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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豈能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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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能漠不關心? 
 

很多事，我們習以為常，視作等閒。例如，由居所暢順地回到辦公室、乘坐巴士或港鐵時準

確掌握時間，或出入食肆輕鬆用膳。這些簡單的日常活動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似屬理所當

然的。 

 
 
 
 
 
 
 
 
 
 
 
 
 
 
 
 

但試想像你需要使用輪椅，或因傷要用柺杖走路；試想像你正要進入某大廈，卻發現門外的

梯級令你無法前行。試想像你要苦候一小時才可登上一輛配備低地台供輪椅使用者的巴士。

試想像你在沒有升降機的地鐵站，要扶著柺杖攀三十多級樓梯。試想像食肆為了阻擋雨水而

將入口升高一級、又或者因為走廊太窄，輪椅無法通過，令你無法到酒樓餐廳與良朋共聚。 

 

上述種種，是殘疾人士日常的掙扎，也令香港無法成為真正友善和睦的城市。 

 

這既是我們對待殘疾人士的方式，那香港還配稱為世界級都會嗎？若你認為這些困難與你並

不相關，請再想一想—殘疾與健全之間其實並無必然的分界，殘疾人士所面對的問題，實際

上也影響我們每個人。也許你需要照顧年邁的雙親，或者你是使用嬰兒車的母親，即或不然，

眾人皆無法避免他日年事漸高、終有一天可能需要協助。我們現在視作等閑的日常活動，如

坐巴士或上酒樓，有朝一日若皆變成艱巨的「工程」，確是令人沮喪。我們當中，不少人可能

在將來也會行動不那麼自如，難道不希望其時會有些設施令我們活得輕鬆一點？ 

 

「通用設計」已是國際認可的無障礙設計概念，我們應加以採納，建構一個人人可自由往來、

友善和睦的世界。從經濟角度看，改善通道設施，令殘疾人士可更充分地參與市場活動，可

帶來更大商機和整體經濟效益。一位坐輪椅的朋友說過：「若建築物和道路設施改善，我們

便有更多就業機會，對政府援助的依賴也可因此減輕。」 

  



 

政府有責任領導這項重要工作，確保社會上人人得享無障礙的通道和設施，所以，政府應該

做得更多。今年六月，平機會公布了「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的結

果。平機會巡查了六十處政府物業，發現這些物業在提供無障礙設施方面遠遠未達理想。此

外，儘管平機會十年前已提出有關問題，但在上次立法會補選時，仍有 15%的選舉票站是殘

疾人士無法到達和使用的。 
 
 
 
 
 
 
 
 
 
 
 
 
 
 
 
 
 
 
 
 

政府怎樣才能糾正這些情況呢？平機會上述《正式調查報告》已就政策與執行方面提出建議，

不過，我還希望在此強調兩點。 

 

第一， 政策制定必須全面而不可零碎，並納入平等機會觀念作主要考慮。政府在制定政策時

必須參照殘疾人士的需要，及以建構共融的社會為目標。 

 

第二， 我們需要改變思維模式。很多時候，無障礙設施的不足，是源於涉事人員的漠不關心，

未能推己及人的心態。然而，無障礙議題其實與所有人息息相關，我們不應只着眼於跟前較

易處理之事，而應放眼將來，為眾人將來可能需要的援助作充份的準備。我們當下就應開始

採取通用設計，並視之為不可或缺、可令人人受惠的重要安排。 

 

香港人普遍期望政府能認真地把香港打造為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為了不負眾望，政府須盡快

採取行動，優先解決無障礙通道及設施的問題。政府應樹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榜樣，讓我們知

道，政府確實心繫社羣，了解我們的需要。 

 

要達致全城無障礙，亦有賴私營機構積極參與，一起實踐我們的願景，齊心携手建立一個文

明共融的社會。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林煥光 
 

 平機會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告 

 平機會《無障礙生活》網頁（涵蓋不同範圍的無障礙問題） 

 
http://www.eoc.org.hk 

 

  

常見障礙：店舖的主要入口只有梯級 共融有法：加設斜道及扶手 

http://eocintranet/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investigation/list.aspx?itemid=8834&investigationname=4
http://eocintranet/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Barrier-free%20Life
http://www.eoc.org.hk/


平等機會委員會工作一覽 
 

 

  



 

 

  



 

 

  



 

  



國際網絡 
 

國際網絡 
 
 

香港 
 

新鈔點字助視障者分辨面值 

 

本港推出的 2010 香港新鈔票系列，新鈔正面加有手感線，左下方亦加有點字識別鈔票面

額，受到視障人士歡迎。新鈔共有五種面額，由 20 元至 1000 元不等。此外，新推出的量

鈔器能以鈔票的不同長度辨別面額大小，並將透過服務視障人士的機構免費派發。 

 

使用量鈔器的查詢熱線：28788604 

 
 
 
 
 
 
 
 
 
 
 
 
 
 

參考資料： 
http://info.gov.hk/hkma/eng/press/2010/20100720e4.htm 
 
 
 
 

美國 
 

美國寬頻藍圖惠及全國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最近發表一份全面寬頻發展計劃，希望把

寬頻上網科技推及至每戶，包括殘疾人士家中。現時美國大部

份殘疾人士都未能於家中享用寬頻上網服務，委員會旨在透過

提供寬頻科技，推廣無障礙設計的應用，例如字幕、語音辨識

及讀屏等。計劃建議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以促進殘疾

人士使用寬頻，並確保政府遵守《復康條例》等相關法例。計

劃並建議設立論壇，鼓勵用家、製造商及服務供應商等不同持

分者，分享最佳措施以及無障礙發展方案。 
 
 
 
 

參考資料： 
http://www.access-board.gov/news/AccessCurrents/Mar-Apr10.htm#fcc 

 

  

鳴謝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相片 

內容由香港建築師學會提供 

http://info.gov.hk/hkma/eng/press/2010/20100720e4.htm
http://www.access-board.gov/news/AccessCurrents/Mar-Apr10.htm#fcc


最新法庭判決：性騷擾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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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 

 

區域法院於 2010 年 8 月 23 日判一名遭受性騷擾及性別

歧視的女僱員獲發賠償。法院下令被告人需向原告人支付

港幣 197,039 元，當中包括感情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

償及收入損失。原告人獲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提供

法律協助。 

 
 

 

個案詳情 

 

原告人 L 於 2007 年 8 月出席面試，由被告，亦即公司的最高級職員負責主考。面試後，

被告向 L 發出三個涉及性的電話短訊，但 L 沒有理會。L 隨後獲聘用，於 2007 年 9 月開

始上班。在她正式上班前及受聘期間，被告人連番向 L 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和涉及性的

不受歡迎行為，包括邀請她出外晚餐及共飲、說話時隱含與性有關的意思、輕掃她的胸部、

將手放在自己的私處同時色迷迷地看著她，並說想發生性行為。 

 

L 拒絕了被告的所有要求。由於她感到被冒犯，故開始避免接觸被告人（即她的上司）。

此後被告人對 L 的態度有變，L 於 2007 年 10 月遭解僱。L 於是向平機會投訴，經調查後，

平機會嘗試展開調解程序以解決問題。L 要求被告人書面道歉及作金錢賠償，但被告人只

答應書面道歉，卻一直沒有向 L 發出道歉信。L 於是向被告人再建議，若不給她賠償，可

捐款（金額較法庭裁定的為低）予慈善機構以示歉意，但被告人仍然拒絕。L 遂向平機會

申請法律協助，將案件提上法庭，申請獲平機會接納。 

 

雖然被告人曾在解僱信中批評 L 的工作表現，然而，有關指稱並無證據支持，而 L 被解僱

前也未收過任何書面警告。法庭裁定，原告人遭受解僱是拒絕上司性要求的直接結果，這

明顯是性騷擾案件。 

 

在一般情況下，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有關行為，被告人所屬公司對其僱員受僱期間所

做的行為亦須負上轉承責任。 
 

結論 

 

法庭的裁定清楚表明，《性別歧視條例》保障所有僱員不受性騷擾。《性別歧視條例》的

保障亦包括正式受聘前的招聘階段。為防止在工作場所中發生涉及性而不受歡迎的行徑，

僱主及人力資源從業員應採取實際可行的措施。  



《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修訂版的最新進展 
 
 
 

《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修訂版的最新進展 
 
 

 
 
 

平機會衷心感謝眾多曾就上述實務守則草擬本提出寶貴意見

的各界人士。守則解釋《殘疾歧視條例》如何在僱傭範疇上保

障市民免受殘疾歧視，平機會共收到 46 份書面意見。我們於

今年 4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守則諮詢期間為公眾及相關持份者

舉行了共 23 場簡介會，並收集了不少意見。諮詢期內我們提

供了無障礙交通服務、手語傳譯、實務守則的點字版和語音版、

以及不同語言即時傳譯。除了中文及英文版外，實務守則亦翻

譯成六種少數族裔語文。我們會把市民提出的意見適當地納

入在守則的修訂本內，然後提交立法會作最後審議，並期望實

務守則於 2010 年底生效。 
 
 
 

 
 
 
  



性別歧視個案：裙褲分「歧」 

 

 性別歧視個案 

性別歧視個案 

 
 

裙褲分「歧」 
 
 
 
 
 
 
 
 
 
 
 
 
 
 
 
 

投訴內容 

 

X 小姐在某中學任職教師。新學年開始前的首次職員會議上，校長宣佈所有女教師均需穿連

衣裙或半身裙上班。 

 

X 老師首天回校穿了針織上衣和長褲，校長因而召見她，指她沒有按要求穿著連衣裙或半身

裙上班。校長其後同意，X 老師如不想穿裙，可選擇穿長褲套裝（即長褲配搭相襯的外套）。

儘管雙方有此共識，但 X 老師仍於不同場合因她並非穿裙而受到批評，有時甚至是在學生面

前。反觀男教師，除了不可穿 T 裇和牛仔褲外，並沒有被限制穿特定類別的服飾。X 老師對

男教師可穿較不正統的西褲，又毋需加穿外套而感到不忿。 

 

X 老師認為校方歧視她，因校方不必要地限制她對上班服的選擇，對男教師卻沒有相應的限

制。X 老師感到受屈辱，於是向平機會投訴學校性別歧視。 
 

平機會的行動 
 

收到投訴後，平機會的個案主任就事件展開調查，嘗試以調解平息雙方爭端，但未能成功。

其後，基於本個案能帶出僱傭範疇的性別歧視問題，即僱主定出的限制，令某性別比另一性

別受到較差待遇，因此，平機會為本個案提供法律協助。在平機會發出入禀狀後，校方最終

同意向 X 老師發出道歉信和賠償金錢，以解決事件，亦同意檢討校內的衣著守則。 

  



 

 

 

 

 

 

雖然反歧視條例沒有明確地把訂立衣著守則列作違

法，但僱主應避免訂立基於性別、懷孕、殘疾或種族

而作出的衣著守則，以免不慎觸犯反歧視法例。例

如，若規定僱員穿著大方得體，以整潔端莊的儀容示

人，則應公平地實施，同時適用於男女員工。 

 

此外，僱主應嘗試了解殘疾人士和不同宗教背景人士的特別需要，而考慮酌情豁免。

不同年代社會大眾對合適工作服或有不同標準，僱主亦宜與時並進，定期檢討守則，

方為良策。 
 

 

 

 

 

 

 

  

法理依據 



平等機會之友會專區：「通用設計」人人受惠 
 

 

平等機會之友會 

 
 
 

「通用設計」人人受惠 
 

 

 

 

 

 

 

 

 

 

 

 

 

 

 

「通用設計」最重要的原則是要令建築物、辦公室或其他設施能方便所有人—即不論該人的

年紀或有否殘疾，均能暢通易達。這種設計模式的關鍵在於能符合相關的標準和指引。平機

會邀請了顧問建築師兼國際復康總會科技與無障礙設施委員會全球主席關國樂先生與平等

機會之友會會員分享他在締造一個無障礙環境的專業心得。講座展示大量照片，顯示世界各

地的交通、建築物和辦公室環境的無障礙設計。 
 
 
 
 
 

  



康健服裝添自信 
 
 

康健服裝添自信 

 
坊間時裝店售賣的服飾都以款式新穎、設計時尚作招徠，可是對於一些穿衣有困難的人士

來說，衣服是否方便穿著才是最為重要。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於 2006 年成立的

「綾緻康健服裝中心」，便為殘疾人士及長者設計了多款「康健服裝」及穿衣工具，不但

令使用者更易穿衣，更有助他們建立自信及改善社交生活。 

 
香港理工大學綾緻康健服裝中心總監吳秀芬博士說，她已不止一次聽聞有需要攜帶尿液袋

的殘疾人士被投以奇異的目光，更被的士司機拒載，這往往阻礙了他們融入社群。有見及

此，吳博士便集結了紡織及製衣學的專家、服裝設計師及技術員、康復治療師、醫護專才

和一些有心人的力量，為殘疾人士設計及製作度身訂造的康健服裝，令他們可以穿著得既

舒適又得體。 

 
 
 
 
 
 
 
 
 
 
 
 
 
 
 
 
 
 
 
 

「曾有一位言行優雅的女士，因為患病而需配戴尿液袋，這突變令她感到非常羞怯，不敢

與親友交往，長期抑鬱令她精神萎靡不振。直至透過朋友介紹她使用康健服裝，讓她可以

把尿液袋穩妥地收藏在特別設計的褲袋裡，這款褲子的設計與一般時裝無異，看起來也不

易察覺藏有尿液袋。」吳博士說，最初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校友創辦服裝中心時，也想不到

一件衣服可以對人有這麼大的幫助，「那位女士在解決了服裝的煩惱後，性格豁然開朗，

體重也開始回升，我們實在十分驚喜。」 

 

吳博士指，家境較佳的殘疾人士可以聘請傭人照顧衣食住行，但一些家境及資源較不充裕

的人士，不但缺乏金錢去解決行動上的不便，許多人甚至從未想過會有方法可改善他們穿

衣的煩惱，所以一直都只默默忍受。有一位女士先天性脊骨彎曲（俗稱駝背），一直都買

以往有殘疾人士為免尷尬，會把尿液袋綁在小腿上，然後用褲管遮蓋，可是要取出

時卻十分不便。圖中這款設計可方便使用者將尿液袋穩妥地收藏在大腿或小腿位

置，無需附加配件攜帶，亦不易被人察覺。 



不到合身的衣服，多年前，她想訂製一套用以見工的套裝，卻遭到裁縫師的揶揄和拒絕。

去年她從報章認識到康健服裝，便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到中心求助。 

 

服裝中心為她設計了一款背心外套，從前面看起來，那不過是一件款式簡單的外套，但原

來內藏了兩個軟墊，恰恰承托住她頸椎及脊椎的彎位，令她坐立得較舒適，又沒有攜帶外

置軟墊那麼礙眼和不便。「作為殘疾人士，那位女士最了解自身的困難和需要，很高興她

在我們設計服裝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多有用的意見，如非靠她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我們很

難構想出這些設計意念。」 
 

 

 

 

 

 

 

 

 

 

 

 

 

 

 

 

 

 

 

為照顧使用者的個人感受，康健服裝除了著重功能，也顧及款式，吳博士說，許多長者在

進食時都要用防污圍巾，但一般圍巾令他們看起來像用了嬰兒裝束，感覺怪不好受。於是，

中心推出了多款顏色及款式美觀的圍巾，驟眼看來像件普通的背心，更可以當作時裝！此

外，康健服裝還有一個宗旨，就是要讓穿著者看起來與常人無異，可以舒適自在地生活。

為了提升殘疾人士的自理能力，及方便照顧者協助殘疾人士穿衣，中心也設計及展示了一

些穿衣工具，希望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啟發。吳博士更透過教學及社區活動把康健服裝的設

計概念傳達給學生，讓他們明白到衣服並非只是講求美觀和時尚的產物，還可以幫助其他

人，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 

 

 

 

 

 

 

 

 

 

 

 

 

 

 

 

 

 

 

 

這款上衣看起來與一般襯衣無異，但原來開合位置設計在

腋下，穿著時無需提高手臂，方便關節硬化或上肢活動有

困難的人士使用。 

曾有輪椅使用者因為下肢活動困難，長期不能穿著褲子，

日常只以毛巾遮掩下身。這款「開背褲」，能讓使用者坐

著都可穿上。 



 

 

 

 

 

 

 

 

 

 

 

 

 

 

 

 

 

 

 

 

 

 

 

 

 

 

 

 

 

 

 

 

 

 

 

 

 

 

 

 

 

 

 

 

 

關於綾緻康健服裝中心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於 2006 年獲得捐助，成立「綾緻康健服裝中心」，結合「專

業」與「服務社群」理念，旨在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嶄新及多元化的康健服裝及相關服

務。查詢電話：34003369/34003092 或瀏覽： 

http://www.itc.polyu.edu.hk/cac/cu_c.html 
 

 

  

這款外套內藏了承托頭、頸及腰的軟墊，讓使用者穿起

來既舒適自然又大方得體，外出時亦不用再另攜靠墊。 

這些防污圍巾款式美觀時尚，深受長者及殘疾人士歡

迎。 

中心的設計還有輪椅雨衣、防滑襪及穿衣工具等，不但令使用者穿衣更方便，也提供

了實際的保護作用。 



為生命上色 
 

 

 

 

 

 

 

 

 

 

 

 

 

 

 

 

 

 

 

 

 

 

 

 

 

 

 

 

 

 

 

 

 

 

 

 

 

 

 

 

 

 

 

 

 

 

 

 

 

 

 

 

 

 

 

 

 

「為生命上色—平等機會多元共融行動」閉幕禮充

滿著「尊重包容、和諧共融」的訊息，吸引了過千名

市民參加。這閉幕禮總結了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及港

台合辦、為期一年的電台節目。該節目宣揚種族融

和、傷健共融、兩性平等及尊重別人的家庭崗位。少

數族裔朋友於活動中跟觀眾分享日常生活中遇到的

困難，如租房子、找工作及找學校等，而社工指出互

相尊重才是種族共融之道。節目末段，所有嘉賓、歌

手及眾參加者一起手牽手叫出口號—為生命上色！ 



 

 

 

 

 

 

 

 

 

 

 

 

 

 

 

 

 

 

 

 

 

 

 

 

  

平機會多位委員在主禮時踢走印有「歧視」字樣的足球，象徵社會各界致力消除歧視。 



新片在線 
 
 

 
 
 
 
 
 

 

打開無言的鎖 

 
儘管膚色、語言及習俗不同，許多居於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都把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可是，

語言的障礙令他們不易融入社群，亦令少數族裔學生面對較多升學難題。我們最新推出的

平等機會實錄《打開無言的鎖》訪問了來自不同種族的學生、老師及社工，探討了他們在

香港生活及求學的各種考驗，及打破隔膜的經歷。 

 
 
 
 
 
 
 
 
 

 

 

 

 

 

 

 

 

 

 

 

 

 

平等機會在 

 

www.youtube.com/user/hkeoc 
 
 
 

 

  

http://www.youtube.com/user/hkeoc


社區資源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