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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會）於 2005 年加強了與公私營界別及社區組織的接觸，並透過彼此緊密的

策略性關係，共同努力消除歧視。平等機會主流化的一個指標，就是與各界攜手倡議消除歧視。 

 

投訴個案增加 

 

委員會在 2005 年度的工作非常繁忙，收到有關三條反歧視條例的投訴由 2004 年的 595 宗增至

2005 年的 701 宗，增幅達 18%。 

 

有關《殘疾歧視條例》的投訴大幅增加 26%至 454 宗，2004 年同期的數字為 360 宗；《性別歧

視條例》的投訴數字為 223 宗，與 2004 年的 214 宗相若；《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投訴則上升

14%至 24 宗，2004 年同期的數字為 21 宗。 

 

在處理投訴的時候，委員會致力協助投訴人及答辯人達成和解。2005 年的調解成功率為 66%，比

較 2004 年的 61%及 2003 年的 53%為高。 
 
 
 
 
 
 
 
 
 
 
 
 
 
 
 
 
 
 
 

查詢數字 
 

除了接受巿民的投訴外，委員會繼續致力為巿民服務，解答大眾對各種歧視問題的查詢。委員會在

今年收到的查詢數字大幅增加一倍，達 26,679 宗，2004 年數字為 12,401，數字大幅上升的原因

是委員會收到 12,585 宗查詢及書面表達對性傾向歧視的意見。 
 
 
 
 
 
 
 
 



 
 
 
 
 
 
 
 
 
 
 
 
 
 
 
 
 
 
 
 

投訴的主要原因：解僱 
 

雖然香港去年的經濟經已復甦，但不少懷孕員工及弱勢社群仍需面對職位不保的問題，解僱再次成

為投訴的主要原因。關於這方面的投訴由 2004 年的 207 宗上升 23%至 2005 年的 255 宗，其中

59 宗個案是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中懷孕歧視而提出，而另外的 175 宗因殘疾歧視所引起的解僱

個案中，70 宗與工傷及病假有關。大部份解僱個案都是發生於服務及樓宇管理的行業。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而提出的投訴重點 
 

工傷及病假有關的投訴 
 

在 2005 年，與工傷有關的投訴增加至 61 宗，去年同期的數字為 27 宗；而與病假有關的投訴亦

由 2004 年的 27 宗大幅增加至 2005 年的 61 宗。工傷與病假投訴個案大幅上升，顯示僱員更為明

白《殘疾歧視條例》賦予他們的權利及保障。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如基於員工的殘疾而歧視那

位員工，即屬違法。假如員工因為工傷而需要一段較長時間的病假，除非有關遷就會給僱主帶來不

合情理的困難，否則僱主必須考慮提供遷就或合理的安排。 
 
 
 
 
 
 
 
 
 
 
 
 



委員會主動作出的調查 
 

委員會亦會就第三者、或不想參與調查或調解的受屈人士所面對的歧視問題採取行動。在這情況下，

委員會會聯絡有關機構，就事件作出調查，向他們解釋法例的要求和建議他們作出相關的修正。 

 

在本年度，委員會收到 54 宗有關殘疾歧視的主動調查個案，而當中大部份個案與建築物及通道的

易達性有關。這類個案由 2004 年的 13 宗大幅增加 3 倍至 2005 年的 54 宗。通道及處所的易達

問題，仍然是殘疾人士的一大障礙。委員會強調一個暢通無阻的環境，均能使有殘疾及沒有殘疾人

士享有平等機會，發揮所長。委員會在去年處理了 55 宗同類個案，當中超過 40 宗個案的情況得

以改善。委員會將繼續與復康團體、社區組織、交通工具營運商及政府部門共同努力，改善處所及

通道的易達性問題。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而提出的投訴重點 
 

委員會 2005 年收到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作出的投訴為 223 宗，與 2004 年的 214 宗相若，投

訴的種類相近。 

 

大部份的性別歧視投訴個案涉及懷孕歧視及性騷擾。一如以往，懷孕歧視個案依然高踞投訴個案之

首，達 79 宗，佔投訴調查 38%，而 2004 年的數字為 80 宗。委員會的調查顯示懷孕婦女仍受到

不公平的解僱，被剝奪晉升機會及其他福利。由此可見，僱主對女性員工的懷孕歧視情況依然嚴重。 

 

第二位的投訴類別為性騷擾，達 60 宗投訴，佔投訴調查 29%，工作間性騷擾的問題仍十分普遍。 
 
 
 
 
 
 
 
 
 
 
 
 
 
 
 
 
 
 
 
 
 
 
 
 
 

  



 
 

法律協助 

 

倘若調解不成功，投訴人可向委員會申請法律協助。委員會將會根據個案是否涉及原則問題，是否

關乎公眾利益及個案會否帶來一個先例，或是否需要澄清法律觀點，而決定會否給予法律協助。去

年，委員會給予法律協助的個案達 19 宗，而庭外和解的個案則為 14 宗。 

 

未來方向 

 

政府擬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對香港來說是重要的一步。我們預計將會肩負起執行這新法例的責任，

故正擬備行動計劃，務求在新例制訂之後，協助所有相關人士明瞭及遵守法例。 
 

  



2004/05 年報可供索閱 
 

2004/05 年報可供索閱 
 

 

 
 
 
 
 
 
 
 
 
 
 
 
 
 
 
 

 

  

最新的委員會年報經已出版，當中回顧了委員會

在 2004/05 年度的工作，歡迎巿民索閱。 
 
電話：2511-8211 



平等機會 融入社群 

 
 

平等機會 融入社群 

 
 
 
 
 
 
 
 
 
 
 
 
 
 
 
 
 
 
 
 
 
 
 
 
 
 
 
 
 
 
 
 
 

（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活動） 

 
 

  

受到「形相軸」互動劇的啟發，學生紛紛表達對傳統家庭中兩性角色的意見。 

藝術共享—基督教靈實協會的一班聽障義工

為大家落力表演默劇。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招募了一群少年義

工，合力製作壁畫，宣揚尊重人權、關心弱

勢社群的訊息。 



開闢新路向 

開闢新路向 

 

今時今日，女性新聞工作者為數甚多，不過，新聞界的高層卻仍以男性為主導。

2005 年，馮惠儀在香港報界創造了兩個第一：她被擢升為《南華早報》的第一

位華人總編輯，也是第一位女性出任此職。在南華早報逾百年的歷史中，之

前從來未有華人或女性執掌過總編輯的重要職務。外人總覺得，中國人在英

文報章的晉升受到限制，但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馮惠儀，卻開創了嶄新局面。 
 
 

夢想做 DJ 
 

和其他九位嘉賓導師一樣，馮惠儀在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辦的「無定型新人類」

活動中，向眾多的中學生講述了她自己衝破障礙、實現理想的

經歷，並勉勵學生要好好把握各種機遇。 

 

八十年代初期，馮惠儀還是中學生。雖然在英文中學唸書，對英

語卻不感興趣，也極少看英文書和報紙；不過，和那年代許多中

學生一樣，馮惠儀喜歡收聽電台節目，特別愛聽英文歌曲。

和其他學生不同的是，她不單讓電台節目佔據了她的閒暇

時間，她更主動向電台叩門，自薦做 DJ（音樂節目主持

人）。那是 1984 年，她剛完成中七課程。在等待大學公

布收生結果的時候，她獲悉電台當時不聘請 DJ，於是性

格樂天又好奇心重的馮惠儀，改為向電台新聞部申請做見習記者。雖然她沒

有經驗，但卻獲得垂青，成為當時商業電台英文新聞部唯一的華人記者。 

 
 

 

不變的熱誠 
 

廿一年的傳媒生涯並沒有讓馮惠儀疲倦，相反，她臉上依然

煥發著活力的光彩。很明顯地，她熱愛新聞行業。 

 

由商業電台、亞洲電視英文台、有線電視、英文虎報，到南華

早報，馮惠儀由小記者晉升為總編輯；期間，她曾被公司派

往英國廣播公司（BBC）接受新聞訓練，還在馬不停蹄的傳媒

生涯中抽時間完成英國威爾斯大學的新聞學碩士學位。有行

內人讚她年輕有為，又說她憑藉的是一團「火」，所指的應是

她對新聞工作的熱愛。雖然幾乎全年無休，每天工作十四小

時，她卻樂在其中。她對參加「無定型新人類」計劃的學生說起有趣的新聞題材，禁不住有點眉飛

色舞。 

 

但提到自己入行早期被派往北京採訪，一時鬆懈和其他記者整日遊長城而錯過了第一時間報導港

督尤德在北京病逝的新聞，她的語氣還帶著遺憾。這件事讓她學懂了凡事不可掉以輕心，必須緊守

崗位。她沒有粉飾那次失誤，反而特別把這經驗和學生分享，希望他們汲取經驗。 
 
  



 

兩性應平等 
 

初入行的時候，家人曾勸她不要做記者，認為這行業對女性

來說太辛苦。但工作帶給她的滿足感讓她越做越起勁。有幾

年她在電視台工作，出差時也需要幫攝影師提著沉重的拍攝

器材，這是對體能的挑戰，但遠遠比不上有時需面對災場的

難受。有一次去到泰國採訪空難，明知醫院內滿佈屍體，她

仍然硬著頭皮和攝影師一起入內拍攝。她沒有因為自己是女

性就自覺嬌弱，她認為應該和男同事平起平坐。她的硬朗，

讓她贏得同事的信賴，合作也更暢順。 

 

 

身為總編輯，她在分配工作時一貫採取平等機會原則。「如果

有環境因素，像是到境外的災區，我也會考慮女記者是否沒那

麼方便，因為在住宿及去洗手間方面都會遇到較多困難。但實

際上，男女都會獲派這類工作。」馮惠儀說：「不過，若是頭

條新聞，就不會有性別考慮，必然是視乎記者的能力而分配。」 

 

被問及報界總編輯以男性為主，她如何解讀時，馮惠儀說這現

象的其中一個成因可能是因為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中往往會選

擇家庭和兒女，而報界從業員往往要工作至凌晨，甚至早上

三、四時，兩難之間需作取捨，因此，會限制了部份女性在行業的發展。 

 
 

路上風光好 
 

南華早報內有些老臣子效力逾三十年，馮惠儀在該報由副總

編輯做起，至今仍不足兩年。要得到大家信服，全憑努力和

誠意。她很注重和同事的溝通，更相信必須與大家共同進退，

才能建立一支強勁的團隊。南華早報的同事來自世界各地不

同背景，更要多溝通，多了解別人的觀點，才能打破文化差

異，達成共識。這種接納不同文化、求同存異的態度，符合了

平等機會的精神。 

 

 

新聞這條路，原來並不是馮惠儀的第一選擇。只是因為當時 DJ 的門給關上了，她才踏上新聞之路，

沒想到，沿途風光令她目不暇給，再也捨不得離開。她以自己的經歷勸勉年輕人：「那時我的高級

程度會考成績不太理想，又不能做自己喜歡的 DJ 工作，令我頗為沮喪。但其實這個世界很大，我

們不應留在小胡同或個人的黑洞之中。」她寄語年輕人好好充實自己，並記緊不要放棄任何機會。 

 

馮惠儀是平等機會委員會舉辦的「無定型新人類 2005」師友計劃的十位嘉賓導師之一。欲重溫各

位嘉賓導師的分享精華，請瀏覽委員會網站 http://www.eoc.org.hk。 
 

  



殘疾歧視個案 

 

殘疾歧視個案 
 
 
 
 
 
 
 
 
 
 
 
 

投訴內容 
 

文高是一名輪椅使用者，為避免在銀行櫃檯前排隊，他喜歡

使用存摺自動補印機查詢結餘，但他每次前往鄰近的那間銀

行，都猶如一場艱辛的戰役。 

 

存摺自動補印機並不設於銀行內的自動櫃員機中心，而是處

於商場主要入口的電梯旁。文高投訴：「商場的入口，有一

梯級約數英吋高，而自動補印機前又有另一梯級。我曾嘗試

經銀行進入商場，但通道卻被一道玻璃屏風阻擋著。」 

 

「要使用這些自動服務可謂障礙重重。相信有許多輪椅使用者像我一樣，每次使用這存摺自動補印

機時，均感到十分無奈。」 
 
 
委員會的行動 
 
文高委託了一復康機構，代表他向委員會提出對銀行的投訴。銀行收到委員

會的通知信後，選擇以提早調解的方式解決問題。 

 

銀行同意將存摺自動補印機移至位於分行內的自動櫃員機中心旁，並答應

拆掉那阻擋通道的玻璃屏風。有關改動令殘疾人士使用銀行自動服務

時更為方便。此外，銀行亦就此事向文高作出書面道歉。 
 
 
法理依據 
 
《殘疾歧視條例》規定，若在提供進出處所的方法上歧視殘疾人士，即屬違法。在考慮公眾地方的

設施或裝置時，應顧及到某些設計及佈局可能會妨礙輪椅使用者進出。無障礙的環境是幫助殘疾人

士過獨立生活的重要因素。 
  



家庭崗位歧視個案 

 

家庭崗位歧視個案 
 
 
 
 
 
 
 
 
 
 
 
 
 
 
 
 

投訴內容 
 

珍瑜申請了某社區團體舉辦的秘書課程，並得到面試機會。珍瑜說：「起初，

接見我的陳小姐熱情主動，不斷向我解釋課程內容，但當她知道我的家庭

背景後，態度驟變。」 

 

「我是全職家庭主婦，有兩名孩子。現在孩子長大了些，我希望能好好裝

備自己，重投工作。但陳小姐說，大部份僱主都會選擇聘用沒有小孩的應

徵者，這令我十分氣餒。雖然我已向她表明，我一找到工作便會安排小孩

到日間托兒所；但她還是拒絕了我的申請。她更進一步建議我轉讀家務助理

課程。」 

 

珍瑜感到自已因要肩負家庭責任（即照顧兩名小孩）而遭到歧視，因此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投訴。 
 

 

委員會的行動 
 

委員會的調查主任接到珍瑜的投訴後，便聯絡答辯機構，向該社區中心負責

人解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中有關貨品、設施及服務提供的條文。投訴

人及答辯機構雙方均同意提早調解，平息糾紛。 

 

社區中心負責人同意向珍瑜發出道歉信，並承諾下次收生時，不會把申請

者的家庭責任作為考慮因素。他亦同意定期為中心員工提供有關平等機

會法例的培訓。 

 
 

  



法理依據 
 
 

根據《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凡社區團體、酒店、戲院、餐廳或零售店等在提供

貨品、設施及服務時，若歧視任何有家庭崗位的人，即屬違法。家庭崗位是指

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責任；而直系家庭成員是指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

親而與某人產生關係的人。因此，在這個案中，社區團體不應因為珍瑜負有

家庭責任而拒絕她申請報讀秘書課程。 
  



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 
 
 
州立公園更易達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殘疾

人士到 278 個州立公園使

用步行徑和設施將更為方

便，這個耗資約一億美元的

改善工程將於未來 11 年逐

步完成。日後輪椅使用者可

直達營地和遠足徑，一些導賞團更將提供手

語傳譯服務。 

 

加州殘疾人權益會與加州失明人議會於

1998 年和 1999 年先後提出兩宗集體訴訟，

控告州立公園及康樂部門違反《1990 年美國

殘疾人法案》。建議的改善工程就是兩宗訴

訟的和解條款。改善工程會由外間專門處理

殘疾人士通道問題的專家監察，並由聯邦法

院強制執行。 
 

資料來源： 
http://www.signosandiego.com/news/state/2005
0713-9999-1n13parks.html 
 
 

 代聽障人士說話的手套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的學生

成功研製出一隻電子手套，可

把手語轉化為話音或文字。 

 

聽障人士只需戴上那內置感

應器的緊身手套，就能把手語化

成聲音，讓旁人明白他的說話。

反之，手套亦可把話音轉化為文

字，讓聽障人士透過袋裝電子手

帳閱讀有關內容。 

 

這項新發明能令健聽和聽障人士既快捷又方便

地溝通。 
 

資料來源： 
http://it.asia1.com.sg/newsdaily/news001_200511
10.html 
 

帶女兒上班 
 

瑞士有超過 20,000 名女生跟

隨父親或母親上班一天。 

 

在瑞士舉行的第五屆全國「帶

女兒上班日」，目的是消除女

孩子對職業的偏見，同時擴闊她們對各行各

業的眼界。瑞士的就業市場仍頗為單一化，

四名女孩中有三名會選擇從事教育、護理或

銷售工作。這一年一度的盛事有助女生選擇

自己的職業路向，引發她們思考前途問題，

及如何達致成功。另一方面，為人父母者亦

可向同事展示當父母的角色，有助大家了解

既為僱員又為家長的多重責任。 
 

資料來源： 
http://www.swissinfo.org/sen/swissinfo.html?si
teSect=107&sid=6226716&cKey=1131550956
000 

 「停止以暴力對待婦女」藝術品 
 

國際特赦組織展出從世界各地搜羅的當代藝術

作品，目的是要大眾反思「以暴力對待婦女」對

生命的影響。籌辦者亦邀請參觀者一同展出他

們透過詩歌、圖畫、文字等表達「一個沒有暴力

對待婦女的世界」的作品。英國最近一項調查發

現，英國人對「以暴力對待婦女」一事的容忍度

非常高，約三分一人認為，在若干情況下，例如

女人嘮叨不休，即使打女人也不算得甚麼；而被

強姦的婦女自己也應負上責任。 

 

資料來源： 
http://www.amnesty.org.uk/svaw/ 
 

 

http://www.signosandiego.com/news/state/20050713-9999-1n13parks.html
http://www.signosandiego.com/news/state/20050713-9999-1n13parks.html
http://it.asia1.com.sg/newsdaily/news001_20051110.html
http://it.asia1.com.sg/newsdaily/news001_20051110.html
http://www.swissinfo.org/sen/swissinfo.html?siteSect=107&sid=6226716&cKey=1131550956000
http://www.swissinfo.org/sen/swissinfo.html?siteSect=107&sid=6226716&cKey=1131550956000
http://www.swissinfo.org/sen/swissinfo.html?siteSect=107&sid=6226716&cKey=1131550956000
http://www.amnesty.org.uk/svaw/


社區活動巡禮 
 

 
 
 
  



免費訂閱委員會通訊 

 

免費訂閱委員會通訊 

 

 

委員會衷心感激回覆了委員會通訊問卷的讀者。您的意見非常寶貴，對委員會亦極具鼓舞作用。委

員會將繼續精益求精，務求令《通訊》更能切合讀者的需求，歡迎各讀者隨時向我們反映意見。 

 

 

 

 

 

 

 

 

 

 

 

如欲免費訂閱委員會通訊，請與我們聯絡。 
 

網址：http://www.eoc.org.hk 

電郵：eoc@eoc.org.hk 

傳真：2877 7600 

  

http://www.eoc.org.hk/


搬遷啟示 

 

搬遷啟示 

 

 

由 2006 年 4 月起，平等機會委員會辦公室將遷往： 

 

香港太古城太古灣道 14 號太古城中心三座 19 樓 

 

網址、電話及傳真號碼維持不變： 

 

電話：(852) 2511-8211 

傳真：(852) 2511-8142 

網址：http://www.eoc.org.hk 

  



平等機會夥伴 

 

平等機會夥伴 

 

 

 

 

 

 

 

 

 

 

 

 

 

 

 

 

 

 

 

 

 

 

 

 

 

 

 

 

 

 

 

 

 

 

 

 

 

患有腦癱症的廖東梅（本期封面畫家）剛獲選為

「2005 十大傑出青年」，她與平等機會委員會

主席鄧爾邦先生、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

醫生、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張黃楚沙女士、其朋

友及家人分享得獎的喜悅。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鄧爾邦先生在澳門婦女聯

合總會主辦的研討會上，介紹了香港的《家庭

崗位歧視條例》。鄧爾邦先生在發言前，從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主席顧秀蓮女士手中接過紀念品。 

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事務科總平等機會主任束健銘先生（左一）為香港電台舉

辦的「性與法律研討會」擔任講者。是次研討會吸引了過百名青少年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