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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共享的暢達⾹港

根據官⽅數字，⾹港在2020年有超過53萬名殘疾⼈⼠，另有超過180萬名⻑期病患者。⾹
港的建築環境、服務及數碼基礎設施的暢達程度，將直接影響他們能否獨⽴地⽣活、平等
地參與社會。隨着⼈⼝⽼化加速，⾄20多年後，預計每三⼈就會有⼀⼈為65歲或以上，暢
通易達的問題將影響⾹港相當部分⼈⼝的⽣活質素。

由於⼈⼝結構改變，⾹港必須提升⽣活各⽅⾯的暢達程度，才能夠在往後的⽇⼦維持具活
⼒的城市⾯貌、共融的⽣活環境。為此，社會不同界別需要共同合作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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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社會對暢通易達的意識，並探討建⽴共融城市環境的有效⽅法，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於2024年7⽉15⽇在⾹港會議展覽中⼼舉辦了「全⺠暢達@⾹港研討會」。是
次研討會匯聚了建築、房屋、創新科技、銀⾏及醫療等範疇的專家及決策者，為超過300名
參加者提供平台，共同探討如何將⾹港轉型為暢通易達、惠及全⺠的智慧城市。

為何暢通易達對⾹港的未來如此重要？

⼀個⼈的⾝體機能並不反映其内在潛能。若可得到合適的⽀援，不同能⼒的⼈⼠都可以盡
展所⻑，為社會作出重要貢獻。

「蝸⽜仔」陳梓鍵的故事就是⼀個好例⼦。梓鍵今年15歲，患有杜興⽒肌⾁營養不良症，
是⼀名網絡紅⼈。雖然他要以輪椅代步，但仍然無阻礙他到處遊歷，探索世界。他於2020
年開設YouTube頻道，分享他的旅程及經歷，⾄今頻道累積超過15 000名追隨者，他也獲
邀到不同學校及其他活動進⾏分享。

梓鍵在研討會上分享時表⽰：「作為年輕
⼈，我很喜歡探索求知。我希望看到⾹港
社會更加關愛共融，在無障礙設施、科
技、醫療等⽅⾯做得更好。這樣我便可以
暢通無障礙地上學，享⽤所有的公共設
施，認識新朋友和發掘新事物。」

https://www.youtube.com/@snailtszkin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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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致開幕辭時，表達與梓鍵⼀樣的盼望，希望⾹港的城市環境能⽅便
不同能⼒的⼈⼠⽣活。她特別提到平機會多年來致⼒在⾹港推廣暢通易達，包括推出《如
何⽀援殘疾⼈⼠：餐飲服務通⽤設計實⽤指南》及通⽤設計嘉許計劃2024/25。

林主席表⽰：「改善⾹港的通達無障礙建
設對本港社會的發展絕對有正⾯影響。
除了提升⾹港的宜居度，加強市⺠的幸
福感，亦有助吸引外來⼈才及旅客，特
別是近年內地興起『無障礙』旅遊，藉
著通達建設，我們可改善⾹港的⺠⽣、
經濟發展，將⾹港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
的城市。」

研討會的主禮嘉賓⾹港特別⾏政區政府房屋局局⻑何永賢⼥⼠為有關通達⽔平的討論揭開
序幕。她表⽰，⾹港房屋委員會的公共屋邨採⽤多項設計元素，締造⻑者友善的⽣活環
境。該委員會推出各式各樣的措施，例如在屋邨的私⼈及公共空間融⼊無障礙設計、提供
醫療服務及社交活動等，以提升不同⼈⽣階段的居⺠的幸福感。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policy-frameworks-and-guidelines/UDGuide102023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policy-frameworks-and-guidelines/UDGuide102023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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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全⺠暢達的城市環境

⾹港是全球⼈⼝最稠密的城市之⼀，在⾼度發展及⼟地有限的情況下，要為不同能⼒及不
同⼈⽣階段的⼈建⽴平等通達的建築環境，殊⾮易事。

在研討會的第⼀場⼩組討論環節「提升⾹港建
築環境的通達⽔平」中，講者探討如何透過以
盡量為不同⼈⼠創造無障礙環境為⽅針的通⽤
設計，促使⾹港的暢達⽔平提升。⾹港特別⾏
政區建築署助理署⻑（建築設計）景國祥先⽣
表⽰，很多公共基礎建設及設施都是根據通⽤
設計的七項原則設計。他補充，建築署已把通
⽤設計原則加⼊不同的指引，包括2012年出版
的《建築署暢道通⾏之規範》。

成本是改善環境暢達程度的⼀⼤障礙。很
多⼈以為，要把共融及無障礙設計融⼊建
築物，成本會很⾼昂。康復國際亞太區副
主席兼UDA Consultants Limited創辦⼈及
董事總經理關國樂博⼠建築師卻指出，採
⽤這些設計只會使建築成本平均增加1%。
他亦展⽰了世界各地城市很多簡單但有效
的共融設計。

https://www.archsd.gov.hk/media/reports/practices-and-guidelines/archsd_standard_on_ua_provisions__rev._1_mar_2018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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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環節除了探討通⽤設計，亦探討哪些建築及城市規劃設計⽅法能夠促使⻑者獨⽴地⽣
活。⾹港房屋協會⾏政總裁兼執⾏總幹事陳欽勉先⽣指出，該協會的「⻑者安居樂」住屋
計劃是⾹港⻑者友善⽣活環境的藍圖，能提升⻑者的⾝⼼健康。樂齡實驗室基⾦會主席及
聯合創辦⼈兼⾹港中⽂⼤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家謙教授分享他在私⼈屋苑沙⽥第⼀城進
⾏的參與式研究結果，以及該研究在⻑者居⺠的協助下，如何制訂策略以建⽴⻑者友善的
屋苑。

推動數碼共融

過去社會討論暢通易達的議題時，聚焦多放在建築環境。然⽽，隨着數碼科技於⽇常⽣活
漸趨重要，社會亦需要打破數碼隔閡才確保⼈⼈能夠平等地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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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第⼆場⼩組討論的題⽬為「消除障
礙：數碼無障礙與共融」。⽴法會議員（選舉
委員會）葛珮帆發⾔時表⽰，提升⾹港數碼
服務及平台的通達程度仍然⼗分困難。她解
釋，對很多公司來説，設計讓不同能⼒的⼈
⼠都能使⽤的數碼平台及服務，仍然是較次
要的⼯作。不少商戶認為實踐數碼共融是⼀
項負擔，但其實建⽴符合萬維網聯盟標準的
網上平台，可以讓更多⼈認識到有關商戶，
進⽽擴⼤客戶群。

數碼環境的障礙不只不利於有不同需要的
⼈⼠在當下融⼊社會。⾹港⼤學教育學院
副院⻑（研究）兼⾹港⼤學教育應⽤資訊
科技發展研究中⼼副主任羅陸慧英教授指
出，數碼鴻溝擴⼤，對下⼀代的發展亦有
深遠的影響。例如，她的研究發現，從幼
年時開始培養數碼技能及素養，⻑遠⽽⾔
對⻘少年的精神健康有正⾯影響。

消除數碼障礙的重要⼀環是公眾教育，讓社
會⼤眾認識建⽴⼈⼈都可使⽤的網⾴及數碼
平台的各項原則及良好常規。討論環節上，
數碼無障礙嘉許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兼⾹港
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政總裁⿈家偉⼯
程師以淺⽩易明的⽅式介紹萬維網聯盟的數
碼無障礙標準及指引。他表⽰，把數碼無障
礙定位為環境、社會及管治舉措，或可推動
更多企業及機構增加資源，改善數碼無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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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創新亦可推動⾹港數碼環境共融。⾃
2018年起，政府推⾏開放數據政策，讓私營
機構利⽤公開的數據庫開發新的應⽤程式及服
務。據⾹港特別⾏政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產業發展）胡曄⼥
⼠稱，該政策已促成多項共融數碼服務的發
展，例如⾹港失明⼈協進會與科技公司
Mapxus 合 作 開 發 的 室 內 導 航 應 ⽤ 程 式
CityGeni。為進⼀步幫助不同⼈⽣階段的⼈⼠
使⽤數碼科技，政府亦將於年底推出⼀項計
劃，以提升⻑者的數碼能⼒。

利⽤智能科技提升暢達程度

智能科技及創新技術有潛⼒⼤幅改善城市環
境，包括提⾼⽇常⽣活各⽅⾯的無障礙程
度。政府發布的《智能城市藍圖2.0》亦強
調，數碼科技對於⾹港的未來發展⾄為關
鍵。

研討會最後⼀場⼩組討論的題⽬為「透過⾹
港智慧城市藍圖促成共融」，講者介紹智能
科技在提升暢達⽔平⽅⾯的不同應⽤。Esri
中國（⾹港）有限公司業務發展總監兼智慧
城市聯盟會員陳平先⽣向與會者講解地理資
訊系統如何為城市規劃師及⼯程師提供精確
的測量數據和模型，從⽽設計更共融的建築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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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圖科技有限公司創辦⼈及⾏政總裁陳尊裕
博⼠分享為視障⼈⼠開發室内導航軟件的經
驗，帶出以智能科技提升暢達程度的挑戰及
機遇。他指出，儘管開發導航軟件並⾮為了
圖利，但研發過程有助公司進⼀步完善技
術，並提升企業形象，推動業務發展。

銀⾏業⽅⾯，⾦融機構應⽤智能科技⽇益
普遍，為不同能⼒的客戶帶來更⽅便的服
務。滙豐數碼體驗及無障礙⾼級經理徐松
年先⽣在會上介紹滙豐如何利⽤不同數碼
科技，滿⾜不同能⼒客戶的需要。

智能科技也正在改變醫療界服務病⼈的⽅式。在研討會上，醫院管理局總⾏政經理（健康
信息）唐綺霞醫⽣表⽰，醫院管理局透過使⽤數碼科技，⼤⼤提升了病⼈服務的質素，並
為病⼈提供更公平的就醫機會。她舉出多項例⼦，説明醫院管理局的應⽤程式「HA Go」
加强了醫護⼈員與病⼈及其照顧者之間的溝通，讓病⼈得到更好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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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無障礙共融社會的新⽅向

是次研討會匯聚了不同界別及專業領域的持份者，為探討消除障礙、建⽴暢達城市的新⽅
案締造良機。除了⼩組討論，研討會亦邀來兩名内地專家⸺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創會
⼈侯伊莎⼥⼠及深圳⼤學中國特⾊社會主義先⾏⽰範區殘疾⼈事業發展研究中⼼執⾏主任
周林剛教授，加強⾹港與⼤灣區在推動無障礙共融⽅⾯的交流。另⼀⽅⾯，⾹港理⼯⼤學
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兼副系主任及⾹港理⼯⼤學輔助科技研究中⼼主任⽅乃權教授分享他
與其團隊如何透過研究，揭開輔助技術發展的新⼀⾴。

林主席在閉幕致辭中表⽰，研討會上的跨界別討論，顯⽰不同界別的持份者均重視暢通易
達這個議題。她强調，平機會將擔當橋梁的⻆⾊，以研討會上講者及持份者所發表的⾒解
為基礎，繼續發掘機會與不同界別合作，為所有⼈締造暢達共融的⾹港。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全⺠暢達@⾹港研討會的資料，請瀏覽以下網⾴：
https://www.eoc.org.hk/AccessibleHKSymposium/index_tc.html 

https://www.eoc.org.hk/AccessibleHKSymposium/index_tc.html
https://www.eoc.org.hk/AccessibleHKSymposium/index_t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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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
2021年間，
⾹港的⾮華裔
⼈⼝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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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例：15年來的改變與成就

2009年7⽉10⽇，《種族歧視條例》正式⽣效，是⾹港推動平等共融的重要⾥程碑。《種族
歧視條例》保障個⼈免受基於種族的歧視、騷擾及中傷，確保不同⽂化及種族背景的居⺠
能平等參與社會。

平機會是負責執⾏《種族歧視條例》的法定機構，⾸要⼯作之⼀是推廣多元⽂化和促進種
族和諧。在我們慶祝《種族歧視條例》實施15周年之際，讓我們回顧已取得的進展及未來
的機遇。

促進⾹港種族平等及共融

⾃《種族歧視條例》⽣效後，⾹港的⾮華裔
⼈ ⼝ ⼤ 幅 增 加 ， 由 2011 年 的 ⼤ 約 450 000
⼈，增加⾄2021的⼤約620 000⼈，增幅約
37%。⾮華裔⼈⼠約佔全港⼈⼝的8.4%，對
⾹港的發展貢獻良多，並且令⾹港的⽂化、
經濟及社會更多元化。然⽽，很多⾮華裔⼈
⼠仍然在就業、教育、獲取商品及服務等不
同範疇⾯對困難，無法平等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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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透過處理投訴和協助進⾏調停，積極為因族裔或種族背景⽽受到不公平對待的⼈⼠
提供申訴途徑。平機會亦藉着這些個案，向社會⼤眾指出《種族歧視條例》禁⽌的⾏為，
例如基於種族⽽拒絕聘⽤、拒絕提供服務或培訓，以及不讓某⼈使⽤設施。

為了了解種族歧視的普遍程度，平機會多年來進⾏了多項研究，收集社會上不同範疇持份
者的數據及意⾒。研究的重點包括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的種族歧視、   ⾮華裔兒童
的教育機會，   以及⾮華裔⻘少年的就業路徑。   研究結果亦為平機會的政策倡議⼯作提供
基礎，使平機會能針對⾮華裔⼈⼠在⽇常⽣活中所⾯對的挑戰，向有關當局提出建議。

[2] 

[1] 

[3] 

2024年10⽉刊 平等新動向

《2020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於2020年⽣效，擴⼤《種族歧視條例》的保障範
圍。有關修訂包括禁⽌共同⼯作場所內的種族騷擾，以及基於他⼈認定歸於某⼈的種族的
歧視。

[1] 《研究對少數族裔在提供貨品、服務和設施、及處所的處置或管理⽅⾯的歧視》
[2] 《幼稚園對⾮華語申請⼈的收⽣政策和態度之調查》；《⾹港主流學校教育少數族裔學⽣所⾯對的挑戰之研究》
[3] 《⾹港少數族裔⻘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16-1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18-3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20-4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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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事務組的重點項⽬之⼀是《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約章於2018年推出，列出九
項簽署機構可以在⼯作間實施的良好常規，以促進種族共融，增加⾹港⾮華裔⼈⼠的就業
機會。⾃約章推出以來，已有超過470間公司簽署。

為建⽴共融學習環境，讓不同⽂化及族裔背
景的學⽣融⼊校園，少數族裔事務組於2023
年3⽉推出種族友善校園嘉許計劃，⿎勵學
校透過學⽣活動及宣傳活動推廣種族共融信
息。⾸屆計劃吸引了60間學校參與，2024
年平機會推出第⼆屆計劃時，參與學校增⾄
179間，反映教育⼯作者及學⽣⽇益重視種
族共融教育。

少數族裔事務組

為進⼀步在⾹港推廣種族共融及多元⽂化，平機會於2014年成⽴了少數族裔事務組。少數
族裔事務組的員⼯來⾃不同⽂化及種族背景，有助平機會接觸不同社群的持份者，建⽴夥
伴關係。少數族裔事務組策略性地推⾏不同項⽬及公眾教育，包括向房地產業界宣揚種族
平等、推廣種族友善的顧客服務、打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的種族歧視，引起更多市
⺠關注種族平等的議題，對不同⽂化更加包容。

https://www.eoc.org.hk/zh-hk/news-and-events/events-and-programmes/eoc-events/inclusion-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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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推動種族共融15周年

《種族歧視條例》⽣效15年以來，種族平等及共融的觀念在社會各界都較從前更深⼊⼈
⼼。為慶祝這個⾥程碑，平機會推出了⼀系列活動，⼀⽅⾯回顧所取得的進展，另⼀⽅⾯
探討推動⾹港種族和諧的未來路向。

平機會於2024年4⽉21⽇在⾹港恒⽣⼤學
舉辦種族多元共融運動⽇2024。開幕典
禮由⾹港特別⾏政區政府政務司副司⻑
卓永興先⽣、平機會主席林美秀⼥⼠及
多名平機會委員主持。是次活動讓參加
者藉着體育跨越⽂化界限，展⽰何謂多
元⽂化，以及推廣不同⽂化及種族背景
⼈⼠合作。

運動⽇由刺激的閃避球嘉賓邀請賽揭開
序幕，參賽隊伍由平機會委員、名⼈、
運動員及來⾃不同⽂化背景的代表組
成。學校組的六⼈閃避球⽐賽有16⽀來
⾃不同中⼩學的隊伍參與，企業組的三
⼈籃球賽則有⼗⽀隊伍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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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動⽇，平機會於7⽉5⽇舉⾏嘉許典禮，表揚參與種族友善校園嘉許計劃2023/24的
158間幼稚園、⼩學及中學。典禮邀得教育局局⻑蔡若蓮博⼠及⾹港教育⼤學校⻑李⼦建教
授擔任嘉賓，有超過130名校⻑及教師出席。種族友善校園嘉許計劃除了推廣不同種族及⽂
化背景的⼈⼠之間的融和，亦⿎勵參與計劃的學校推動來⾃外地不同地⽅的新移⺠及⾮⾹
港居⺠融⼊社區。

慶祝《種族歧視條例》15周年的最後⼀項活動，是將於11⽉舉⾏的《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
章》六周年慶祝活動。活動除了嘉許各簽署機構的成果外，亦會讓來⾃不同界別的公司分
享經驗，並建⽴夥伴關係，合作推動⾹港的種族平等及共融。

⾹港⼀直是多元⽂化樞紐，不同⽂化背景的⼈才對⾹港的成就功不可沒。要維持⾹港在全
球舞台上的競爭⼒，吸引頂尖⼈才來港，⾹港須締造共融的環境，讓不同族裔的⼈⼠都能
盡展所⻑，為⾹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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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沒有性騷擾的校園

⼤學⽣活本來是讓年輕⼈成⻑和蛻變的時期，但如果學⽣不幸受到性騷擾，可能會嚴重損
害他們的⼼理及情緒健康，影響學業、社交，以⾄整體校園⽣活體驗。

為了讓年輕⼀代有健康的發展，有關⽅⾯必須在⼤學校園建⽴互相尊重的⽂化，對性騷擾
抱持零容忍態度。承著先前的研究、倡議⼯作及宣傳活動，平機會便加强對學⽣及教職員
的教育及培訓，致⼒締造安全包容的學習環境。

培育反性騷擾先鋒

平等機會⻘年⼤使計劃於2023年推出，旨在透過各種體驗式學習活動，向年輕⼀代推廣多
元共融的價值觀。今年，平機會擴⼤第⼆屆計劃内容，加⼊活動讓參加者學習反性騷擾的
知識及技能，向同輩推廣有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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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3⽉23⽇為2023/24年度計劃的42名⻘年⼤使舉
辦了關於性騷擾的互動⼯作坊。⼯作坊由平機會反性騷
擾事務組主持，向⻘年⼤使講解不同形式的性騷擾，並
探討在⽇常⽣活中遇到性騷擾時可以如何應對。⼯作坊
結束後，⻘年⼤使須完成專為⼤專院校學⽣⽽設的網上
培訓課程。

其後，⻘年⼤使運⽤⼯作坊及網上培訓中所學到的知識
及技能，製作各式各樣發⼈深省、吸引的宣傳品或宣傳
⽅案，包括海報、傳單、通訊軟件貼圖、影⽚及社交媒
體帖⽂，向朋輩宣揚防⽌校園性騷擾的信息，這些宣傳
品並在6⽉15⽇舉⾏的平等機會⻘年⼤使計劃嘉許典禮
上展出。   典禮上，⻘年⼤使進⾏了誓師儀式，以「互
相尊重 拒絕性騷擾」的⼝號作出承諾，繼續在校園推
動反性騷擾。平機會亦在典禮上向⻘年⼤使頒發證書，
嘉許他們完成計劃。

[4] 

2024年10⽉刊 平等新動向

平機會主席林美秀⼥⼠在嘉許典禮上表
⽰：「我們希望⻘年⼤使往後都能成為校
園甚⾄職場的防⽌性騷擾⼤使，繼續廣泛
傳揚有關信息。」

[4] 按此瀏覽⻘年⼤使製作的宣傳⽅案。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6yDkt9svu9P3i9KItOksJPiYTYOrjfgw24OV2NrCyY/


17

平等機會⻘年⼤使計劃����/��焦點回顧

2024年10⽉刊 平等新動向

2024年1⽉27⽇：
平機會舉⾏迎新聚會，歡迎新⼀屆⻘年
⼤使。⻘年⼤使參與了破冰遊戲，並認
識了平機會的⼯作及四條反歧視條例。
數名上屆⻘年⼤使亦有出席聚會，⿎勵
新⼀屆⻘年⼤使。

2024年2⽉1⽇：
⻘年⼤使參與猛⿓⻑跑隊的訓練，與殘疾健兒交流，學習如何擔當領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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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2⽇及9⽇：
⻘年⼤使參加愛同⾏舉辦的社區多元⽂
化之旅，參觀九⿓清真寺，以及前往重
慶⼤廈認識不同⽂化。

2024年3⽉23⽇：
⻘年⼤使參加平機會反性騷擾事務組主持的反性騷擾互動⼯作坊，學習打擊
校園性騷擾的知識及技巧。

2024年3⽉26⽇：
⻘年⼤使參觀社交科技公司Meta的⾹港
辦公室，親⾝了解該公司的多元、平等及
共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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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25⽇：
⻘年⼤使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參加「TREATS親切」安排的社區探索活動，
⼀起遊⾛穿梭中上環不同地點，了解本地歷史、⽂化及⼩知識。

2024年6⽉15⽇：
平機會為42名⻘年⼤使舉⾏嘉許典禮。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與平機會委員及
⼤專院校代表⼀同慶祝⻘年⼤使完成為期六個⽉的計劃。



20

2024年10⽉刊 平等新動向

推廣互相尊重的⽂化

在各⼤專院校舉⾏暑期迎新活動前，平機會於2024年8⽉5⽇舉辦「你智識玩」聯校探討校
園性騷擾⼯作坊。

⼯作坊專為籌辦校園活動的學⽣領袖及經常接觸學⽣的教職員⽽設，有來⾃本地⼋間⼤學
超過40名學⽣領袖、宿舍導師及教職員參加。⼯作坊透過互動式的講座及討論，指出⼀些
關於性騷擾的誤解，並以多個真實個案及例⼦，講解各種防⽌和處理性騷擾的⽅法。

另外，平機會於2024年4⽉去信21間⼤專院校，提出合作加強預防性騷擾。在各院校的要
求下，平機會已為院校舉辦約25場培訓課程，有超過4 000⼈參加。有些院校甚⾄規定負責
籌辦學⽣活動的學⽣必須參加培訓。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預防性騷擾的資訊，請瀏覽COMPASS的網⾴。
 

https://www.eoc.org.hk/compas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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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援殘疾⼈⼠

誤解及定型觀念是殘疾⼈⼠難以融⼊社會的兩個最主要障礙。⼀直以來，由於外間的偏
⾒，殘疾⼈⼠無法獲得平等的機會，令他們在社會⽣活各⽅⾯都備受排斥。因此，要提⾼
他們在社會的參與程度，我們必須打破這些陳舊的觀念。

推動社會接納導盲⽝使⽤者及導盲⽝

根據官⽅數字，2020年⾹港約有47 000名視
障⼈⼠。對⼀些視障⼈⼠來說，要⾃主、有
尊嚴地⽣活，導盲⽝不可或缺。雖然⼤部分
市⺠理解導盲⽝所提供的⽀援對視障⼈⼠⼗
分重要，但仍有部分導盲⽝使⽤者在⽇常⽣
活中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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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平機會共收到七宗由導盲⽝使⽤者提出的投
訴，他們都曾遭遇歧視，包括在導盲⽝陪同下被拒絕提
供服務、被拒進⼊處所或參與求職⾯試。《殘疾歧視條
例》禁⽌基於某⼈的殘疾⽽對其作出直接或間接的歧
視，上述⾏為可能是違法的。

為加强公眾對導盲⽝的認識，並為導盲⽝使⽤者建構更
包容的環境，平機會於2024年5⽉9⽇推出《導盲⽝：
實⽤指南》。指南講解識別導盲⽝的⽅法，並介紹其他
類型的服務⽝及各⾃的職責。此外，指南亦為運輸、餐
廳及處所管理等各⾏各業的持份者提供實⽤要訣，期望
改善社會對導盲⽝使⽤者及導盲⽝的態度及待遇。

如何與導盲⽝相處：三不⼀問

三不

⼀問

1. 不拒絕：導盲⽝使⽤者及導盲⽝有權進
出公共場所、私⼈∕公共屋苑及乘搭公共
交通⼯具。

2. 不⼲擾∕輕撫：
未經導盲⽝使⽤者同意，切勿任意觸
摸、輕撫或⼲擾正在⼯作的導盲⽝；
不要以聲⾳或⼿勢分散導盲⽝的注意。

3. 不餵飼：不餵飼或誘導導盲⽝。

1. 主動詢問：看到與導盲⽝⼀起的⼈⼠在
街上猶豫或徘徊不前時，主動詢問是否有
需要協助。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policy-frameworks-and-guidelines/GuideDog052024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policy-frameworks-and-guidelines/GuideDog0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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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舉⾏新聞發布會公布推出指南後，還在社交媒體專⾴上載了兩則帖⽂，進⼀步向年
輕⼀代推廣指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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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平機會製作這本《指南》，主要是看到不少導盲⽝使⽤者均
表⽰，他們在使⽤導盲⽝時遇到歧視和不友善對待。另⼀⽅⾯，⼀些服務提供者亦不太明
⽩殘疾⼈⼠使⽤導盲⽝的權利。平機會期望這本《指南》可協助不同界別為導盲⽝使⽤者
提供適切便利，並增進市⺠對導盲⽝使⽤者及導盲⽝的認識和接納，將⾹港建構成為⼀個
對導盲⽝使⽤者和導盲⽝更友善的共融社會。」

媒體與精神健康

近年，媒體及⼤眾⽇益關注精神健康議題。雖然有更多⼈公開討論精神健康需要，但社會
對於有精神健康需要的⼈⼠，普遍仍抱有定型觀念及偏⾒。媒體是市⺠的主要資訊來源之
⼀，在塑造市⺠的看法及減少精神健康污名化⽅⾯，有着很⼤的影響⼒。媒體以體恤的⻆
度報道精神病議題，⼒求資料準確、態度審慎，可以教育公眾，建⽴同理⼼，締造更包容
的社會。

去年，平機會舉辦了⼀場有關媒體處理精神
健康新聞的研討會，⽬的是⿎勵媒體對精神
健康議題作出持平及正⾯的報道。研討會匯
聚了傳媒從業員、學者、社會服務提供者及
有精神健康需要的⼈⼠，為持份者提供平
台，讓他們探討如何利⽤媒體消除偏⾒及定
型觀念。在討論過程中，與會者認同有必要
制定⼀套指引，讓前線記者及編輯在報道精
神健康議題時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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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因應研討會與會者的意⾒，與精神健康
諮詢委員會的個別委員及⾹港報業評議會的代
表合作，於2024年6⽉7⽇推出《媒體處理精神
健康新聞指引》。指引定出「⼒求準確」、「減
少傷害」、「保護私隱」、「慎⽤語⾔及影像」及
「幫助及⽀持」的五⼤原則，供傳媒從業員處
理精神健康議題時參考，從⽽作出公正客觀的
報道。事實上，媒體能夠準確反映精神健康議
題的實況，消除污名化，亦可⿎勵有精神健康
需要的⼈⼠尋求專業協助。

林主席表⽰：「社會以負⾯的態度對待有精神健康需要的⼈⼠，會直接影響他們對⾃⾝情
況的態度，包括是否願意尋求協助、積極治療，還是選擇隱瞞病歷，⾃我孤⽴，亦影響
復元⼈⼠是否可融⼊社區。我們希望借助媒體的社會影響⼒，加深⼤眾對精神健康議題
的認識，建⽴正確觀念，從⽽減少對有精神健康需要和復元⼈⼠的標籤，促進社會的理
解和共融。」

平機會除了向本地媒體機構發布指引，亦已把指引上載⾄平機會網⾴。

https://www.eoc.org.hk/Upload/files/Policy%20Frameworks%20and%20Guidelines/Media-Guidelines-for-Reporting-on-Mental-Health-Issues-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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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快拍

平機會推出暢通易達承諾書以推廣暢通易達

建⽴暢達的環境，不僅能讓不同能⼒的⼈⼠參與社會，更可讓企業擴⼤客戶群，提升
形象。平機會於2024年4⽉推出「暢通易達承諾書」，⿎勵處所藉此機會承諾盡⼒建設
暢達的環境。

處所若在改裝現有設施⽅⾯有困難或暫時未符合通⽤設計嘉許計劃的要求，可報名參
與承諾書。平機會核實申請後，會向合資格機構頒發電⼦證書，以表彰其作出承諾。
結果將於2024年10⽉公布。

另⼀⽅⾯，通⽤設計嘉許計劃2024/25接獲超過270份申請。結果於2024年10⽉公
布，⽽嘉許典禮會於2024年11⽉舉⾏。

平機會發表在⾹港公眾可進出處所餵哺⺟乳的研究

餵哺⺟乳對⺟親及嬰兒都有很多好處，但不少婦⼥在公眾地⽅尋找合適的設施餵哺⺟
乳或集乳時仍然遇到很多困難。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application/UA-pledge
https://www.eoc.org.hk/zh-hk/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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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對⾹港50個商場及50個政府處所進⾏了設施審核，發現有⼗個商場及⼋個
政府處所缺乏育嬰及哺乳室。另外，52.5%的購物中⼼及38.1%的政府處所的育嬰範
圍⾯積並不符合《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作業備考的建議⾯積。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建議政府在現⾏的綠建環評認證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中加
⼊規定，   以增加處所設置⺟乳餵哺設施的誘因。研究亦建議地產發展商在設計新的
購物商場時，加⼊寬敞及設備完善的育嬰及哺乳室。他們亦可考慮在繁忙時間提供流
動哺乳及集乳設施，以應付需求。

在僱傭⽅⾯，⼀些哺乳的婦⼥指出，她們在⼯作間缺乏⽀援，因此有關⽅⾯應⿎勵僱
主採取靈活的政策，允許員⼯在⼯作時間內餵哺⺟乳或集乳。僱主及僱員應遵從衞⽣
署及平機會制定的指引，以締造⺟乳餵哺友善的⼯作環境。 

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餵哺⺟乳並不單是⺟親的事，亦影響着下⼀代健康成
⻑和發展。因此，社會各界有責任為授乳⺟親締造有利環境。」

[5] 

[6] 

2024年10⽉刊 平等新動向

平機會於2024年8⽉6⽇公布「在⾹港『公眾
可進出處所』餵哺⺟乳的研究」結果，響應
國際⺟乳哺育周。研究訪問了1 000名過去12
個⽉內曾餵哺⺟乳或集乳的⼥性，81%的受
訪者認為公眾地⽅應增加餵哺⺟乳或集乳的
設施。⼤多數受訪者（82.9%）表⽰，商業及
政府場所的餵哺⺟乳設施的衞⽣有待改善。
焦點⼩組訪談的結果則顯⽰，哺乳及集乳設
施於繁忙時段的輪候時間過⻑，且質素參
差，都令婦⼥在公眾地⽅餵哺⺟乳⾮常困
難。

[5] 綠建環評認證由⾹港綠⾊建築議會推出，對建築物的可持續發展績效進⾏獨⽴評核。評核準則包括健康及福祉、環境影響及
碳排放。
[6] 《對餵哺⺟乳⼥性的平等待遇⸺有關僱傭及相關範疇的指南》；《為哺乳⼥性建⽴友善⼯作間》

https://www.hkgbc.org.hk/tch/beam-plus/introduction/
https://www.landsd.gov.hk/doc/en/practice-note/jpn/jpn06_e.pdf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24-1
https://www.eoc.org.hk/zh-hk/policy-advocacy-and-research/research-reports/2024-1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actSheet/6_Guidance_on_Breastfeeding_in_Employment_and_Related_Sectors_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FactSheet/8_Leaflet_on_Breastfeeding_Discrimination_in_the_Workplace_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