⼀直⾯對的制度上障礙和挑戰，例如少數族裔⾯對的語
⾔障礙，還有殘疾⼈⼠未能享有暢通易達、無礙的社區環境和⽣活，他們在疫情下⾯
對加倍的困難。正當政府和不同界別紛紛推出控制疫症的措施，社會出現了不同聲
⾳，質疑有關措施是否合理和必要，個別⾔論更是基於錯誤資訊、引起分歧和具污衊
性。



⾯對疫症帶來的衝擊，平機會⼀直站
在最前線，向市⺠解釋不同措施可能
帶來的歧視和影響、為弱勢邊緣社群
的權利發聲，還有為受到違法歧視的
⼈提供申訴途徑。除了發出聲明、回
答查詢，平機會還處理投訴、為投訴
進⾏調停，以及在適當時為未能成功
調停的個案提供法律協助。

近⽇不同機構均對員⼯施加接種疫苗的要求；另⼀⽅⾯，當局亦規定市⺠於進⼊⻝肆
及其他指定處所時須使⽤「安⼼出⾏」流動應⽤程式。有關舉措引發不少議論，包括
它們會否造成歧視。⼀如既往，平機會謹慎仔細地解釋反歧視條例的相關內容，澄清
誤解，並呼籲⼤眾在這艱難時期抱持同理⼼、包容和團結。

有時候我們的解答⽐較簡單直接，有時候則需作出較詳細的解釋，因相關問題或涉及
較複雜的概念、法例訂明的例外情況以及個別事件的特定因素。以下段落闡釋反歧視
法例如何應⽤在不同情況。

殘疾定義

在《殘疾歧視條例》（《條例》）第 2條下，殘疾的定義⾮常廣，包括在體內存在引
致或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引起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新型冠狀病毒，明顯符合有關定
義。另外，第 2條亦訂明，殘疾包括「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殘疾」。由此可引
伸，⼀名曾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以及⼀名曾感染但已康復的⼈⼠，在《條例》下均可
被視為有殘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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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歧視

根據《條例》第 �(a)��(�)(c) 條，若⼀名⼈⼠基於另⼀⼈的殘疾⽽給予該⼈差於他∕她
給予或會給予⾮殘疾⼈⼠的待遇，⽽該殘疾和⾮殘疾⼈⼠的有關情況乃相同或無重⼤
分別（第8條），那麼有關作為可構成直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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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11(�)(c) 條便訂明，除了在例外情況下（包括下述情況），若僱主歧視他∕
她在⾹港的機構所僱⽤的殘疾⼈⼠，基於有關僱員的殘疾⽽解僱該⼈或使該⼈遭受任
何其他不利，即屬違法 。
 

 
《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條⽂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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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的殘疾屬《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所指的任何表列傳染病或由表列傳染性
病原體引致的疾病(例如 2019 冠狀病毒病)；及

有關的歧視性作為是為保護公眾健康屬合理地需要的，

因此，若⼀名僱主基於⼀名員⼯曾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解僱該員⼯，有可能構成殘
疾歧視。然⽽，《條例》第6條亦訂出以下例外情況：

則即使另⼀⼈歧視該殘疾的⼈，《條例》並不適⽤於該另⼀⼈。

若僱主欲引⽤以上條⽂的例外情況作為解僱
員⼯的免責辯護理由，那麼僱主有責任去援
引證據，證明解僱或有關歧視性的做法是為
了保護公眾健康屬合理地需要的作為。在作
出有關歧視性作為前，僱主應仔細考慮以下
因素，例如：有否可⾏的替代⽅案；有關員
⼯的⻆⾊和職能；機構運作受到傳染病影響
的⾵險和持續時間；病毒擴散的可能性；以
及擴散的後果和嚴重程度。

就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感染，若僱員被確診感染病毒，很⼤可能需留院接受治
療，並根據《僱傭條例》放取病假。除⾮僱員已經完全康復，符合出院準則，包括
進⾏新冠病毒核酸測試結果呈陰性，並依據政府規定完成出院後 14 天的指定地點隔
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否則他們不能返家或恢復⼯作。基於此，若僱主基於員⼯
感染病毒或曾感染但已康復⽽將員⼯解僱，就較難符合「為了保障公眾健康⽽屬合
理地需要的作為」這⼀準則。

3

間接歧視

除以上情況，實施劃⼀的要求或⽋缺彈性的措施，亦有可能造成殘疾歧視。在《條
例》第 �(b) 條下，任何⼈如對殘疾⼈⼠施加⼀項要求或條件，雖然他同樣地對或會對
⾮殘疾⼈⼠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但：(i) 殘疾⼈⼠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數⽐
例，遠較⾮殘疾⼈⼠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數⽐例為⼩；(ii) 他不能顯⽰該項要
求或條件是有理由⽀持的；及  (iii) 由於殘疾⼈⼠不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以致該項
要求或條件是對該⼈不利，即可構成間接歧視。以下內容將解釋有關條⽂如何應⽤在
僱員被要求接種疫苗的措施。

平等新動向



2022年2⽉刊

要上班就必須打針？

特區政府於2021年5⽉推出了「全城
啟動快打疫苗」運動，為接種疫苗的
政府僱員提供疫苗假期。不少公私營
機構均仿傚，為員⼯提供誘因接種疫
苗 。 然 ⽽ ， 有 個 別 機 構 採 取 嚴 厲 政
策，規定員⼯若不打針便不能獲取現
時享有的福利，甚⾄不獲聘⽤。

針對以上情況，《條例》第6條可能適⽤，因為：(i) 有關政策是劃⼀性的措施，即所
有員⼯均須遵從要求；(ii)  ⼀些有⻑期病患或其他殘疾的員⼯，或已獲醫⽣證明不宜
接種疫苗，因此較沒有殘疾的員⼯更難符合機構的規定；⽽ (iii) 這些殘疾員⼯如最終
因未能接種疫苗⽽被辭退或不能獲取固有福利，即等同蒙受不利。

問題的癥結，是有關的條件或要求是否合理。雖然每宗個案的情況並不相同，但⼀
般⽽⾔，我們需考慮措施背後是否有合法的⽬的（如防疫）、措施是否真的與此⽬
的有關連，以及做法是否與該⽬的相稱（即合符⽐例）。

以打針為例，僱主可辯解說，減低傳染病在員⼯及客⼈之間散播的⾵險是合法的⽬
的，⽽強制員⼯接種疫苗是為了達致該⽬的的⼿段。但假若僱主沒有提供任何替代
安排或便利措施予具醫⽣證明書、不宜接種疫苗的殘疾員⼯，例如安排員⼯以定期
檢測結果替代接種疫苗，那麼有關措施可能被視為不合乎相稱原則和不合理。同樣
地，假若有關殘疾員⼯能獨⽴⼯作，不需要與其他員⼯⼀起⼯作或在前線崗位與顧
客溝通，那麼有關要求亦有可能被視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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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關劃⼀政策不合乎相稱原則和不合理，導致殘疾員⼯蒙受不利，那麼便有可能
構成《條例》下的違法間接歧視。

平等新動向



政府其後於12⽉7⽇公布，凡65歲或以上和5歲或以下的⼈⼠；殘疾⼈⼠；及其他獲
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的⼈⼠，可以填妥指定表格的⽅式替代使⽤「安⼼出
⾏」。政府亦安排分批向張貼「安⼼出⾏」⼆維碼處所派發凸字膠套，⽅便視障⼈
⼠到訪處所時使⽤「安⼼出⾏」程式。以上豁免和便利措施可協助殘疾和弱勢社群
使⽤程式，避免他們遭到間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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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種疫苗的安排，另⼀個公眾關注、具爭議的事項是使⽤「安⼼出⾏」流動應
⽤程式。政府早前宣布，市⺠須使⽤「安⼼出⾏」流動應⽤程式掃描場所⼆維碼，
才可進⼊政府⼤樓和指定處所，有關安排於 12⽉9⽇更擴展⾄全港⻝肆。使⽤「安⼼
出⾏」的規定無疑是保障公眾健康的有效預防措施，然⽽需要關注的是個別群體包
括視障⼈⼠，會否因為無法使⽤程式⽽不能使⽤服務或設施，因⽽受到間接歧視。

事實上，平機會收到不少持份者機構
包括代表視障⼈⼠的⾮政府機構查
詢，表達他們對有關規定的關注，擔
憂會對視障⼈⼠造成困難。平機會向
有關政府部⾨轉達了他們的關注，並
促請當局為有困難使⽤程式的⼈⼠提
供彈性和便利措施。

5

我們需要的是以務實理性的
態度來化解分歧，平衡不同權利。

–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生

正 如 平 機 會 主 席 朱 敏 健 先 ⽣ 所 指 ：
「 預 防 歧 視 和 抗 疫 措 施 並 不 存 在 衝
突。保障公眾健康和維護平等機會同
樣重要，應相輔相承。無論採取甚麼
政策或措施也好，最重要是有關政策
必須合理、合乎⽐例和必要。我們需
要 的 是 以 務 實 理 性 的 態 度 來 化 解 分
歧 ， 平 衡 不 同 權 利 ， 包 括 私 隱 的 權
利、免受歧視的權利，以⾄享有健康
和保障⽣命的權利。」

平等新動向

「安⼼出⾏」流動應⽤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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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主席續說：「平機會定必會繼續密切監察疫情的發展。作為本港維護平等機會的
機構，我們會繼續運⽤法定權⼒調查歧視投訴、為投訴進⾏調停、分析抗疫措施是
否具歧視性質，以及為弱勢發聲。我們將與社會⼤眾站在⼀起，對抗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

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查詢和投訴

由2020年1⽉⾄2021年12⽉，平機會處理了1 540宗關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查
詢和超過250宗投訴，當中有些亦牽涉疫苗注射的安排。⾃2021年3⽉⾄12
⽉，平機會共處理了超過180宗關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注射的查詢和近20宗
投訴。

這些投訴牽涉不同範疇，包括僱傭範疇和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其中⼀宗
個案關乎⼀名顧客被⼀家餐廳拒絕服務，該顧客從疫區回港，餐廳擔⼼客⼈受
感染於是拒絕接待，即使該客⼈已進⾏了⻑時間的隔離檢疫，亦沒有確診。根
據《條例》，餐廳有可能基於假設該客⼈有殘疾(即歸於任何⼈的殘疾)⽽歧視
該客⼈，屬違法歧視。

在另⼀宗個案，⼀名僱員在感染新冠病毒病後不久仍在住院期間被僱主辭退。
僱主解釋指其他員⼯覺得與該染疫員⼯⼀起⼯作並不安全，其後⼜辯說該員⼯
不能上班令辦公室運作受影響。在《條例》下，有關作為可構成基於員⼯的殘
疾的直接歧視，屬違法⾏為。

對於這些投訴，平機會會協助進⾏調停，假若調停不成功，投訴⼈可申請法律
協助。平機會會仔細分析每宗個案的情況，擬備報告提交法律及投訴專責⼩組
考慮。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歧視問題，平機會認為藉著這
些個案，可提升⼤眾認知，避免對曾感染或被假設感染的⼈⼠作出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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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只供參考，並不能取代法律意⾒。）



平機會公布「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
調查2021」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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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2021年11⽉11⽇公布「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調查2021」的結果。這是平
機會⾃1998年來第六次進⾏有關調查，旨在瞭解公眾對平等機會的意識，以及對平
機會⼯作的看法。

是次調查於2021年2⽉⾄4⽉進⾏，受委託的機構透過電話訪問了1 501名公眾⼈⼠，
調查內容包括公眾眼中歧視情況在⾹港的普遍程度、對平機會⼯作的認識，以及有
關未來平等機會⼯作優次的意⾒等等。

調查發現公眾的整體反歧視態度頗⾼，指數達60.7分(100分為最⾼)，顯⽰對平等機
會持正⾯態度。有相當⽐例的公眾認識⽬前的反歧視法例，包括《殘疾歧視條例》
(68.0%)、《種族歧視條例》(61.8%)和《性別歧視條例》(61.8%)。相對之下，較少
⼈認識《家庭崗位歧視條例》(25.8%)。

⾄於對平機會的認識，公眾對平機會的認知度維持在⾼⽔平，97.2%在訪問前曾聽過
平機會。他們對平機會的整體⼯作表現亦有正⾯評價，平均分達6.30分（分數由1⾄
10分，10代表⾮常好）。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research-report/EO-Awareness2021_Report-Chi_3Nov2021_cle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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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推動機構制定防⽌性騷擾
政策，同屬未來的重要⼯作。

92.5% 91%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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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歧視情況在⾹港的普遍程度，約半數受訪者認為居⺠⾝份歧視(55.2%)、種族歧視
(51.5%)及年齡歧視(49.9%)皆普遍存在。事實上，12.7%的受訪者表⽰在訪問前12個
⽉曾經歷歧視或騷擾，當中54.3%曾經歷年齡歧視、20.5%經歷性別歧視，以及16.2%
受到性騷擾。

對於未來各類平等機會⼯作範
疇的重要程度，92.5%的受訪者
認 為 推 動 政 府 修 訂 法 例 ， 在
《殘疾歧視條例》下明確規定
要為殘疾⼈⼠提供合理便利，
屬 於 ⾮ 常 重 要 或 頗 重 要 的 項
⽬。這正是平機會於2016年向
政府提交的《歧視條例檢討意
⾒書》中其中⼀個法例改⾰建
議。

另外，⼤部分受訪者亦認為應推動企業、團體等制定防⽌性騷擾政策，及設⽴處理性
騷擾的機制(91.0%)；還有推動中⼩學性教育改⾰，增加⻘少年對性騷擾的認知
(90.3%)。

基於市⺠對以上議題的強烈共識，平機會認為政府應進⾏法律改⾰和投⼊額外資源進
⾏公眾教育，以顯⽰其打擊歧視的承擔。除此，鑑於年齡歧視為受訪者最常經歷的歧
視及∕或騷擾情況，政府宜考慮定期進⾏有關年齡歧視的⼤型調查，從⽽收集公眾意
⾒及開展⽴法禁⽌年齡歧視的公眾諮詢。

有關調查的報告及資訊圖表已上載到平機會網站。

認為推動中⼩學性教育改⾰，
增加⻘少年對性騷擾的認知亦
屬重要。

認為在《殘疾歧視條例》下明
確規定要為殘疾⼈⼠提供合理
便利，屬⾮常或頗重要。

平等新動向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DLR/2016330179592009850.pdf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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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研究法例改⾰
涵蓋未受保障特徵

 
 

2022年2⽉刊 平等新動向

近年⾹港出⽣居⺠與內地來港⼈⼠之間的磨擦和⽭盾越趨嚴重，除了有些新移⺠遭到
謾罵，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更出現個別⻝肆拒絕招待從內地來港或操普通話的
客⼈。這些具敵意的排外⾏為加深了社會對歧視和騷擾問題的關注，引發⼤眾考量⽬
前的反歧視條例是否能⾜夠保障有關⼈⼠免受歧視和騷擾。

另⼀⽅⾯，社會上就⽴法保障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討論仍處於膠著狀態，即
使經過多年爭辯仍沒有進展。期間有若⼲處於同性關係的⼈⼠將其個案帶到法庭，透
過司法覆核挑戰不同範疇的法例和措施，務求維護⾃⾝的平等權利。

無論是處理內地來港⼈⼠或是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很明顯⽬前的反歧
視法例有不⾜之處。作為執⾏反歧視法例的機構，平機會的法定職能之⼀是檢討法例
的應⽤情況，並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議。事實上，平機會於2020年便按政府要求，全⾯
檢討《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性騷擾的條⽂，以找出⽬前保障不⾜之處，並在適當時
提出建議改⾰法例。平機會已完成有關研究，並於2021年10⽉向政府提交了有關研究
結果。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sex-discrimination-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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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現⾏的反歧視條例未能為內地來港華⼈，
以及性⼩眾和跨性別⼈⼠提供⾜夠保障。

⾄於上⽂提到針對內地來港⼈⼠的歧視和騷擾問題，平機會進⾏了⼀項法律研究，審
視有哪些法律條⽂，可以處理⾹港⼈與在港內地⼈之間的歧視、騷擾和中傷，並於
2021年3⽉向政府提交了意⾒書，供政府考慮。

現時平機會正進⾏另⼀項法律研究，探討
⽴法禁⽌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
⾝分的歧視。有關研究旨在審視可⾏⽴法
⽅ 案 ， 以 處 理 僱 傭 、 教 育 ， 以 及 提 供 貨
品 、 設 施 及 服 務 等 公 共 範 疇 中 出 現 的 歧
視。平機會並打算就其建議諮詢主要持份
者，在考慮持份者的意⾒後，將擬備全⾯
的 研 究 報 告 ， 並 提 出 建 議 ， 以 供 政 府 考
慮。

2022年2⽉刊 平等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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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加強社交媒體宣傳

 
 
 

過去10年，⾹港的社交媒體使⽤情況持續增⻑。截⾄2021年1⽉，本港有692萬互聯網
使⽤者及641萬活躍社交媒體使⽤者，分別佔本港⼈⼝92.0%及85.6%。(來源：Digital
2021: Hong Kong Report by Data Reportal)

與很多公營機構⼀樣，平機會⼀直利⽤不同社交媒體平台，包括Facebook、領英
(LinkedIn)和YouTube，宣揚平等機會、多元共融的信息。2021年9⽉，平機會更推出
Instagram專⾴「平.常.事.」 (EO Matters)，務求擴⼤社交媒體曝光率，更廣泛地接觸
年輕⼀代。

平等新動向2022年2⽉刊

為打響頭炮，平機會邀請了資深新聞及體育攝影師程詩詠，為弱勢和⼩眾群體拍攝⼈
像，他們當中有南亞裔消防員、⼥⼯程師、與抑鬱症共存的⺟親，還有⾏動不便的⼈
⼠。他們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社會上的弱勢或⼩眾群體在⽇常⽣活中所⾯對的困難，提
醒我們同理⼼、諒解和包容的重要性。

除 了 程 詩 詠 拍 攝 的 ⼈ 像 ， 平 機 會 的
Instagram還圖⽂並茂介紹有關平等機
會的資訊、地點和活動。⾃專⾴於9⽉下
旬推出，⾸帖⽂已吸引了超過44 000⼈
次瀏覽，其後於11⽉的⼀個帖⽂更有超
過 71 000 ⼈ 次 瀏 覽 。 在 我 們 的 追 隨 者
中，逾九成是13-34歲的年輕⼈，⽽24歲
以下的更有近40%，他們正正是平機會
的推廣⽬標群體。

https://www.instagram.com/accounts/login/?next=/eo.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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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機會的領英帳戶，是平機會與專業及商業界別群體連繫和溝通的平台。平機會
利⽤該平台分享有關平等機
會、多元共融的舉措，例
如平機會的研究調查結果
、培訓課程以及平等機會
僱主嘉許計劃等。除此，
平機會更不時上載有關反
歧視法例的⼩知識，以及
⾮政府組織和公⺠社會機
構舉辦的活動資訊。

平等新動向2022年2⽉刊

為了配合Instagram的推出，平機會亦更
新了Facebook的專⾴，同樣命名為「平.
常.事.」(EO Matters)。除了轉載程詩詠
的照⽚，平機會在Facebook專⾴推出了
不少互動內容，例如為響應每年8⽉的國
際⺟乳哺育周，平機會於2021年7⽉⾄8
⽉在臉書發起「#⼀⼈⼀相撐⺟乳餵哺」
⾏動，以提⾼公眾認識⼥性餵哺⺟乳的
權利，這⼀系列帖⽂吸引了超過60 000
個臉書帳戶瀏覽。另外，平機會亦趁每
年10⽉的⾹港精神健康⽉，推出有獎猜
字遊戲。

平機會在Facebook亦設有英⽂版專⾴，分別名為EMbRACE
和 Uniquely Me!。平機會於2017年推出EMbRACE項⽬，旨
在透過不同教育及宣傳活動宣揚種族平等。EMbRACE專⾴主
要集中介紹有關種族多元共融的活動和項⽬，⽽Uniquely
Me!則主⼒向⾮華裔⻘年推廣，例如介紹由不同族裔⻘少年
參與的分享會及講座。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平機會在YouTube的頻道，⾃2008年推出⾄今已上載400多套短
⽚，包括活動精華⽚段、電視宣傳⽚、平等機會實錄和過往短⽚創作⽐賽的得獎作
品，可謂集教育、資訊及娛樂於⼀個平台。

⼤家不妨追蹤我們以上的社交媒體，以取得有關平等機會的最新資訊。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equal-opportunities-commission/
https://www.facebook.com/eo.matters
https://www.facebook.com/embracecampaignbyeoc
https://www.facebook.com/HKUniquelyMe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eoc
https://www.eoc.org.hk/zh-hk/news-and-events/mult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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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舉辦⼀連串線上線下活動

慶祝 25周年
 
 
 
 

平機會於1996年5⽉成⽴，負責執⾏本港反
歧視條例。2020年，平機會踏⼊運作25年。
為了紀念這個⾥程，平機會推出了⼀連串線
上線下活動。平機會亦希望透過活動聯繫社
會不同界別，從⽽廣泛傳揚平等機會、多元
共融的信息。

⾸先，平機會於2020年7⽉發布名為「跨越
障礙  歧視不再」的全新機構短⽚，為25周
年紀念活動揭開序幕。影⽚介紹平機會在執
法、預防及教育⽅⾯的不同⼯作，備有廣東
話、普通話及英語版本，並可於平機會的網
站及YouTube頻道觀看。

同樣於7⽉推出的是兒童填⾊及繪畫⽐賽。這個⽐賽以兒童為⽬標對象，⿎勵幼兒及初
⼩學童發揮創意，透過畫作分享他們對互相尊重、友愛和共融的想法。參加者可為本地
插畫名家芝⿇羔設計的圖像填上顔⾊，或⾃⾏創作圖畫。平機會收到近700份作品，⽐
賽結果已於2020年10⽉公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_S9CP0Y6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_S9CP0Y6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_S9CP0Y6A
https://www.eoc.org.hk/zh-hk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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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2020年12⽉推出「真．相巡迴攝影
展」視像推廣活動，展出超過130張由邊緣社
群拍攝的原創作品，藉此表達他們在⽇常⽣活
中⾯對的挑戰、偏⾒甚⾄歧視。除了於平機會
網站展出照⽚，平機會更在全港不同地⽅舉辦
實體巡迴展，包括2021年1⽉在荃灣南豐紗
廠、4⽉在⾹港⼤學、8⽉在⾹港⽂化中⼼以及
10⽉在嶺南⼤學展出作品，⽽網站瀏覽⼈次亦
超過30 000。

為了宣傳有關活動並加強活動在社交媒體的曝
光率，聯繫年輕⼀代，平機會與在⾹港⼟⽣⼟
⻑的印度裔YouTuber新德莉莉合作，與部分
攝影師對談，訪問內容製作成短⽚，於2020年
12⽉⾄2021年2⽉期間在新德莉莉的YouTube
頻道發布，獲得逾74 000⼈次瀏覽。另外，平
機會亦獲港鐵提供免費海報位置，於2021年2
⽉在87個港鐵⾞站張貼活動海報，以作宣傳。

https://www.eoc.org.hk/s/thewayweare/ch/home.asp
https://www.eoc.org.hk/s/thewayweare/ch/video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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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有關邊緣社群的活動是亞太區
殘疾婦⼥照顧者研討會。平機會夥拍
⾹港⼥障協進會於2021年1⽉22⽇合辦
這個研討會，檢視殘疾⼥性照顧者的
情況及權利。不少照顧者及殘疾⼈⼠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對嚴峻挑
戰，研討會可謂正合時宜。為了⽅便
公眾參與，⼤會安排研討會在社交平
台直播，吸引了逾1 000名⼈⼠觀看。

平機會於2021年5⽉正式成⽴25周年，⽽慶活動的亮點是「平等機會僱主嘉許計劃」的
頒獎禮。平機會於2020年11⽉推出這個⾸度舉辦的計劃，旨在嘉許在推⾏平等機會僱
傭政策⽅⾯表現卓越的公司和機構，促進僱主認識平等機會政策的好處。計劃設有四
個範疇：性別平等、傷健平等共融、家庭崗位平等及種族平等共融，截⽌報名⽇期為
2021年1⽉31⽇。平機會共收到420份申請，它們來⾃192間屬不同界別和⾏業的機
構，在⾹港合共聘⽤超過220 000名僱員。

2022年2⽉刊 平等新動向

https://www.eoc.org.hk/s/eoemployer/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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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審團仔細評核，共160間機構獲選為「平等機會僱主」，他們當中更有14間因在上
述全部四個範疇均有卓越成就及表現⽽獲頒發平等機會僱主⾦獎，另有10家中⼩型企
業則獲得傑出中⼩企獎。平機會於5⽉14⽇在辦公室舉⾏了頒獎禮，並邀得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曾國衞先⽣, IDSM, JP蒞臨主持頒獎典禮。⽽為了配合防疫措施，平機會於
2021年5⽉21及26⽇再舉⾏了六個較⼩規模的頒獎典禮。

「平等機會僱主嘉許計劃」不單獲得持份者的正⾯回饋和⽀持，更提升了平機會的企
業形象和曝光率，尤其是不同機構在社交媒體上載他們獲嘉許的消息，增加了平機會
在社交媒體的接觸⾯。事實上，平機會年內繼續利⽤不同線上線下平台，聯繫⼤眾。
例如，平機會設⽴了25周年紀念活動專屬網站，以時間軸形式記載平機會在過往25年
的主要活動和計劃。平機會並在此發布紀念短⽚，短⽚由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擔任
聲⾳導航，介紹平機會的主要活動及⾥程，以及多年來對社會的正⾯影響。 

這期間，平機會亦⼤⼒加強了社交媒體的推廣，例如推出主題標籤推廣和有獎遊戲。
為了進⼀步與年輕⼀代聯繫，平機會於2021年9⽉開設了Instagram帳戶。無論是透過
線上或線下平台，平機會均積極聯繫社區，增加⼤眾認識平等機會的重要性。

有關25周年的不同活動，可參看平機會的網站。
       

平等新動向2022年2⽉刊

https://www.eoc.org.hk/zh-hk
https://www.eoc.org.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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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推出COMPASS反性騷擾資源平台
 

2022年2⽉刊 平等新動向

 
平機會快拍

平機會的反性騷擾事務組於2021年10
⽉推出了⼀個全新的反性騷擾網上資
源平台，當中提供⼤量有關預防及處
理性騷擾的資訊。

該以⽤戶為本的平台名為COMPASS，
內容涵蓋法例簡介、法庭案例、研究
報告、培訓指南、制定政策指引，以
及有關預防性騷擾的刊物和短⽚。

網站同時設有「我需要幫助」的按鈕，讓使⽤者可按個⼈需要，迅速尋找資訊，決定
下⼀步⾏動，例如查詢、提出投訴、制定反性騷擾政策，或參加平機會的培訓課程
等。

除了COMPASS平台，反性騷擾事務組亦設有查詢熱線(2106 2222)，並為不同界別提供
專設培訓課程。⽴即登⼊該網站，查詢有關預防性騷擾的資訊。

平機會加強推廣   倡不同族裔租客享有平等待遇
 
 平機會不時接獲通報，指⾮華裔社群在租住房屋時受到不平等待遇，個別業主和地產

代理不願意將處所出租予某些族群的租客。

https://www.eoc.org.hk/compass/tc/
https://www.eoc.org.hk/compas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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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眾避免歧視、平等對待不同族裔租客的意識，平機會於2021年11⽉推出了
以「稱⼼租客 無分種族」為題的巴⼠⾞⾝宣傳廣告，在全港⾏駛不同路線的巴⼠上
展⽰，為期三個星期。

較早前，平機會於2021年5⽉⾄7⽉期間亦推出了港鐵廣告，在港島線、荃灣線及觀塘
線的列⾞⾞窗張貼海報。

⽽為了讓⼤眾加深了解《種族歧視條例》如何適⽤於租賃相關情況，以及受屈⼈可如
何提出申訴，平機會製作了圖表和短⽚。圖表設有中⽂、英語、尼泊爾語和烏爾都語
版本，⽽短⽚簡介則有印尼語、英語、印度語、尼泊爾語和烏爾都語版本。平機會在
⾮政府組織和社區代表的⽀持下，已向⾮華裔社群宣傳有關資訊。

平機會跨平台宣傳「餵哺⺟乳 不容歧視」
 

由2021年6⽉19⽇起，經修訂的《性別歧視條例》已
⽣效，保障所有本港婦⼥免受基於餵哺⺟乳的歧視和
騷擾。

為了廣泛宣傳新的法例保障，平機會於2021年夏季推
出了全港性跨平台宣傳，涵蓋港鐵廣告、電視及電台
宣傳，以及社交媒體推廣。

⾸先，平機會在2021年6⽉19⽇⾄7⽉2⽇期間推出了
地鐵燈箱廣告，於60個港鐵站張貼有關餵哺⺟乳歧視
的海報。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race-discrimination
https://www.eoc.org.hk/zh-hk/Racial-Equality/Racial-Equality-in-Tenanc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C0FpU6fIH05xi3UFtLuMWCScfWSRJcB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sex-discrimination-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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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更於8⽉2⽇推出了⼀套全新電視宣傳短⽚及電台宣傳廣播，名為「餵哺⺟乳
不容歧視」。電視宣傳短⽚使⽤了三個例⼦以說明授乳婦⼥在受僱期間、接受服務和
使⽤設施時可能遇到的違法歧視⾏為。有關短⽚及廣播備有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版
本，除了在全港各電視台及電台播出，亦上載⾄平機會網站及YouTube頻道。

在社交媒體推廣⽅⾯，為了響應8⽉1
⽇⾄7⽇的「國際⺟乳哺育周2021」，
平機會在社交平台推出⼀連串宣傳活
動，包括在LinkedIn及Facebook分享
法例「懶⼈包」，講解法例如何應⽤
在不同界別，⼜在Facebook發起「#
⼀⼈⼀相撐⺟乳餵哺」⾏動。

平機會早前亦推出了⼀系列指南和單
張，並上載⾄網站，以協助僱主、貨
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和其他持份者
認識法例，並制定相應措施。此外，
平 機 會 亦 為 不 同 持 份 者 團 體 舉 ⾏ 講
座，解釋法例修訂及影響。

https://www.eoc.org.hk/zh-hk/
https://www.youtube.com/c/HKEOC/featured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sex-discrimination-l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