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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平等路上的里程碑—專訪平機會主席鄧爾邦 
 
 

專題 
 

 
平等路上的里程碑— 

專訪平機會主席鄧爾邦 
 
 

 

鄧爾邦先生於上海出生，四十年代與家人

從內地遷到香港。當時世局動盪，人民生

活艱苦，物資短缺。那時候，多數家庭只

會讓家中男孩上學，殘疾人士大多困乏無

援，平等機會觀念幾乎並不存在。 

 

鄧爾邦青年時赴笈倫敦，接受法律訓練，

成為律師。作為年輕異鄉客，接觸遠方的

不同文化，他深切體會到少數族裔要實現

心中的理想，必需加倍努力。雖然時代不

斷變遷，社會日漸開明，然而鄧爾邦感覺

到，要社會進步，需做的事還有很多。 

 

藉此機會，我們與鄧爾邦暢談他在平機會

的經歷。 
 
 

 
 
 
 
 
 
 
 
 
 
 
 
 
 
 
 
 
 
 

 

  



 
 

1. 你將於明年一月退休，可否分享一下你在平機會工作的經驗？ 

過去五年是一段很充實的日子，我很珍惜與平機會委員和同事一起推廣平等機會訊息的機會。

我們全心全意致力提倡平等，積極為弱勢人士爭取權益，並就著不同的平等機會議題做了一

些相關的意見調查。回顧過去，我認為平機會在消除歧視方面已取得一些重要的進展。 

 

2. 在你任內，推動平等機會方面有甚麼重要發展？ 

於 2008 年 7 月制定、並於 2009 年 7 月 10 日全面生效的《種族歧視條例》可說是重要的里

程碑。現在，基於種族而受歧視、騷擾及中傷的人，終於有途徑討回公道。 

 

另一項重要發展，就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於 2008 年 8 月 31 日正式在中國生效，同

時適用於香港。平機會於公約草擬階段曾提出不少意見，也大力呼籲締約國早日批准公約。 

 

制定反歧視法例、實施平等機會政策和常規，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這亦有助帶動思維革新

及改變巿民對弱勢社群的看法。例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宣佈提供殘疾人士半價優惠，就是

邁向實現殘疾人士權利的重要一步。我們一直大力支持公共交通營運者為有殘疾的朋友提供

票價優惠，並多番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為落實票價優惠而所需的法例修訂經已完成，港鐵

的優惠亦因此將於日內生效。 
 
 

 

3. 平機會過去五年關注的社會議題主要有哪些方面？ 

我們處理過的重要議題都關乎性別歧視和殘疾歧視。 

 

我們展開了《無障礙通道設施正式調查》，查看不同機構在提供通道設施予殘疾人士時，有

否考慮到無障礙及平等機會的原則，這項重要的原則能減低殘疾人士面對的障礙。調查結果

及建議將有助改善殘疾人士的現況，使他們全面融入社會。 

 



 

為幫助社會人士消除「性別定型」觀念，平機會進行了《公眾對香港傳媒描述女性的手法的

意見調查》。現今的香港，一般決策仍是由男性作主導，這種「男主導」的思維延展至日常生

活，例如在消費市場、娛樂及大眾傳媒等。近年，香港媒體把女性描述為性對象，這趨勢令

人擔憂，進行此項意見調查有助我們剖析這新趨勢，調查結果亦可用於制訂日後的公眾教育

計劃。 

 

我們在防止性騷擾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性別歧視條例》最初只管制在性方面具敵意的「工

作環境」，現時條例已被修訂，同時制止在性方面具敵意的「校園環境」，以補塞漏洞。我們

更與大專院校合作，於 2007 年 8 月推出香港首個為學生而設的《防止校園性騷擾網上課程》。 
 

 
 

4. 有人認為平機會在社會公義及人權問題上做得不夠，你有甚麼回應？ 

今時今日，「對抗」似乎是爭取認同時常採用的方法，這亦反映了社會的普遍情緒，無怪乎

有些人士希望我們以較「激」的方式行事。但長遠而言，這方式是否最奏效，我有所存疑。

我認為先說服及勸導，待有需要時才考慮運用規管手法，如此則較為合適。 

 

人權組織視平機會為實現他們理念的倡導者，對我們有很高的期望是理所當然的。毋庸置疑

平機會在倡導人權方面肩負着重要的角色，但同時我們須明白，平機會畢竟是一法定機構，

法例清楚賦予我們權責，我們應該在這些職權範圍內消除歧視，同時要遵守工作程序規定，

不偏不倚地進行調查及調解。我們不能、也不應在過程中偏袒任何一方而使另一方受損，要

公平地處理個案，這是法定職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們作為監管機構公信力的基礎。 

 

一向以來平機會和眾決策者所面對的重大挑戰是要在保障弱勢社群基本權利，與維持主流社

會權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事實上平機會專注在法定職權範圍內發揮實際成果，情況較為理

想。 
 
 
 



 

 
 

5. 在平機會服務多年，什麼事令你最感滿足？ 

在平機會工作，最滿足的是能為捍衛弱勢社群出一分力，讓他們得到平等機會。實踐平等並

非易事，過程中要提高大眾的平等意識、改變定型觀念和固有態度，這需要很大的耐性、堅

持及奮鬥。在平機會歷屆委員及主席的努力之下，已大大改變了社會的行事方式和觀念，我

們也成功為不少受屈人士討回公道。 

 

過去多年，平機會的成績有目共睹，我們透過調解為遭受性別、殘疾及家庭崗位歧視的受害

者取得合共 3,200 萬元賠償；另外亦透過法律協助取得 2,500 萬元賠償（包括法庭判予受害

者的賠償及庭外和解）。誠然，金錢賠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因此而改變了一些歧

視性的行為和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僱主現已意識到平等機會是人力資源政策的要素，「平等機會之友會」自 2006

年成立以來，有越來越多僱主加入，共同推動平等機會。 

 

上述只是其中一些例子。每當見到受歧視的人能討回公道，又或社會上為弱勢社群維權而改

變了一些固有的政策或常規時，我便感到欣慰。 
 
6. 你對平機會的表現評價如何？對平機會的未來發展有何建議？ 

我認為平機會的工作是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2008 年進行的《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

顯示公眾滿意平機會的表現，而且有89%的受訪者對平機會的工作表示非常支持或頗為支持。 

 

但我們當然不應自滿，且更要努力不懈，以實現一個崇尚多元、和諧共融、沒有歧視、人人

同享平等機會的社會。為此，我們要透過更多公眾教育，加強廣大市民的平等機會意識。就

如我們推出的平機會 YouTube 頻道和各項宣傳廣告，就是要透過不同的新渠道去接觸大眾，

令平機會在各方面繼續贏取公眾的支持。 
 

  



 
 
 
 
 

 

 

 

 

 

 

鄧爾邦二三事 
 

 

 於上海出生，在香港度過童年及少年期  

 六十年代初在倫敦一律師事務所當見習律師，成為執業律師後於倫敦西區開設

辦事處，幫助當地華人社群  

 1973 年返港，其後開設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1996 年加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任首席律師  

 2000 年成為大律師 2001 年獲委任為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2005 年年初獲委任為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退休計劃：有更多餘暇，便可研讀中國文學和哲學，亦會繼續關注香港作為國

家一部份的整體發展 

 

 

 

 

 

 

  



平機會網頁「深思簡論」 
 

 

 

 

 

 

 

 

平機會網頁 

「深思簡論」 
 

 

 

 

在推動平等機會的工作中，會遇上一些引發思

考及討論的人和事。平等機會委員會透過「深思

簡論」這個網頁與各界人士分享我們的理念和

經歷。網頁包括了平等機會主流化及其他值得

反思的問題。 
 

 

 

有關我們就近期事件的看法：  

 

 促進種族平等—適當時候做適當的事 

 智障學童爭取平等教育機會的重要一仗 

 

 

 

 

 

 

 

 

 

 

 

 

 

 

 

 

 

 

  



有關《種族歧視條例》的常見問題 
 

 

 

 

 

 

 

 

 

 

 

 

 

 

 

 

 

 

 

 

 

 

 

1. 甚麼是《種族歧視條例》？ 

《種族歧視條例》於 2008 年 7 月制訂，目的是要保障所有人士不會因為他們的種族而遭受

歧視、騷擾和中傷。《種族歧視條例》已於 2009 年 7 月 10 日起全面生效。 
 

2. 何謂種族歧視？ 

一般而言，種族歧視是指基於他人的種族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種族歧視分為兩種︰直接

歧視及間接歧視。 
 

直接歧視 

在可比較的情況下，任何人因他人或其近親的種族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屬直接歧視。基

於某人的種族而將該人與其他人隔離亦屬直接歧視。例子：一名能說流利廣東話及取了中文

名字的巴基斯坦裔人士，透過電話申請做營業員職位，並獲邀面試。當他出席面試時，由於

他的外表顯示他是巴基斯坦裔，負責人訛稱已聘用了其他人而拒絕讓他面試。假如另一個不

是巴基斯坦裔的人沒有被拒絕面試，這便是基於種族而給予的較差待遇，是《種族歧視條例》

之下的違法行為。 
 

間接歧視 

假如向所有種族的人實施相同的要求（規則、政策、措施、準則或程序）或條件，而這些要

求或條件未能得到與種族無關的理據支持，但由於(i) 某種族群體能符合該要求或條件的人

數比例遠較其他種族群體的人數比例為少，及/或(ii) 一名屬於該種族群體的人士因未能符合

該要求或條件而受到不利的對待，則該要求或條件對一個特定群體有不公平影響，屬間接歧

視。例子：某食物包裝工廠以衛生和安全為由，一律不准僱員留鬍子。若資料顯示戴面罩便

可符合衛生與安全標準，有關要求或條件便沒有充份理由而間接歧視有蓄鬍子習俗的少數族

裔，如錫克教徒。  

平機會已經展開戶外廣告宣傳計劃，以推廣《種族歧視條例》及種族共融的訊息。 



 

使人受害的歧視 

若某人因另一人或第三者曾作出或有意作出、或懷疑其曾作出或有意作出受《種族歧視條例》

保障的行動，例如就種族歧視提出投訴、作出法律行動、就種族歧視投訴擔任證人或協助他

人作出以上行為，因而給予該人較差的待遇，屬使人受害的歧視。例子：若一名尼泊爾裔的

經理作出種族歧視投訴，指基於他的種族，其所得的全年花紅少於一名華裔經理。公司因為

他作出投訴而解僱他，這便可構成使人受害的歧視。  

 

3. 甚麼是種族騷擾？ 

如因某人或其近親的種族而向該人作出不受歡迎、謾罵、侮辱或令人反感的行為，以致令該

人感到受冒犯、羞辱或難堪，該種行為便是種族騷擾。例子：使用令某種族群體的人感到受

冒犯或無禮對待的稱呼，或與某種族群體的人對話時，基於其種族而使用貶低或冒犯的口吻，

都可能構成種族騷擾。 
 

4. 僱主可否因為我是菲律賓人，不能閱讀中文，而拒絕面試或向我提供其機構內的職位？ 

僱主不能只因為應徵者的種族而拒絕面試或提供職位。若僱主以不能閱讀中文為由而拒絕應

徵者，便需證明閱讀中文是該工作的合理要求，否則可能構成種族歧視。  
 

5. 服務提供者或教育機構可否因為我的種族而拒絕為我提供服務或設施？ 

服務提供者基於種族理由拒絕提供貨品、服務或設施，即屬違法。教育機構基於種族理由拒

絕錄取學生或開除該學生，亦屬違法。 
 

6. 我可否要求服務提供者或我的僱主在提供資料時，提供我所使用的語言版本？ 

法律並無規定服務提供者或僱主需把資料翻譯成少數族裔語言。然而，為了促進種族和諧，

若顧客/僱員來自非華語群體並可能需要翻譯某些必需的資料（例如與健康及安全有關的資

料），服務提供者和僱主也應設立有效的溝通渠道並平等對待所有人。 
 

 

  



文化通識 
 
 

 
 
  



性別歧視個案：懷孕何罪？ 
 

性別歧視個案 

 

 
 

懷孕何罪？ 
 
 
投訴內容 

陳女士在一家製造業公司擔任經理超過十二年，與每位同事的

關係都很好，任內與管理層也一直合作愉快，但她在放完產假

復工後，卻被公司解僱。 

 
 

她質問僱主為何解僱她，對方表示因為經濟不景才把她解僱，與她懷孕無關。陳女士十分

氣憤，她記起懷孕時僱主曾說她看起來像一頭豬，故認為是由於懷孕才被解僱。  

 

儘管陳女士感到不快，但仍向公司提出如純粹因經濟不景而把她解僱，她願意減薪留職，

可是遭僱主拒絕。有同事甚至表示願意辭職，好讓陳女士接替其職位，但同樣不獲接納。

兩個建議都被拒後，再有另一位同事又建議公司把所有員工的薪金一律調低，不過僱主亦

拒絕接受這項建議。 

 

於是，陳女士向平機會投訴，指公司對她作出懷孕歧視。  

 
 

平機會的行動 

 

接到投訴後，平機會的個案主任聯絡該公司，通知他們有關投訴的內容，及解釋在

《性別歧視條例》的僱傭範疇下，有關懷孕歧視的條文。雙方同意提早調解，公司
同意支付陳女士一年的薪金以作賠償，個案得以和解。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8 條，僱主如基於員工懷孕而給予她較差待遇或

把她解僱，即屬違法。解僱正在懷孕的僱員，是明目張膽的歧視，待僱員

/員工產假後復職才解僱，是一種較為不明顯的歧視行為。不過，若有證據

顯示某位員工要不是因為懷孕及放產假，就不會被辭退，則有關解僱亦可

能屬於違法，受影響的員工一樣可以作出投訴。 
 

 

 

  

法理依據 



無定型新人類 2009/10 
 

 
 
 

  



殘疾歧視個案：「輕工」的糾紛 
 

 

殘疾歧視個案 
 
 
 
 
 
 

「輕工」的糾紛 
 
 
 

投訴內容 

 

劉先生在一家食品包裝公司擔任生產線包裝員幾達十年之久。他因嚴重背痛請了數星期病假，

病後復工時，向上司遞交了醫生證明書，醫生建議他只做一些較為「輕省的工作」，或對體力要

求不高的職務。不過，上司沒有理會醫生的忠告，要劉先生繼續做原來的工作，令劉先生再病倒

了幾天。一個月後，他被編派至另一條生產線，但仍是做類似的工作。他更發現新生產線包裝的

物品更重，對體力要求更高。 
 

有一天，劉先生與上司因工作程序起爭執，公司其後向劉先生發出警告信，指他對上司態

度惡劣。他因不同意信中的內容而拒絕簽收警告信。幾日後，在沒有事先通知又沒有解釋

的情況下，劉先生被調至夜更工作。  

 

劉先生感到不快，認為受到歧視，因為 (1)儘管他已提交了醫生證明書，公司卻無視他提出

輕工安排的要求、(2)又向他發警告信，指他對上司態度惡劣和(3)把他調至夜更工作。劉

先生已不能忍受這樣的工作環境，於是毅然辭職。  

 

劉先生及後向平機會投訴，指其公司基於他的殘疾而歧視他。 
 

 

平機會的行動 

 

收到投訴後，平機會的個案主任對事件作出調查。公司解釋，為劉先生提供輕工安排需時，

所以未能即時作出配合，至於把劉先生調到夜更，是因為他經驗豐富，能指導新員工。 

 

雖然劉先生與公司未能就一些問題達成共識，但雙方善用調解機制解決糾紛。公司同意支

付劉先生一筆超過其年薪的金額作為賠償，個案得以和解。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 6(a)條，僱主歧視有殘疾或病患的僱員，令他們遭受較差對

待，即屬違法。在本個案中，除非僱主能證明提供「遷就」予該名僱員，會對公司造

成不合情理的困難，否則僱主如未能提供合適的安排，則可視為使員工遭受不利。合

理的遷就指對某項工作、僱用常規、或工作環境作出改動或調整，以便殘疾人士可以

享有平等的工作機會。為實施良好管理，公司宜先與員工溝通，清楚說明調職或轉換

更次的原因，以免造成誤會。 
 
 
 
 

  

法理依據 



社區資源及活動 
 
 

  



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 
 
 

 
 
 
 
 
 
 
 
 
 
 
 
 
 
 
 
 
 
 
 

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 
 
電台節目「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自 2006 年 5 月起啟播，在平機會的協調下，主持人

李志剛訪問過接近二百位來自不同團體及族裔的嘉賓。三年來不斷宣揚平等訊息，原來這

位「ＤＪ先生」也曾因為長得像外國人而受到「不一樣」的對待！ 

 

 

不一樣的趣事 

 

媽媽是中英混血兒，有四分一西方血統的李志剛兒時也曾

因外貌與眾不同而被冠以「花名」。「年少時我的頭髮很

淺色，總被誤會是外國人，一班朋友逛街，都被警察查身

分證，而我每次都能倖免！」他笑說不知這是好是壞，但

深感近年的社會風氣改善了，很多人都懂得尊重殘疾及不

同族裔的人士。 
 

 

齊聽少數族群發聲 
 

李志剛說：「社會上有些少數族群平日沒什麼機會公開表

達自己的意見，這節目正好給予他們一個發聲的機會，亦

有助消除某些人對他們的誤解。記得曾訪問一位巴基斯坦

裔男士，他不但憑努力成為了香港大學博士生，更成立學

生會幫助族群中的其他同學。」他也很高興認識到一位樂



於聘用視障人士的美容院老闆，他說：「主持這個平機會環節真是每周都有驚喜，因

為每次都可認識不同界別的朋友。」的確有很多嘉賓在接受訪問後和他成了朋友，一

位自閉症學童的家長，至今仍與他保持聯絡，又有失明人士團體邀請他為歌唱比賽擔

任評判。 
 

 

李志剛眼中的「彩虹」 
 

李志剛最希望能透過節目加強大眾對平等機會的支持，並認為多元共融的社會，應該

像彩虹一樣，融合不同種族、不同身分的人，合力展現燦爛色彩。  
 

網址： 

http://www.eoc.org.hk/eoc/otherproject/chi/color/youthcorner/programm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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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 
 
 
 

美國 
 

電話短訊求救 
 

美國愛荷華州某郡的一所 911 緊急求救熱線中心，現已接受電話訊息的求救。中心

認為新服務能讓有聽障和語言障礙的人士、及被綁架的受害者更容易向他們求救。中

心亦希望能更快捷地向罪案受害人提供協助。 . 
 
 
 
 
 
 
 
 
 
 
 
 
 
 
 
 

 

參考資料：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 php?storyId=111748618 
 
 
 
 

日本 
 

機械套裝大大增加活動功能 
 

日本一家機械公司為行動不便人士研發了一套復康套裝，這

套混合式輔助肢體裝置（Hybrid Assistive Limb, HAL）由機

械肢體及裝有電磁和電腦系統的背包組成。HAL 能將大腦發

出的訊號傳至套在大腿及膝部的支架，令肢體無力人士在機

械輔助下行動自如，例如從座位站起來、步行和爬樓梯等。 
 
 
 
 
 

參考資料： 
http://www.cyberdyne.jp/English/robotsuith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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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協助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 

 
 

南韓勞工部正推行積極措施，協助女性投入勞動力市場。在新

措施下，僱主凡復聘之前因懷孕、分娩及育兒而離職的婦女，

或聘請已在勞工部公開求職系統中登記為用戶的女求職者，

都可獲得津貼。 
 
 
 
 
 

參考資料： 
http://www.molab.go.kr/english/Employment/Equal_Expansion.jsp 

 
 
 
 
 
 

加拿大 
 
 

禁絕種族歧視行為 

 
加拿大聯邦法院下令國務部對一名歐及布威族印第安裔

（Ojibway）女職員所受到的感情損害作出書面道歉和金錢

賠償。該名女職員多年來一直受種族騷擾，最後更被辭退。

法院指出，受屈人在工作期間受到基於她的族裔而作出的誹

謗、玩笑及偏見對待，國務部在收到這項種族騷擾的投訴後

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參考資料： 
http://www.chrc-ccdp.ca/publications/anti_discrimination_case-e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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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生活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