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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新動向

在⾹港推廣通⽤設計

想⼀想，當世界上每⼀幢樓宇、每⼀項設施及服務，都能完美地切合不同能⼒的⼈的需
要；當規劃⽇常⽣活中每⼀項環節前都⾸先考慮暢通易達原則，⽽不是以此補闕拾遺，這
樣該有多美好？

這就是通⽤設計的願景，即以共融概念設計⼈⼈皆可享⽤的產品、環境及服務。但究竟通
⽤設計與無障礙設計兩者有何不同？通⽤設計原則⼜怎樣令受惠的對象不僅限於殘疾⼈
⼠，⽽是惠及每⼀個⼈，從⽽使⾹港成為更共融的社會？

通⽤設計簡介

「通⽤設計」⼀詞由Ronald Mace提出。他是建築師兼設計師，同時是輪椅使⽤者。他在
北卡羅來納州⽴⼤學求學期間，進出不同設施時常常遇到困難，啓發他積極推動建⽴暢通
易達的建築環境。1997年，他與⼀班設計師提出「通⽤設計」這個嶄新設計概念及其七項
基本原則，⼀直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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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設計的七項原則 [�]

平等使 ⽤ 靈活使 ⽤ 簡易及直覺使 ⽤ 明顯的資訊
設計對於不同能 ⼒的 設計能夠切合各式各樣 無論使 ⽤者的經驗、知 無論環境情況或使 ⽤者
⼈⼠均合 ⽤。 ⼈⼠的喜好及能 ⼒。 識、語 ⾔能 ⼒或當時的

集中 ⼒如何，設計的使
⽤⽅法都易於理解。

的感官能 ⼒如何，設計
都有效地向 ⽤家傳達必
要的資訊。

容許錯誤 省 ⼒操作 適當尺 ⼨及空間供使 ⽤
設計把意外或不經意的 設計可以有效、舒適 無論使 ⽤者的體型、姿勢或
動作所造成的危險或不
良後果降 ⾄最低。

及不費 ⼒地使 ⽤。 ⾏動能 ⼒如何，設計的尺 ⼨
及空間均屬合宜，可易於接
近、接觸、操作及使 ⽤。

無障礙設計主要透過加裝專⾨的設施，改善殘疾⼈⼠的環境的通達性；通⽤設計考慮的對
象則更為廣泛，不論使⽤者的年齡、能⼒或⽣活狀況如何，都可以使⽤相關環境及產品，
當中考慮到每個⼈由出⽣到⽼去，其需要會不斷轉變，例如短期患病、殘疾，甚⾄是有照
顧責任。

[1]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1997).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Design, Version 2.0, Retrieved from 
https://design.ncsu.edu/research/center-for-univers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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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計與通 ⽤設計的分別

無障礙設計的例⼦ 通⽤設計的例⼦

在樓梯的⼊⼝旁邊 無梯級及平坦的⼊⼝
設有輪椅斜道

固定、不能調節的 可調節⾼度的廚房枱⾯
廚房枱⾯

帶把⼿的⼿動⾨ 帶動態感應器的⾃動⾨

點字書籍 有聲書籍

Mace指出，概括⽽⾔，無障礙設計與通⽤設計有以下分別：「無障礙設計的⽬的是為殘疾
⼈⼠設計不同的〔產品、環境及服務〕…但通⽤設計的⽬的，是盡量讓更多不同⼈⼠可以
使⽤相同的⼊⼝進⼊建築物、使⽤相同的產品做晚餐，以及⼀起參加同⼀項活動。這種設
計並⾮特別為某⼀類⼈⽽設，⽽是盡量配合『每⼀個⼈』。」[2]

通⽤設計並⾮特別為÷⼀類⼈⽽設，⽽是盡量配合『每⼀個⼈』。

配合⾹港不斷變化的⼈⼝

無障礙通道在⾹港推⾏數⼗年，其概念已廣為⼈接納。然⽽，隨着⼈⼝⽼化加劇，採⽤通
⽤設計能更有效地配合⼈⼝不斷變化的需要。 

[2] Pruett, S. (2017).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late Ron Mace,” The UD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s://universaldesign.org/ron-mace-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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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65歲或以上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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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到2046年，⾹港65歲及以上的⽼年⼈⼝
將從2021年的145萬增加到274萬。[3] 換⾔
之，在20多年後，⼤約每三個⼈中就有⼀⼈
是65歲或以上的⻑者。

⼈⼝⽼化對平等共融產⽣深遠的影響。現時，⾹港約有
534 000名殘疾⼈⼠，[4]佔總⼈⼝7.1%，但隨着⼈⼝⽼
化加劇，預計這個數字會急增。此外，家庭中承擔照顧
責任的⼈數也將相應增加，⽽這項責任仍主要落在婦⼥
⾝上。因此，在設計產品、環境和服務時，必須考慮到
照顧者及照顧幼兒的⼈的需要。

在改善建築環境⽅⾯，⾹港政府發布了數份指引。其中，屋宇署推出的《設計⼿冊：暢通
無阻的通道2008（2021版本）》（只備英⽂版），列出1997年後落成的建築物的設計要求
及較舊建築物的改建⼯程要求，以確保殘疾⼈⼠、⻑者、孕婦、有幼童的家庭及其他群體
能夠進出建築物。同時，建築署的《建築署暢道通⾏之規範》（只備英⽂版），就該署的
項⽬定下最低法定要求以外的無障礙環境指引。建築署亦推出了《暢道通⾏良好作業指
引》，推動政府處所的建築設計符合社會需要。

上述的指引無疑為⾹港建⽴暢通易達環境奠定穩固的基礎，但要真正發揮通⽤設計的最⼤
效益，我們需要把通⽤設計的原則推展到建築環境以外，應⽤到產品、服務及數碼科技
上。

[3] 政府統計處（2023年）。《港⼈⼝推算2022-2046》。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5368
[4] 政府統計處（2021年）。《第 63 號專題報÷書：殘疾⼈⼠及⻑期病患者》。網址：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55/att/B11301632021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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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通⽤設計：餐飲業

餐飲業是其中⼀個可以受惠於採⽤通⽤設計的界別。雖然⼤部分⼈視外出⽤餐為輕鬆且平
常不過、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殘疾⼈⼠來說卻是困難重重。⼀項關於本地⻝肆的調查顯
⽰，超過70%的受訪⻝肆不符合暢通易達的要求。隨着⾃助服務站及電⼦⽀付服務⽇趨普
及，殘疾⼈⼠點餐及結賬更形困難。

為了協助⻝肆滿⾜不同顧客的需要，平機會於2023年10⽉推出了《如何⽀援殘疾⼈⼠：餐
飲服務通⽤設計實⽤指南》，隨後於2023年11⽉舉⾏了⼀場研討會，請來餐飲業界代表及
無障礙⽅⾯的專家參加。該指南舉出各項例⼦，展⽰如何由⻝肆⼊⼝、點餐過程，以⾄⽤
膳環境中實踐通⽤設計的原則。

以餐桌之間的距離為例，在餐桌之間的通道上提供⾜夠空間，
除了⽅便輪椅使⽤者移動，還能讓其他顧客群體，如推着嬰兒
⾞的⽗⺟和攜帶⼤型⾏李的⻝客，獲得更舒適的⽤餐體驗。這
個設計也可讓侍應⽣穿梭餐桌之間時更安全、更有效率。

現今世代，電⼦科技融⼊⽇常⽣活各個⽅⾯，因此必須消除獲
取熒幕上資訊的障礙。⻝肆可採取簡單的措施，⽅便弱視⼈⼠
及⻑者使⽤電⼦科技，例如在電⼦餐牌上使⽤較⼤及⾮裝飾性
的字體，以及在⾃助服務站設置按鈕供顧客求助。

把通⽤設計融⼊⻝肆之中，不僅有助推動平等共融，商業上也是明智之舉。如果⻝肆能夠
提供簡便易⽤及暢通易達的服務及⽤膳環境，⾃然可以吸納更多顧客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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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建設的社會

平機會與餐飲業界的合作只是開始。我們希望，隨着⾸屆通⽤設計嘉許計劃於2024年2⽉
推出，能夠⿎勵不同界別及業務，例如銀⾏及醫療界，共同實現通⽤設計所包含的願景，
發揮無窮創意，以創新思維為所有⼈建設更共融、更平等的社會。

通 ⽤設計嘉許計劃 2024/25

要讓社會上所有不同年齡、能⼒或有其他受保障特徵的⼈充分參與社會，就必須為每個⼈
提供平等獲取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機會。通⽤設計嘉許計劃2024/25旨在：

�. 加深公眾對通⽤設計好處的認識； 

�. 嘉許在處所及常規中融⼊通⽤設計
原則的機構 

�. 提供分享良好做法的平台；以及 

�. ⿎勵更多機構重視通⽤設計。

嘉許計劃於2024年2⽉1⽇開始接受申請，截⽌⽇期為2024年4⽉15⽇。
以下為嘉許計劃的重要⽇⼦：

有興趣的機構可在此報名參加⼆⽉和三⽉的簡介會。如欲了解詳情，請瀏覽嘉許計劃的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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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與媒體報道

隨着社會上有精神健康需要的⼈顯著增加，精神健康近年成為市⺠⽇漸關注的公眾議題。
在2001年⾄2020年間，⾹港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由約50 000⼈增加⾄超過250 000⼈。
多項研究發現，⾹港市⺠的精神健康每況愈下，當中以年輕⼈及⻑者的情況尤其令⼈擔
憂。精神健康需要不僅影響當事⼈，很多時候還會影響家⼈、朋友及其他⾝邊的⼈。

令本港的精神健康危機雪上加霜的是，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受到歧視。社會⼤眾對於精神
健康需要的負⾯標籤、定型觀念及偏⾒根深蒂固，⽽媒體往往在散播及延續負⾯印象中扮
演重要⻆⾊。這情況在導致兩名⼥⼦死亡的鑽⽯⼭慘劇發⽣後，可⾒⼀斑：不少本地媒體
及社交媒體對事件⼤肆炒作，把精神病與暴⼒混為⼀談。

媒體把精神健康需要與負⾯定型觀念掛鈎，會令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在社會上更加孤⽴，
亦會令他們怯於求醫及尋求專業協助。因此，媒體對精神健康議題的報道⼿法⾮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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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媒體及公眾愈來愈關注精神健康議題，平機會於2023年9⽉28⽇舉辦了⼀場研討會，
希望改變⾹港媒體對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的報道⼿法。研討會於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廈
舉⾏，獲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及⾹港新聞⾏政⼈員協會⽀持。研討會匯聚了前線新聞⼯作
者及媒體從業員、學者、醫療專業⼈員、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及服務提供者等主要持份
者，⼀起討論如何促進媒體不偏不倚地報道精神健康議題。

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及其有聯繫⼈⼠，例如家⼈
及照顧者，均受《殘疾歧視條例》保障，不會因他
們的精神病患⽽受到較差待遇或受歧視。在研討會
上，平機會⾏政總監（營運）朱崇⽂博⼠向與會者
解釋《殘疾歧視條例》的法律條⽂，並重點介紹媒
體報道精神健康問題時應採取的各種良好做法。

研討會亦邀請了精神健康界別和傳媒界別的
專家，跟與會者從不同⻆度探討相關議題。
⾹港中⽂⼤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林翠華教授
分享多項有關負⾯媒體報道對有精神健康需
要⼈⼠造成的影響的研究，⽽⾹港浸會⼤學
新聞系系主任李⽂教授則探討媒體對各種精
神健康議題的報道⼿法。此外，精神健康諮
詢委員會委員兼照顧者陳麗麗⼥⼠，以及社
會⼯作者兼精神復元⼈⼠梁珮琪⼩姐，亦與
在座⼈⼠分享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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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最後⼀項環節是專題討論，由⾹港報業評議會執⾏委員會委員暨⾹港樹仁⼤學新聞
與傳播學系兼任⾼級講師陳旭權博⼠與三名講者⼀起探討有關議題。秉承是次研討會得到
的成果，平機會將繼續與相關持份者合作，制定具體指引，協助新聞⼯作者及傳媒從業員
更準確及持平地報道⾹港的精神健康議題。

就媒體報道精神健康議題的⼿法，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便在⾹港01的專欄撰⽂。他寫
道：「我們常說傳媒就如同⼀把『雙刃劍』，可以給⼤眾帶來新的資訊、傳播知識，並且
引導輿論、影響⼤眾的價值取向；但同時媒體⼜可對市⺠的思想觀念、⾏為模式，甚⾄⼼
理狀態等帶來消極影響。因此，如果可以善⽤傳媒的影響⼒傳播正⾯的信息，藉此建⽴⼤
眾對精神健康的正確觀念和正向思維，⻑遠⽽⾔，相信可以改變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態度和
歧視，消除負⾯的標籤和偏⾒。」

有興趣的⼈⼠可瀏覽平機會的網站觀看研討會⽚段及下載演講資料。

如果可以善 ⽤傳媒的影響 ⼒傳播正 ⾯的信息，

⻑遠 ⽽⾔，相信可以改變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態度和歧視。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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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精神健康議題時需注意的事項

使 ⽤⾮⼈化或具負 ⾯標籤的 ⾔詞
形容精神病患者。

假設或報道精神病患是某罪 ⾏、
負 ⾯情況或暴 ⼒⾏為的唯 ⼀成
因。

籠統地概括有精神健康需要的 ⼈
⼠的狀況。

對精神疾病的診斷進 ⾏猜測，或
請精神健康專家即場作出診斷。

將精神健康需要描述為永久或絕
望的處境。

選 ⽤醫療設施、藥丸、暴 ⼒或象
徵孤 ⽴的影像。

避免 

使 ⽤準確的醫學術語描述精神健
康狀況和診斷。

證實事件與當事 ⼈的精神健康狀
況有關後才報道其狀況。報道診
斷時要提及其他原因（例如濫 ⽤
藥物、缺乏治療等）。

報道涉及精神病的事件時，應強
調不同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各異。

事件發 ⽣後，慎選有關當事 ⼈精
神健康狀況的資訊來源，並只引
⽤權威性的資訊。

強調希望及康復的元素，並提供
相關機構的聯絡途徑 ∕熱線， ⿎
勵有需要的 ⼈⼠求助。

選 ⽤傳遞希望、 ⽀持及象徵復原
的影像。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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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特殊教育政策及殘疾⼈⼠
從學校過渡⾄⼯作的研究

教育及就業是個⼈成⻑及發展的基礎。不幸的是，殘疾⼈⼠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在教
育和就業市場上往往遇到很多障礙和挑戰，社會對他們有各種定型觀念和誤解，加上缺乏
⽀援，令他們難以在學業上有所進益，甚⾄許多⼈在步⼊成年後也很難找到合適的⼯作。

為了更了解導致殘疾⼈⼠在教育和就業⽅⾯⾯對不平等的原因，並探討可⾏的政策解決⽅
案，平機會委託外間機構進⾏了兩項研究，分別探討⾹港融合教育的實施情況和年輕殘疾
⼈⼠從學校過渡⾄⼯作的情況。

提升融合教育的成效

⾹港⾃九⼗年代後期開始推⾏融合教
育，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融⼊⼀
般公⽴學校。近年來，政府提供多項額
外措施，加強⽀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的教育及學習，包括在公⽴中⼩學設置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特教統籌主
任」）⼀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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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2023年6⽉公布《⾹港普通學校教育特殊
教育需要學⽣的挑戰、有效政策及最佳措施研
究》的結果，檢視中⼩學融合教育的成效。研究
在2020年⾄2021年間對141間普通學校進⾏調查，
有超過1 500名校⻑、教師及特教統籌主任回覆問
卷。研究⼈員亦與106名受訪者進⾏定性訪談或焦
點⼩組訪談。

調查結果顯⽰，三組受訪者（超過80%）皆對特殊教育需要有⼀般認識，惟對精神健康問
題卻不甚了解。超過90%的特教統籌主任知道精神健康問題是特殊教育需要的⼀種，⽽知
道這⼀點的教師只有76%。值得注意的是，有35%的特教統籌主任和21.8%的⼩學教師認
為學業成績稍遜是特殊教育需要類型之⼀。

超過 80%
受訪者認為
課程緊迫

三組受訪者當中⼤部分⼈（超過80%）認為，推
⾏融合教育最困難的⽅⾯是課程緊迫及教務繁
多。在個⼈訪談及焦點⼩組訪談中，受訪者亦有
特別提到這個問題。其中⼀名受訪者表⽰：「上

是推⾏融合教育 課時間表係密集嘅，基本上冇鬆動嘅時間。」課
程缺乏靈活性，加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提

的重⼤阻礙 供考試便利⽅⾯有各種限制，進⼀步影響融合教
育的成效。

受訪持份者均表⽰，政府近年增加投放資源有助學校推動融合教育。例如，學習⽀援津貼
讓學校可以聘⽤不同專業⽀援⼈員，以⽀援學⽣的不同需要。然⽽，招聘合適的專業⼈員
為有不同類型特殊教育需要的學⽣提供適切⽀援，仍然⼗分困難。

研究亦深⼊探討了⼋所在推⾏融合教育⽅⾯較為成功的學校個案，提供多個有效推⾏融合
教育的良好做法，包括⼩班教學、重新編排教師的時間表，以⾄讓家⻑多參與學校活動。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就政府的⽀援和政策、專業⽀援和家校合作，以及教與學三個範疇提
出⼀系列建議，主要包括容許學校更靈活地運⽤政府資源、實施⼩班教學、為教師提供專
業培訓以加深他們對融合教育的認識，以及加強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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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年輕殘疾⼈⼠從學校過渡⾄⼯作

年輕⼈離開學校，投⼊勞動市場，是⼈⽣重要的轉捩點。然⽽，殘疾⼈⼠的就業率只是整
體⼈⼝的⽐率的三分之⼀，可⾒殘疾⼈⼠在這個階段顯然⾯對更多挑戰及困難。[5] 此
外，雖然近年完成⼤專教育的殘疾⼈⼠有所增加，但許多⼈在畢業後仍然難以找到合適的
⼯作。

平機會於2023年6⽉發表《⾹港年輕殘疾⼈⼠從學校過渡⾄
⼯作的有效策略的研究》，探討年輕殘疾⼈⼠的抱負、由
學校過渡⾄⼯作的障礙，以及有助他們成功就業的因素。
在2021年4⽉⾄2021年10⽉期間，研究團隊訪問了1 421名
年輕殘疾⼈⼠、家⻑∕照顧者、社⼯、教師、僱主及僱
員。研究團隊亦於2020年與上述持份者進⾏焦點⼩組訪談
及個別訪談。

[5] 政府統計處（2021年）。〈第63號專題報÷書：殘疾⼈⼠及⻑期病患者〉。網址：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55/att/B11301632021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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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的殘疾⼈⼠認為
他們的⽼師不了解
他們的學習困難

36.1%
的殘疾⼈⼠表⽰
他們曾因殘疾
⽽被同學取笑
或排斥

研究發現年輕殘疾⼈⼠在學校及職場都受到歧視。約有36%的殘疾⼈⼠表⽰，他們的⽼師
未能了解他們因殘疾⽽導致的學習困難。另外，同樣有約36%受訪殘疾⼈⼠表⽰他們曾因
殘疾⽽被同學取笑或排斥。在職場上，受訪者認為僱主不了解他們的殘疾，有超過30%受
訪者認為僱主分配給他們的⼯作太簡單，另有約30%則認為⼯作太困難。 

55.3% 僱主⽅⾯，約有85%表⽰願意
聘 請 具 有 專 上 學 歷 的 殘 疾 ⼈

的僱主關注
提供無障礙設施
或便利措施的成本

⼠。然⽽，過半數的僱主關注
提供無障礙設施或便利措施的
成本，或培訓殘疾僱員的額外
成本。

個別訪談及焦點⼩組訪談的結果與調查結果⼀致。受訪者認為，職業選擇有限、缺乏無障
礙設施及對殘疾⼈⼠的接納程度低，是他們無法順利從學校過渡⾄⼯作的主要原因。另⼀
⽅⾯，受訪者指出，彈性的⼯作安排以及⽗⺟∕照顧者、社⼯和朋輩的⽀持是促進他們從
學校過渡⾄⼯作的重要元素。

要消除對年輕殘疾⼈⼠的歧視及障礙，研究團隊强調應為他們提供更多元化從學校過渡⾄
⼯作的路徑、强化對殘疾專上學⽣的⽀援，並且邀請商界採取更加共融的政策及措施。

教育及僱傭範疇的殘疾歧視嚴重窒礙社會進步。「得⼈才者得天下」，為爭取⼈才以促進
經濟發展，⾹港各界應⿑⼼協⼒，務求盡可能為每個⼈提供平等的學習及⼯作機會。唯有
打破定型觀念，消除偏⾒，進⼀步推動傷健共融，才能使整個社會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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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反歧視條例情況：2023年回顧

平機會是負責執⾏反歧視條例的法定機構，其中⼀個主要職能是調查公眾根據《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歧視投
訴。

平機會在2023年共處理了1 331宗投訴及進⾏了37宗主動調查，當中包括前⼀年度尚未完
結的投訴。在平機會處理的投訴當中，有679宗與《殘疾歧視條例》有關，其中約68%屬
於僱傭範疇。其次是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共461宗，當中超過⼀半（256
宗）屬性騷擾個案，約四分之⼀（111宗）屬於懷孕歧視個案。⾄於根據《種族歧視條
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處理的投訴，則分別有88宗和66宗。

平機會在調查投訴個案時，有責任⿎勵及協助
平機會在

各⽅透過調停達致和解。在2023年，平機會協 2023年調停成功
助了148宗個案進⾏調停，調停成功率為82%。 率為 82% 

如個案無法調停，投訴⼈可向平機會申請協助，有關協助包括由平機會律師向申請⼈提供
法律意⾒、收集和評估進⼀步資料或證據，或由平機會律師或平機會聘任的私⼈執業律師
在法律訴訟中代表申請⼈。平機會在2023年處理了16宗法律協助申請，向七宗個案提供
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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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機會協助的個案中，⼀宗性騷擾
案件（DCEO��/����）的法庭判決特
別值得留意。該案中，⼀名在俱樂部
任職活動統籌員的⼥⼠（申索⼈）指
稱，多次遭到同樣於俱樂部⼯作的男
性營運經理（答辯⼈）性騷擾，持續
超過⼀年。性騷擾⾏為包括對她作出
不受歡迎的⾝體接觸，以及給予她不
受 歡 迎 並 涉 及 性 的 注 視 。 申 索 ⼈ 指
稱，答辯⼈持續的性騷擾⾏為令她飽
受痛苦，導致她最後辭職。

申索⼈在取得判答辯⼈敗訴的⾮正審判決後，獲區域法院判定可獲得80,000港元感情損
害賠償，以補償答辯⼈向申索⼈作出性騷擾⾏為⽽令她蒙受的尷尬、侮辱、情緒困擾和
焦慮。法院還裁定申索⼈可獲得10,000港元懲罰性損害賠償。

在另⼀宗由平機會協助的重要個案，區域法
院裁定⼀名⼥⼠（申索⼈）基於懷孕受到僱
主（答辯公司）歧視，判申索⼈勝訴。申索
⼈於2007年9⽉開始於答辯公司（⼀間物流
公司）任職。隨後，她於2017年3⽉晉升為
部⾨主管，並在不久後懷孕。答辯公司托詞
申索⼈表現⽋佳和為了節省公司成本或營運
⽬的，拒絕向申索⼈發放年終花紅，並在她
放產假前決定不予她續約。但申索⼈指稱，
答辯公司作出上述⾏為其實是因為她懷孕。
區域法院判定申索⼈可獲得306,680港元收
⼊損失賠償和489,500港元年終花紅損失賠
償，並附加利息。此外，法院判定，若答辯
公司同意向申索⼈作出道歉和發出推薦信，
申 索 ⼈ 可 獲 得 的 感 情 損 害 賠 償 暫 定 為
130,000港元。法院還命令答辯公司⽀付申
索⼈的法律費⽤。

如欲了解上述投訴個案的詳情和平機會處理的其他法律協助個案，可瀏覽平機會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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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快拍

平機會發布《策略性⼯作規劃2024-2026》

平機會於2024年1⽉1⽇發布平機會管治委員
會通過的《策略性⼯作規劃2024-2026》。
《策略性⼯作規劃》以過去四年的⼯作和成
果為基礎，勾劃出策略性優先⼯作項⽬和焦
點範疇，引領平機會向前邁進，開闢新的道
路。

平機會因應未來的挑戰及機遇，包括⾹港⼈
⼝結構的變化、數碼科技發展、⼈才短缺、
⻘年發展，以及融⼊國家發展⼤局和與⼤灣
區融合等考慮，為規劃年度定⽴了六項策略
⽬標：

1. 透過專業培訓和知識分享，提升平機會在投訴處理及調停機制⽅⾯的能⼒和聲譽； 

2. 提倡僱主聘⽤邊緣社群的⼈才，並培育多元共融的勞動⼈⼝； 

3. 促進暢通易達，推廣通⽤設計，實踐智慧城市⽣活； 

4. 在多元社會建⽴互相尊重的⽂化，⿎勵社會共融； 

5. 加強⻘年對平等機會的認識，向下⼀代推廣多元共融⽂化；以及 

6. 維持⾼⽔平的機構管治，確保⻑遠⽽⾔可持續運作。

平機會以策略⽬標為綱領，在五個焦點範疇定⽴19個優先⼯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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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歧視⽅⾯，平機會將致⼒提⾼公眾對僱傭範疇的反性騷擾政策和措施的認識；向
年輕⼀代推廣性別平等；為性別歧視受害⼈充權，⿎勵他們挺⾝⽽出，並加強推廣旁觀
者介⼊⽅法；以及確保懷孕和餵哺⺟乳的⼥性在不同社會領域同樣可以平等地獲得機
會。

為進⼀步推動傷健共融，平機會未來的主要⼯作計有：在社會推廣採⽤通⽤設計、改善
殘疾⼈⼠的就業機會，以及消除對精神健康議題的負⾯標籤。平機會亦會與⼤灣區及內
地的相關持份者就殘疾歧視事宜加強交流。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過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開始受到僱主及社會關注。平機會將以此
為契機，推動僱主採納及實⾏更多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並加深公眾對《家庭崗位歧視條
例》及保障照顧者免被歧視的認識。

隨着⾹港少數族裔⼈⼝近年不斷增加，社會有更迫切的需要消除不利於種族共融的障
礙。為此，平機會將致⼒促進不同⽂化和種族背景的社群和諧共處、促使少數族裔享有
平等的就業和教育機會、透過解決數碼隔閡問題促進少數族裔融⼊社會，以及進⼀步改
善公眾對《種族歧視條例》的認知。

最後，平機會會致⼒建⽴穩健的運作基礎，並加強其⻑遠可持續運作的能⼒，包括探討
各種⽅法進⼀步提升平機會員⼯的表現和專業形象、建⽴與外部持份者的有效溝通渠
道，以及檢視現時預防網絡攻擊的措施並堵塞潛在漏洞。

如欲閲覽《策略性⼯作規劃2024-2026》的全⽂，可瀏覽平機會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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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刊 平等新動向

平機會藉⾹港電台節⽬《同處⼀室》及HOY TV電視節⽬《⼀線搜查》推廣平等信息

平機會與本地電台和電視台合作，宣傳平等和包容的信息，讓市⺠更深⼊地了解反歧視
條例賦予他們的權利。

平機會與⾹港電台第⼆台合作推出的電台節⽬《同處⼀室》，於2023年11⽉4⽇⾸播，
逢星期六午夜12時⾄凌晨1時播出。節⽬⻑⼀個⼩時，分為兩個環節。在⾸半⼩時的環
節《共融連線》，平機會⾏政總監（營運）朱崇⽂博⼠與節⽬主持⼈以平機會處理的真
實歧視個案為例，討論反歧視條例的應⽤。節⽬⾄今討論過多個議題，包括暢通易達及
通⽤設計、職場性騷擾和懷孕歧視。節⽬的下半部分則請來嘉賓及專家，透過訪談分享
他們對平等和共融的看法。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是⾸兩集的受訪嘉賓。請按此連結收
聽《同處⼀室》各集節⽬。

除此之外，平機會委託了HOY TV ��台的
新聞節⽬《⼀線搜查》製作五個環節，以
加強公眾認識社會各範疇中不同形式的歧
視。每集的專題環節透過街頭訪問、模擬
⽚段及持份者專訪探討熱⾨議題，例如 ⽀
援照顧者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作
間性騷擾、暢通易達及通⽤設計、種族和
諧，以及懷孕歧視、餵哺⺟乳歧視和騷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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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inclusivesocie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lS2ucJWCM&t=40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lS2ucJWCM&t=40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uYx7FYKuw&t=99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uYx7FYKuw&t=99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QnTt0THV8&t=1000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UVkyytXsQ&t=10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UVkyytXsQ&t=10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oLBlI2UPY&list=PLIpRvnEkgEeWe2z5GBrcNBMT006oI6lVM&index=33&t=98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oLBlI2UPY&list=PLIpRvnEkgEeWe2z5GBrcNBMT006oI6lVM&index=33&t=989s


2024年2⽉刊 平等新動向

平機會出席第⼆屆⼤灣區殘障事業協同發展論壇

隨着⾹港與⼤灣區⽇益融合，平機會參與了2023年11⽉17⽇⾄19⽇在深圳舉⾏的第⼆
屆⼤灣區殘障事業協同發展論壇。論壇由殘疾⼈事業發展研究會、廣東省殘疾⼈聯合會
及深圳⼤學合辦，匯聚了來⾃⾹港、澳⾨及廣東地區的領袖和專家，分享促進傷健共融
的經驗，並探討未來的發展⽅向。平機會是論壇的⽀持機構。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在會上發表演講，綜述了平機會多年來在消除殘疾歧視和推動⾹
港殘疾⼈⼠權利⽅⾯的⼯作。在專題討論環節，平機會的代表分享了在⾹港推廣通⽤設
計的經驗。除了交流和對話，論壇還為與會者安排參觀騰訊和⼀間洗⾞中⼼，讓他們了
解創新的傷健共融措施和做法。

平機會將繼續尋求機會，加強與⼤灣區相關持份者的夥伴關係和合作，為內地的發展作
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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