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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研究顯⽰精神病患者被社會⼤眾標籤

在⾹港，精神病可能⽐你想像中普遍。根據⼀項在2015年公布的調查，[1] ⾹港有⼤
約13%的居⺠患有情緒病和抑鬱症等常⾒精神病。經歷了三年疫情後，相信現在情況
更為嚴重。

雖然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意識有所提⾼，但精神病患者仍然⾯對社會上嚴峻的挑戰和標
籤。在2018⾄2022年期間，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共收到310宗關乎《殘疾
歧視條例》所涵蓋的精神狀況的投訴，當中75%涉及僱傭範疇。這個數字凸顯了精神
病患者在職場上⾯對各種困難。

平機會最新研究揭⽰精神病患者「普遍」被歧視

根據平機會在2023年2⽉最新發表的《對職場精神病患者的標籤及歧視態度之研
究》，約⼋成受訪在職⼈⼠和精神病患者認為⾹港歧視精神病患者的情況「⾮常普遍
或頗普遍」。

1[1]由⾹港政府⻝物及衞⽣局資助進⾏的「⾹港精神健康調查」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research-report/PMI%20Study%20Mar%202023/EOC%20PMI%20Report%20-%20Chinese.pdf


在 職 ⼈ ⼠ 對 精 神 病 患 者 常 ⾒ 的 標 籤

研究由平機會委託⾹港教育⼤學⼼理學系進⾏，收集了來⾃593名在職⼈⼠及265名精
神病患者的數據，並且與來⾃不同界別的僱主及管理職級的主管進⾏深度訪談，了解
他們對精神病患者的看法，以及精神病患者需要甚麽⽀援。

研究顯⽰精神病患者仍然飽受偏⾒及歧視，情況令⼈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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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以21句陳述句⼦評估在職⼈⼠對精神病患者的看法。雖然近九成在職⼈⼠表
⽰接受精神病患者，但仍然有不少⼈對精神病患者持有標籤性看法。例如，超過55%
的在職⼈⼠擔⼼精神病患者會對別⼈構成傷害；約45%的⼈表⽰會盡量與精神病患者
保持距離，也害怕與精神病患者獨處。受訪的⾼級⾏政⼈員認為，精神病患者控制其
⾏為及情緒的能⼒較差，因此會猶豫是否聘請精神病患者去擔任需要經常與⼈互動的
⼯作。

社會上確實有各種關於精神病患者的誤解需要摒除。事實上，只有極少類精神病與暴
⼒傾向有關。然⽽，⼈們礙於錯誤信息和缺乏溝通，加上社交媒體上偶爾散播渲染誇
張的個案，形成了上述根深蒂固的標籤，令精神病患者難以完全融⼊社會。其實，如
果有適當的⽀援，精神病患者可勝任不同崗位，為企業及社會作出寶貴的貢獻。



不幸的是，研究發現逾45%的精神病患者在過去五年曾在求職、在職或離職過程中經
歷歧視，⼤部分精神病患者沒有採取⾏動，主要原因是認為沒有需要，或擔⼼其僱主
的看法。此外，近兩成的精神病患者難以請假求醫，主要因為擔⼼披露⾃⼰的病情。
精神病患者延遲求醫和尋求協助或會令病情惡化，影響⼯作表現。

45.3%            的精神病患者曾在 
   求職、在職或離職過程中

經歷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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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病患者表⽰12.5%

精神健康⽀援

僱主制定平等機會僱傭政策，可有助緩解精神病患者的苦況。⼤部分受訪的精神病患
者表⽰需要僱主提供精神健康⽀援，但當中僅12.5%表⽰他們的現職僱主或前僱主有
提供此類⽀援。研究⼈員與僱主及主管的訪談也有相同發現，許多公司或機構並沒有
制定書⾯反歧視政策或投訴處理機制。

18.9%
難以請假求醫

            的精神病患者 
   

僅
他們的現職僱主或前僱主有提供



「特別好嘅待遇係咪歧視？要睇下
你點睇歧視嘅定義。我唔知歧視係

咪⼀定指負⾯⾏為。」
 

⸺⼥性，45⾄54歲，經理∕部⾨主
管，地產、專業及商⽤服務

「我諗應該唔會有特別安排，如果真
係因為精神問題⽽有個特別⼯作安

排，應該都唔會聘請。所以如果請得
都應該⼀視同仁地對待。」

 
 ⸺⼥性，35⾄44歲，經理∕部⾨主

管，進出⼝貿易、批發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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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公司應該係冇請精神病患
者，但如果我同啲同事講『我要請⼀
個有精神病嘅⼈』，我諗佢哋都唔係

⼗分之接受。」 
 

⸺⼥性，35⾄44歲，經理∕部⾨主
管，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

「如果精神病患者控制唔到⾃
⼰情緒或者有異常時，好難可

以喺⼯作上⾯發揮。」
 

⸺男性，35⾄44歲，經理∕
部⾨主管，住宿及膳⻝服務

研究顯⽰，很多⾼級⾏政⼈員或經理均缺乏精神健康⽅⾯的知識，不清楚甚麽情況會
構成殘疾歧視，並錯誤理解歧視和職場便利措施的定義。有些主管誤以為為精神病患
者提供額外的⽀援或便利措施可被視為歧視，並認為對員⼯⼀視同仁是避免歧視的最
佳管理⽅法。有些主管擔⼼為精神病患者提供特別的⼯作安排會對其他職員構成不
公。

僱主應抽時間了解其在《殘疾歧視條例》下的權利及責任，包括「合理便利」的涵
義，並實施適當的政策和措施防⽌歧視，以免可能須負上法律責任。

下⽂會進⼀步解釋《殘疾歧視條例》的適⽤情況，並就如何為精神病患者創造共融的
⼯作環境提供建議。



《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殘疾⼈⼠不會因其殘疾⽽在僱傭；教育；進⼊、處置及管理場
所；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以及會社及體育活動等範疇上遭受歧視、騷擾及中傷。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殘疾的定義包括影響任何⼈的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的理
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為紊亂的任何失調或疾病，包括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
殘疾。根據這個定義，精神病患者也受《殘疾歧視條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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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條例》如何保障精神病患者？
 

若僱主基於求職者或僱員的殘疾⽽歧視該⼈，
即屬違法，但若(i)該⼈不能夠執⾏⼯作的固有要
求；或(ii)提供便利措施會對該僱主造成不合情
理的困難，則屬例外。《殘疾歧視條例》並不
禁⽌查詢某⼈的殘疾或索取關於某⼈的殘疾的
資料，但由於醫療資料乃私隱及個⼈資料，僱
主應按照「需要知道」的原則索取，並在考慮
上述例外情況時才索取醫療資料。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aq/the-disability-discrimination-ordinance-and-people-with-a-mental-illness-ex-mental-illness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aq/the-disability-discrimination-ordinance-and-people-with-a-mental-illness-ex-mental-illness


歧視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
若殘疾⼈⼠在相若情況下受到較⾮殘疾
⼈⼠為差的待遇，屬於直接歧視。若向
所有⼈施加相同條件或要求，但實際上
對 殘 疾 ⼈ ⼠ 的 負 ⾯ 影 響 較 ⼤ 及 造 成 不
利，⽽且並沒有充分理由去施加該條件
或要求，屬於間接歧視。

如某公司內有些員⼯取笑或辱駡精神病患者同事，並故意排斥他們參加公司為所有員
⼯舉辦的活動，則可能構成《殘疾歧視條例》下的歧視或騷擾。如僱主無法證明他們
已經採取「合理地切實可⾏的步驟」防⽌⼯作間的歧視，亦可能須要為員⼯的⾏為負
責。

職場良好常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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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在⽀持對僱員的精神健康擔當重要⻆⾊。僱主應該採取以下措施，促使公司成為
共融⼯作間。[2] 

實施這些常規，不但可以作為免責辯護，更可以加强僱主、同事與精神病患者之間的
合作關係，⻑遠為公司或機構帶來正⾯影響。

[2]摘錄⾃平機會《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2011）和《對職場精神病患者的標籤及歧視態度之研究》（2023）



1. 制定平等機會政策及歧視投訴申訴程序。

2. 公開表明⽀持平等機會，包括精神健康，令僱員在遇到精神健康問題時放⼼求助。

3. 為員⼯提供合理便利措施以作為精神健康友善僱傭常規，例如提供彈性⼯作安排，
並讓精神病患者可以就診和申請病假⽽無需擔⼼被彈劾。

4. 在職場上披露精神健康狀況涉及私隱問題，⽽且有歧視精神病患者的⾵險，所以僱
主應該謹慎地實施相關政策。僱主宜指定⼀名⼈⼒資源員⼯處理這項⼯作。

5. 僱主或主管固然可以根據精神病患者的能⼒決定⼯作常規及安排，但同時亦要⼩⼼
避免歧視⾏為，必須確保有關⼯作常規及安排的決策具透明度、資源分配上⼤致公
平，以及對待精神病患者時具敏感度及尊重。

6. 僱主可以為有需要的員⼯提供僱員⽀援計劃，例如24⼩時熱線、⼼理評估和輔導服
務，作為精神健康急救措施。

7. 僱主應為⾃⼰及僱員多舉辦培訓和⼯作坊，以摒除常⾒的誤解、釐清錯誤觀念、推
廣精神健康，以及學習與精神病患者共事的溝通技巧。

8. 僱主可參考平機會的《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該守則列明僱主在整個僱⽤
周期都應該實施良好管理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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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oc.org.hk/Upload/cc26d004-b785-4ee7-8673-f92925df889f/ddocop_c_852.pdf


教育是該宣傳活動的重點。我們在2023年2⽉推出「種族
友善校園嘉許計劃」，邀請中⼩學在3⽉期間推出多項響
應國際消除種族歧視⽇的校本措施和活動。學校倘在訂明
期限結束前推⾏宣揚種族共融的活動，會獲嘉許為「⽀持
種族友善校園」。是次活動合共有63間學校參與，除了
在校内張貼國際消除種族歧視⽇的海報，這些學校並舉辦
活動⿎勵學⽣響應。部分學校亦⿎勵學⽣分享他們與不同
族裔的朋友或同學的合照，從⽽宣揚種族共融的信息。

聯合國於1966年宣布將3⽉21⽇定為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此，世界各地每年都會慶祝
國際消除種族歧視⽇，象徵全球團結⼀致，消除種族主義和各種種族偏⾒。

今年，平機會為響應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推出「推動平等 無分你我」宣傳活動，呼籲
社會⼤眾消除種族歧視，擁抱種族多元共融的價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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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推出全新「推動平等 無分你我」
宣傳活動響應2023年國際消除種族歧視⽇

 

https://www.eoc.org.hk/zh-hk/Racial-Equality/Racial-Inclusion-in-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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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作者⽅⾯，平機會在3⽉18⽇舉辦了《共融校園、無分種族》研討會，吸引超
過80名來⾃70間學校的⼈⼠參加。研討會的嘉賓來⾃不同背景，包括平機會委員利哲宏
博⼠、本地⾸名南亞裔中國語⽂⽼師畢軒娜、⾹港教育⼤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俊
傑博⼠、知名YouTuber新德莉莉，以及英基學校協會多元、平等和共融項⽬主任⿈浠
桐。他們就如何以創新⽅法⿎勵學⽣討論種族議題提供建議和分享⾒解。平機會亦製作了
《種族連線》消除歧視教材套，以及《學校政策⼤綱：預防校園種族歧視及騷擾》，為⽼
師提供最新的實⽤教學資源和指引，在校園推動種族共融和反歧視。上述兩套資源已上載
⾄平機會的網站，供教育⼯作者和其他有興趣的⼈⼠取⽤。

https://www.eoc.org.hk/zh-hk/Racial-Equality/Learning%20Kit%20on%20Eliminating%20Racial%20Discrimination
https://www.eoc.org.hk/Upload/cc26d004-b785-4ee7-8673-f92925df889f/School_Policy_Framework_Mar_2023_4703.pdf


此外，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在本地報章以
《少數族裔學⽣的中⽂教育 何去何從》為題
撰⽂，進⼀步强調教育對少數族裔⼗分重
要。平機會在2023年2⽉與20名少數族裔⼤
學⽣進⾏⾮正式的⼩組訪談，發現學校需要
及早介⼊，協助少數族裔學⽣學習中⽂，才
能提升他們⽇後升學就業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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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平機會亦⿎勵公眾在國際消除種
族歧視⽇表達對不同種族⼈⼠的⽀持。平機
會以「消除偏⾒ 無分種族」為宣傳⼝號，
在本港巴⼠和港鐵擺放宣傳廣告，為期六個
星期。廣告上不同種族的⼈⼠展露歡顔，象
徵着種族和諧所帶來的快樂。

在社交媒體平台⽅⾯，平機會製作了與種族
多元共融有關的内容，藉以帶出消除種族歧
視的需要。例如，平機會的YouTube頻道近
⽇上載了⼀段新影⽚，講述⾮華語的⾹港居
⺠在本地租賃房屋的困難。另外，我們在
Instagram發布了帖⽂，以投票⽅式詢問網
⺠在外地旅⾏時曾否被問及是否懂得功夫，
以凸顯種族偏⾒及種族定型的廣泛性。

平機會亦着⼒號召商界⽀持種族平等。平機會在2018年推出《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
章》，為僱主提供政策指引和良好常規，促進種族多元共融的⼯作間，並嘉許堅決推進
種族多元共融的僱主。截⾄2023年3⽉，已經有超過300間公司及機構簽署《約章》，我
們深信會有更多僱主會加⼊我們的⾏列，共同創造真正多元共融的⾹港。

朱主席在⽂章中寫道：「這是結構性問題，無法單從個⼈、學校甚⾄社區層⾯上處理，
⽽是需要從制度⽅⾯着⼿解決。在⾹港⾛出疫情陰霾、重新出發之際，我希望社會注⼊
多⼀些⼒量和意志『去舊』，並在必要時『迎新』，為⾮華語學⽣的教育制度引⼊新的
發展動⼒。」

https://www.eoc.org.hk/zh-cn/Articles/Detail/68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5wO7ZrPO0
https://www.instagram.com/p/CqCWm9Tv1ey/
https://www.instagram.com/p/CqCWm9Tv1ey/
https://www.eoc.org.hk/zh-hk/news-and-events/events-and-programmes/eoc-events/inclusion-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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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年⼤使」
體驗多元、平等及共融的⾮凡之旅

為向年輕⼈推廣多元、平等及共融的價值觀，並將年輕的平等機會⽀持者團結起來，平機
會在2022年10⽉推出⾸個平等機會⻘年⼤使計劃。

經過⼀輪嚴格的甄選過程，我們選出了36名來⾃12間⼤專院校的學⽣擔任⻘年⼤使，並為
他們安排了各式各樣的體驗式學習及師友活動，加深他們對平等機會的知識和體驗。在為
期六個⽉的體驗學習過程中，⻘年⼤使展⽰了他們的活⼒，以及認識多元、平等及共融的
熱誠和渴求。我們期望⻘年⼤使參加了這些活動後，會在校園與朋輩分享多元、平等及共
融的信息。

就讓我們回顧⻘年⼤使的學習歷程吧！

1⽉7⽇，⻘年⼤使參加了在平機會辦事
處舉⾏的迎新聚會，透過⼀些破冰遊戲
互相認識，並獲介紹平機會的⼯作和反
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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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使參與由⾹港傷健共
融 網 絡 成 ⽴ 的 「 猛 ⿓ ⻑ 跑 隊 」 的 訓
練。訓練由「猛⿓⻑跑隊」總教練、
曾贏得多項賽事的⻑跑好⼿姚潔貞⼥
⼠帶領，⻘年⼤使藉此寶貴機會與有
殘疾的健兒交流，從⽽了解他們在⽇
常⽣活中⾯對的挑戰。

2⽉2⽇，⻘年⼤使獲邀參與了由⾹港
迪⼠尼樂園度假區舉辦的「迪⼠尼創
夢家開放⽇」。他們透過領袖及演藝
⼈員分享環節，了解⼀間現代企業如
何通過提倡多元共融的價值，促進企
業創新及成⻑。

2⽉11⽇及18⽇，平機會與「愛同⾏」合作，為⻘年⼤使安排了「灣仔多元⽂
化社區導賞及體驗」，探索灣仔這個多姿多彩的社區。他們參觀了多個地標，
包括太原街、藍屋、北帝廟和錫克廟，認識不同社群的⽂化和歷史。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GCEU_zh-HKHK1045HK1045&biw=1373&bih=917&sxsrf=APwXEdeIAMgUupkH0MRrpnNpDvkl6T8VwA:1682394806756&q=%E8%97%89%E6%AD%A4&sa=X&ved=2ahUKEwiCk9CGkcT-AhXIB94KHX6nCGkQ7xYoAHoECAg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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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使參觀了全港⾸間⾹港導
盲⽝訓練學校。⻘年⼤使蒙著眼睛，在導
盲⽝帶領下於校園穿梭，並上了簡短課
程，透過⼀些體驗式⼩遊戲，學習如何協
助視障⼈⼠。

我 們 在 平 機 會 的 Instagram 專 ⾴ 「 平 ．
常．事」發布了多個有關計劃限時動態，
讓參加者可以在社交媒體與朋友分享這些
難忘時刻。

計劃的嘉許典禮將在2023年6⽉舉⾏，屆
時⻘年⼤使會分享他們的學習收穫。平機
會亦會向他們頒發證書，嘉許他們過去六
個⽉在計劃中的卓越表現。我們期盼⻘年
⼤使⽇後繼續努⼒推廣多元、平等及共融
的信息。

4⽉1⽇，⻘年⼤使在平機會辦事處參
與了⼀場師友活動。平機會主席朱敏
健先⽣、平機會委員陳麗雲教授、鄭
泳舜議員、利哲宏博⼠及⿈梓謙先⽣
與⻘年⼤使分享個⼈和⼯作經歷，闡
述 ⾃ ⼰ 如 何 克 服 困 難 和 實 踐 平 等 機
會、多元及共融的信念。

https://www.instagram.com/stories/highlights/1795629370713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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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平機會2022年執法情況

平機會其中⼀個主要職能是處理公眾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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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反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

平機會2022年處理的投訴調查個案數量

《性別歧視條例》

437

《種族歧視條例》

77

《殘疾歧視條例》

624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39
 

https://www.eoc.org.hk/en/Statistic?year=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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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在2022年共處理了1 140宗投訴調查個案及37宗主動調查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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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以上與《殘疾歧視條例》有關，其中
⼤部分屬於僱傭範疇，其次是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
關的投訴調查個案有423宗，當中243宗屬性騷擾個案，85宗屬懷孕歧視個案。⾄於《種
族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投訴調查個案則分別有76宗和39宗。

平機會在處理投訴個案時，有法定責任⿎勵爭議各⽅進⾏調停，參與調停純屬⾃願。在
2022年，平機會協助154宗個案進⾏調停，調停成功率達87%，⾼於過往平均60%⾄70%
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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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處理了12宗法律協助申請，向⼋宗個案提供
了協助。

平機會處理投訴流程圖

https://www.eoc.org.hk/en/Statistic?year=2022


平機會在2022年11⽉根據《殘疾歧視條例》代表⼀名⼈⼠（申索⼈）在區域法院提出法
律訴訟。該名申索⼈聲稱他的前僱主（答辯⼈）基於他的殘疾⽽對他作出歧視，將他解
僱。

申索⼈受僱於⼀間中式酒樓擔任侍應，⼊職後數天左邊⼩腿感到痛楚。醫⽣診斷申索⼈患
上「左下肢蜂窩性組織炎」，並給予他四天病假。在病假期間，答辯⼈通知申索⼈其職位
暫時由替⼯頂替，他可以在康復後復⼯。幾天後，申索⼈告訴答辯⼈他可以恢復⼯作，但
答辯⼈表⽰因擔⼼申索⼈的腿痛病患將來會復發，把他解僱。

2023年1⽉，法庭在答辯⼈缺席的情況下判申索⼈勝訴。申索⼈獲判20,000港元感情損害
賠償，答辯⼈須⽀付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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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把此個案帶上法庭，希望藉此重申，
若僱員患有殘疾，僱主在沒有⾸先考慮是否
可以提供合理便利措施或其他安排便解僱僱
員，是違法的⾏爲。

如欲了解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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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oc.org.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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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快拍
 

平機會向⽴法會匯報2023-24年度的⼯作計劃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於2023年3⽉20⽇
出席了⽴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報告平機會於2022-23年度的⼯作進度及
2023-24年度的⼯作重點。

儘管過去⼀年的疫情為平機會的⼯作帶
來嚴峻挑戰，平機會在2022-23年度仍繼
續透過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下的策
略，推⾏多個項⽬和活動，以消除歧視
及推廣平等機會。

執法⽅⾯，在2022年4⽉⾄2023年1⽉底期間，平機會在六個⽉內完成處理了85%的投訴
個案，達到在六個⽉內完成處理75%的投訴個案的承諾。在該10個⽉期間，平機會為139
宗個案進⾏了調停，當中119宗成功調停，調停成功率為86%，⾼於過往平均60%⾄70%
的⽐率。平機會透過調停，為投訴⼈取得的⾦錢總額達641萬元。

在預防歧視⽅⾯，⾃2022年4⽉以來，平機會發布了共11項研究調查結果，牽涉的課題包
括性騷擾、性教育、精神病患者在職場受到的歧視，以及少數族裔、照顧者和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所⾯對的挑戰等。這些由平機會委託進⾏或資助的研究項⽬不僅引起媒體關
注，提⾼社會⼤眾消除歧視的意識，還提供了重要論據，讓平機會向政府和有關⽅⾯提出
政策建議以解決結構性的不平等問題。

在公眾教育⽅⾯，平機會在2022年6⽉推出全港性宣傳項⽬「平等機會⽉：承先啟後廿五
載 平等共融塑未來」。此項⽬是為慶祝⾹港特別⾏政區成⽴25周年⽽推出，透過多個平
台的⼀系列活動和宣傳，動員社會⽀持多元共融的價值。平機會還推出⾸個為⼤專⽣⽽設
的「平等機會⻘年⼤使計劃」，旨在培養⼤學⽣多元、平等和共融的價值觀。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ca/papers/ca20230320cb2-205-2-c.pdf
https://www.eoc.org.hk/Upload/submission/ca20230320cb2-205-2-c_1377.pdf


展望2023-24年，朱主席在委員會會議上表⽰：「社會上有不同弱勢社群，包括殘疾⼈⼠
及少數族裔社群，他們的⽣活仍然⼗分艱苦，尤其是經歷過去數年疫症的衝擊，不少都失
去⼯作⼜或待遇降低。平機會認為必須確保弱勢社群都能平等參與社會發展。因此，平機
會於2023-24年度將積極透過執法、倡議及宣傳教育等⼯作，促進弱勢社群在教育、就
業、獲取服務及使⽤設施等不同範疇享有平等機會。」

 
平機會接待內地法官以及中國殘聯訪問團

 
隨着⾹港和內地在抗疫三年後復常，平機會再次與內地夥伴及嘉賓展開⾯對⾯交流。

2023年3⽉22⽇及4⽉18⽇，平機會分別接待了兩個訪問團，合共超過50名內地法官及其
他法律專業⼈員。他們分別攻讀由⾹港城市⼤學司法教育與研究暨⾹港法律查明中⼼所開
辦的中國⾼級法官法學博⼠課程及中國法官法學碩⼠課程。訪問旨在讓參加者了解⾹港的
普通法制度，以及⾹港法定機構的職能及運作。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先⽣在交流環節中介紹了平機會的⼯作及⾹港的反歧視條例；⽽內地法
官則分享了他們在内地的司法⼯作。是次交流讓雙⽅認識了彼此法律制度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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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oc.org.hk/en/Speeches/Detail/519


根據國家《⼗四五規劃綱要》，中央政府⽀持⾹港發展成為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中⼼。作為負責執⾏⾹港反歧視條例的法定機構，平機會有必要認識内地的法律制
度，從⽽對⼤灣區的發展作出貢獻。

另外，平機會於2023年4⽉19⽇接待了由全國⼈⺠代表⼤會法制⼯作委員會和社會建設委
員會及中國殘疾⼈聯合會（「中國殘聯」）代表組成的訪問團。是次訪問旨在加強跨境合
作，以保障及推廣殘疾⼈⼠的權利和福祉。中國殘聯於1988年成⽴，是代表和維護中國
各類殘疾⼈⼠權益的全國機構。

⼤灣區發展促進了⼈員流動及區內跨境往來。無論是為殘疾⼈⼠提供無障礙環境或便利措
施，⾹港和内地均有很多合作空間。

與訪問團會⾯期間，朱主席介紹了⾹港四條反歧視條例，並詳細闡述了平機會如何透過執
法、調查、政策倡議及教育等⼯作推動⾹港建構無障礙環境，締造共融的社會。朱主席特
別強調平機會致⼒推廣通⽤設計的概念，即產品或設施能切合包括殘疾⼈⼠在内的所有⼈
的需要。

訪問團到訪⾹港三天期間，參觀了各種共融設施，並與平機會分享了内地如何在國家及城
市層⾯為殘疾⼈⼠創建共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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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發布新指引 確保聽障⼈⼠獲平等司法權利

 

平機會於2022年11⽉發布了《聾健司法平等：供殘疾⼈⼠、法律⼯作者和參與司法程序⼈
⼠參考的指引》（「《指引》」），以促進司法程序中不同⼈⼠包括聾⼈和聽障⼈⼠的溝
通。平機會堅信殘疾⼈⼠在法律⾯前亦享有平等權利，並能有效地尋求司法公正。

《指引》提供了與聾⼈和聽障⼈⼠溝通的指導原則，以及在司法程序中可推⾏的適當便利
措施。指引特別列出了能達致各⽅有效溝通的宜忌，例如找⼀個光線充⾜和安靜的地⽅、
説話前引起聾⼈和聽障⼈⼠的注意、與聾⼈和聽障⼈⼠保持良好的眼神接觸，以及避免使
⽤複雜字詞及⽤語等。

《指引》並解釋了在《殘疾歧視條例》、《殘疾⼈
權利公約》、《⾹港⼈權法案條例》和《基本法》
下，聾⼈和聽障⼈⼠享有的司法平等的權利，並為
法庭、法官、司法⼈員、⼿語傳譯員，以及聾⼈和
聽障⼈⼠等各⽅提供建議，促進與聾⼈和聽障⼈⼠
有效溝通。

《指引》建議所有與司法體系相關的公共機構，包
括法庭、法律援助辦事處、警署等，應盡量預備多
種不同形式的輔助器材和服務，例如⼿語傳譯、聆
聽輔助設備、 即時字幕員及⼝語唇讀傳譯員等，以
切合不同聾⼈和聽障⼈⼠的需要。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Policy%20Frameworks%20and%20Guidelines/A2JDHO~1.PDF


研究以網上問卷調查和深⼊訪談形式進⾏，收集了932名參與者的數據，當中包括照顧
者、⼀般發展學⽣、特教學⽣和教師。研究發現，家⻑和⽼師⼀致認為特教學⽣對網上學
習的焦慮感較⾼，⽽學習成效則較低。⼤部分特教學⽣表⽰由於缺少實體課堂，導致學業
成績退步。部分特教學⽣認為學習社交技巧和規則的機會減少，所以他們難以與朋輩建⽴
友誼。

研究團隊呼籲政府、學校、教師和家⻑共同合作，有策略地推動數碼共融，營造共融的網
上學習環境，協助特教學⽣有效地學習，保持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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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公布資助研究結果

 
2023年2⽉9⽇，⾹港⼤學教育學院⾔
語、語⾔和閱讀實驗室發表題為「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港⼩學⽣營造無障礙
網上學習環境」研究的結果。研究由平
機會資助，旨在探討有不同特殊教育需
要（「特教」）的⼩學⽣在網上學習時
所⾯對的挑戰和對其⼼理造成的影響。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funding%20programme/Barrier%20Free%20for%20SEN%20Feb%202023/Final%20EOC%20report_online%20Learning_Tong%20HKU.pdf


研究訪問了30名⾃閉症⼤專⽣，讓他們分享個⼈經歷。其他受訪者包括⼋名⾃閉症⼤專⽣
家⻑、10名⼤專院校教學⼈員、⼋名⼤專院校專業⽀援⼈員和九名曾接觸⾃閉症⼤專⽣的
⼀般⼤專⽣。

⼀些⾃閉症⼤專⽣認為⼤專課程過於「抽象」和「無結構」，有別於中學時期多配以清晰
具體的指引。部分受訪者表⽰，對融⼊⼤專院校的社交⽣活感到壓⼒，例如需參與分組作
業和⼊住學校宿舍。隱晦和複雜的社交潛規則令他們難以分辨和理解當中含義。研究亦發
現，由於其他⼈對⾃閉症認識有限，不太了解⾃閉症⼤專⽣的需要，加上⽬前政策的限
制，窒礙了⾃閉症⼤專⽣求助，繼⽽加劇了他們在學習上的挑戰和⼼理健康問題。

研究團隊建議建⽴⼀個系統性的跨院校⽀援框架，清楚描述⼤專院校不同持份者的⻆⾊和
責任，讓特教學⽣和各持份者能夠更順暢地獲取相關服務。此外，研究亦建議為⼤專院校
的教育和⽀援⼈員提供更多有關特教的培訓，尤其是有關⾃閉症的培訓。研究相信，提⾼
⼤專院校和社會⼤眾對⾃閉症的關注和認識，對於營造⾃閉症友好的環境和促進社會共融
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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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項由平機會資助的「探討⾃閉症⼤專⽣
的經歷和需要」的研究由⾹港中⽂⼤學教育
⼼理學系進⾏。研究顯⽰，⾃閉症⼤專⽣⾯
對學業、社交溝通和事業發展等多⽅⾯的挑
戰。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funding%20programme/ASD%20Study%20Feb%202023/Research%20Report_FINA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