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
「公眾可進出處所」

餵哺母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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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場所餵哺母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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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衞生署進行的「母媽媽對在公共場所餵哺母乳的觀感及經驗問卷調
查」，被訪者認為支持她們在公共場所餵哺母乳的最重要因素是「公共場
所歡迎媽媽餵哺母乳及提供相關協助」和「大眾接納媽媽餵哺母乳」。

 政府透過加強母乳餵哺的宣傳和教育、鼓勵採用「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政策，以及鼓勵公共場所成為「母乳餵哺友善場所」推廣母乳餵哺。

 由2021年6月19日起，《性別歧視條例》在適用範疇內保障本港婦女免受基
於餵哺母乳的歧視和騷擾。

 政府建議應在商業樓宇及政府處所提供育嬰及哺乳室，以及頒布了更新的
《在商業樓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的作業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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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母乳餵哺婦女對《性別歧視條例》中有關母乳
餵哺條文的理解程度

收集在香港公眾可進出處所母乳餵哺的普及率、原
因、經驗，以及獲取促進在這些地方餵哺母乳的建議

評估香港商場和政府處所的母乳餵哺設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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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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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相關持份者對在香港提供母乳餵哺設施的意見

為香港提供母乳餵哺設施和推廣零歧視母乳餵哺環境
提供建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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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目 1 000 份 (面談問卷調查) 及 400 份 (網上問卷調查)

語言 中文及英文

調查方法 面對面訪談 | 網上自填問卷

目標受訪者

● 在過去12個月至少一次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婦女
(母嬰健康院／診所)

● 在過去13至36個月內至少一次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
婦女 (網上)

訪問日期 27/06/2023 – 06/09/2023

面談問卷調查和網上自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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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目 50間商場 及 50間政府處所

語言 中文及英文

類型 設施審核

目標處所

商場 政府處所

● 不同建成年份 ● 藝術及文化設施 ● 母嬰健康院

● 不同面積 ● 社區會堂 ● 市政大廈

● 不同發展商 ● 政府合署 ● 公園

● 在各個地區
● 醫院 ● 體育館

● 圖書館 ● 游泳池

審核日期 27/06/2023 – 06/09/2023

設施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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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目
30 名母乳餵哺婦女
20 名來自地產發展商和物業管理公司的代表

語言 中文

類型 焦點小組討論／深入訪談

目標受訪者

● 母乳餵哺婦女

● 地產發展商

● 物業管理公司

訪談日期 03/10/2023 – 28/11/2023

焦點小組討論／深入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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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及網上調查

在過去12個月

／13-36個月

至少一次直接

餵哺母乳或集

乳的婦女

焦點小組討論設施審核

商場及
政府處所

資料收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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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婦女、
地產發展商及
物業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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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模式



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

住所以外常去的母乳餵哺地點

24.4%

79.1%

85.7%

辦公室 - 會議室／儲物室

母嬰健康院、醫院、健康中

心／診所 - 育嬰及哺乳室

商場 - 育嬰及哺乳室

復工後工作期間常去的母乳餵哺或集乳地方

3.6%

84.1%

86.3%

辦公室 - 育嬰及哺乳室

商場 - 育嬰及哺乳室

辦公室 - 會議室／儲物室

“好多在職媽咪返工環境未必有地方俾佢泵奶。有間房，俾個倉已經好好。”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復工後，我同我老細（男士）提出過，我需要泵奶，但佢拒絕。我話，大不了咪攞食飯時間
嗰一個鐘。但佢話唔俾去無CCTV（閉路電視）嘅暗角位，萬一你喺暗角位整親，咁又入我哋
公司數。總之佢唔support（支持），一定唔會俾你喺度做。”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基數：過去 12 個月內在住所以外有常去的地方
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 (n=925)

基數：重返職場後的工作期間有常去的地方
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 (n=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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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母乳餵哺婦女被訪者表示上班中的媽媽往往別無選擇，而使用洗手間、部分封閉
的區域或位置較遠的哺乳室。



不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原因

1.5%

16.7%

48.5%

51.5%

65.2%

曾經有不快經歷（如被驅趕、妨礙、遭受奇

異目光）

公眾不接受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

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是不雅的暴

露行為

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令我／其他人感

到尷尬

在其他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較方便

“我唔係好習慣當住咁多人面泵奶，會有啲壓力。咁我覺得呢幾年叫好咗，啲人易
接受咗，但仍然會有啲好麻煩嘅師奶，會俾啲目光你，令你覺得好尷尬。我又唔想
影響自己心情。”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基數：過去 12 個月內在公眾地方既沒有直接餵哺母乳也沒有集乳的面談被訪者 (n=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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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條例》下

有關母乳餵哺的條文的

認知和理解



《性別歧視條例》的認識

《性別歧視條例》的認識

82.9%

17.1%

認識

不認識

對《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
母乳餵哺的條文的認識

69.0%

31.0%

認識

不認識

基數：所有面談問卷被訪者 (n=1 000) 基數：所有面談問卷被訪者 (n=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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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8.2%

14.8%

51.5%

82.6%

電視

平機會 網頁／刊物／資訊

政府刊物

社交媒體

新聞

認識《性別歧視條例》的渠道

基數：聲稱認識《性別歧視條例》的面談問卷被訪者
(n=829)

大部分焦點小組的母乳餵哺婦女被訪者表示認識《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母乳餵哺的條
文。

有一些母乳餵哺婦女被訪者表示不熟悉有關母乳餵哺的條文。

有一些地產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被訪者可能仍不清楚這些條文的具體細節。



在公眾可進出處所

母乳餵哺的經驗



在商業處所及政府處所餵哺母乳

商業處所内

12.8%

25.1%

58.9%

餵哺母乳或集乳設施不足／

陳舊

人太多／等候時間太長

沒有困難

政府處所内

19.6%

22.4%

59.5%

人太多／等候時間太長

餵哺母乳或集乳設施不足

／陳舊

沒有困難

被訪者最近一次使用育嬰及哺乳室時遇到的困難

基數：曾在商業處所的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n=845） 基數：曾在政府處所內的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n=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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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6.9

育嬰及哺乳室的
整體滿意度
(評分: 1-10分)

商業處所 政府處所



餵哺母乳時遇到的歧視及不受歡迎的行爲

雖然有多於半數的面談問卷被訪者在最近一次使用育嬰及哺乳室時沒有遇到困
難，但在30 位焦點小組的母乳餵哺被訪者中，有8位被訪者曾在餵哺母乳或集乳
時遭受歧視、言語或行為騷擾，或任何其他不受歡迎的行為。

“曾經試過喺圖書館就算有用餵奶巾遮住自己都好，無啦啦有個保安走埋嚟，小姐呢
度唔可以做呢啲嘢架。”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我喺餐廳搵塊布笠住，隊入去就餵，啲餐廳職員都會同你講，唔好意思隔離啲客投
訴，不如我調你去入啲、隱蔽啲嘅位。我會覺得點解要咁，我都冇影響到你，但結果
都要抱住個女一路啜一路調枱。”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喺健康院有次就好尷尬。餵哺室裡面得兩張凳full（坐滿）曬。BB（嬰兒）夠鐘食飯，
我攞塊遮蓋布出嚟包到自己實一實餵。其實都睇唔到架。但餵到一半後面有個男人好
大聲講，搞錯啊，喺度餵奶，有其他男人喺度架嘛。我同佢講，你（我）冇可能入廁
所餵㗎嘛。”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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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及哺乳室的位置及私隱

育嬰及哺乳室的位置 門打開時非使用者是否能輕易看到
育嬰及哺乳室的內部

10.0%

90.0%

2.4%

19.0%

78.6%

1.2%

14.6%

84.1%

與升降機相鄰

於洗手間裏面

與洗手間相鄰

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57.5%

42.5%

38.1%

61.9%

47.6%

52.4%

否

是

基數：商場和政府處所的所有育嬰及哺乳室。 總數 (n=82) | 政府 (n=42) | 商場 (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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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及哺乳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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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育館（的哺乳室）仲係
一個殘廁，即係沖涼嘅地方俾
你餵奶。”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我嗰日湊住個仔去博物館，
我覺得連換片都好有問題。佢
直頭喺女廁入面，得一塊換片
板。乜都冇，好差好差。”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建議

能鼓勵婦女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
政策或措施

46.2%

77.8%

81.0%

鼓勵公司在辦公室提供

餵哺母乳或集乳的設施

增加公眾教育和意識宣傳活動

在公眾地方提供

更多的母乳餵哺設施

改善商業和政府處所內的
育嬰及哺乳室的方法

54.1%

74.7%

81.9%

更寬敞

更好的私隱

改善衞生狀況

基數：所有面談問卷被訪者 (n=1 000) 基數：所有面談問卷被訪者 (n=1 000)

“基本上啲大商場都有育嬰室嘅，只不過可能假日多啲人爭。星期六日、暑假嗰啲一
定唔夠。”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而家香港梗係唔夠。特別係舊式嘅商場。係根本就冇。差到爆。”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增加數量, 如規定育嬰室和餵哺乳室數量，提高私隱度。”
一間地產發展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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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建議

希望有更多母乳餵哺或集乳設施的地點

基數：所有面談問卷被訪者 (n=1 000)

“政府場所真係要起返囉。譬如運動場、體育館、圖書館，總之關小朋友事嘅場都一定有呢
啲育嬰室，講緊係兩至三間。”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起間臨時餵奶屋，好似啲臨時公眾洗手間咁。”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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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48.6%

51.9%

84.4%

87.4%

娛樂場所（如戲院、卡拉OK）

辦公室

公共運輸交匯處／車站範圍

餐廳或酒樓

商場

在焦點小組中，絕大多數母乳餵哺婦女表示公眾地方如商場、家庭常去的政府處所包
括圖書館、公園、海灘、體育場館等應提供更多母乳餵哺設施或流動育嬰及哺乳室。



在商場的
育嬰及哺乳室



在公眾可進出處所及
哺乳室餵哺母乳的意見



育嬰及哺乳室的大小及困難

4.2%

50.0%

45.8%

3.1%

68.8%

28.1%

3.6%

60.7%

35.7%

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少於5平方米

5平方米-
少於12平方米

12平方米
或以上

供多人使用的育嬰範圍面積
供單人使用的育嬰範圍面積

超過五分之四 (84.6%) 的商場及政府處所的哺乳範圍只允許一名使用者。在研究中允許多人使
用的四個哺乳室中，只有其中一個 (25.0%) 的面積小於 7.5 m2 。

除了空間限制之外，地產發展商基於複雜的規例而在翻新舊商場時面對困難。

“舊商場面積太細，或已經變更持有人，便難以跟隨新規例加設育嬰室。舊商場内部改建係非常困難，根
本無法做到，因爲涉及多個政府部門或規例，例如消防處、食環署、屋宇署、建築署等。” 

一間發展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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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供單人使用的育嬰範圍 (n=56) | 政府 (n=34) | 商場 (n=24) 基數：供多人使用的育嬰範圍 (n=26) | 政府 (n=10) | 商場 (n=16)

37.5%

62.5%

30.0%

70.0%

34.6%

65.4%5平方米-
少於12平方米

12平方米
或以上

52.5%商場及38.1%的政府處所
不符合屋宇署的作業備考所建議的面積





育嬰及哺乳室的佈局

2.5%

37.5%

60.0%

2.4%

21.4%

76.2%

2.4%

29.3%

68.3%

育嬰範圍及哺乳範圍分開，

不可由育嬰範圍進入哺乳範圍

育嬰範圍及哺乳範圍分開，

可由育嬰範圍進入哺乳範圍

同時用於育嬰和母乳餵哺的單一

房間

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大多數母乳餵哺婦女被訪者建議在商場設置獨立的育嬰室和哺乳室，以減少等候時間。

有地產發展商被訪者同意現時設施未能配合用家需要，建議把育嬰室和餵哺母乳室分開
建設，將功能分開，減少排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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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所有商場和政府處所的育嬰及哺乳室。 總數 (n=82) | 政府 (n=42) | 商場 (n=40)



育嬰及哺乳室的門

18.8%

12.5%

68.8%

40.0%

60.0%

26.9%

30.8%

42.3%

不適用（沒有

哺乳範圍的門）

需要手指或用力

才能開關

符合通用設計

5.0%

32.5%

2.5%

60.0%

14.3%

76.2%

4.8%

4.8%

9.8%

54.9%

3.7%

31.7%

不適用

（沒有育嬰室的門）

需要手指或用力

才能開關

符合無障礙設計

符合通用設計

育嬰範圍的門的種類 哺乳範圍的門的種類

18.8%

6.3%

75.0%

40.0%

10.0%

50.0%

26.9%

7.7%

65.4%

不適用（沒有門／沒有

獨立哺乳間隔）

沒有

有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哺乳範圍有否可上鎖的門 “都會擔心門鎖唔鎖得實，都有試過我以為鎖咗，
但有人開到門，所以都會驚架。”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有啲商場要打電話call（聯絡）個保安嚟開門俾
你。我覺得會好啲。哺乳室可能有男人入去休息，
有人入去食煙。鎖咗，乾淨啲，對於啲媽媽都有
保障。” 

一位21-29歲的母乳餵哺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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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所有商場和政府處所的育嬰範圍。 總數 (n=82) | 政府 (n=42) | 商場 (n=40) 基數：哺乳範圍與育嬰範圍分隔的商場和政府處所。 總數 (n=26) | 政府 (n=10) | 商場 (n=16)

基數：哺乳範圍與育嬰範圍分隔的商場和政府處所。
總數 (n=26) | 政府 (n=10) | 商場 (n=16)



13.3%

86.7%

15.4%

84.6%

14.6%

85.4%

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12.0%

88.0%

18.8%

81.3%

14.6%

85.4%
供一人使用的房

間，或是有分開的
房間或間隔供母乳

餵哺

兼作育嬰和母乳餵
哺的單一房間，可
容納多人使用而沒

有間隔

育嬰範圍的性別包容性

只允許女性使用者使用的育嬰範圍的佈局 允許男性及女性使用的育嬰範圍的佈局

30

基數：只允許女性使用者進入的育嬰範圍。 總數 (n=41) | 政府 (n=26) | 商場 (n=15) 基數：允許男性及女性進入的育嬰範圍。 總數 (n=41) | 政府 (n=16) | 商場 (n=25)

“我老公帶住個女出去，但換片枱得女廁有，餵奶室又有媽媽泵奶，咁啲媽媽覺得應該唔

會有男人入嚟，又可能唔記得閂門。同埋有時商場（的育嬰室）係寫明男士勿進，咁我老

公換片要喺出面，呢樣嘢其實係冇諗過男士。 ” 
一位30歲或以上的母乳餵哺婦女

焦點小組的一名母乳餵哺被訪者點出了哪些性別可以使用育嬰範圍的課題。

供一人使用的房間，
或是有分開的房間或

間隔供母乳餵哺

兼作育嬰和母乳餵哺
的單一房間，可容納
多人使用而沒有間隔



育嬰範圍的性別包容性

31

育嬰室的方向標誌及符號
有否帶性別定型的意味

55.0%

45.0%

38.1%

61.9%

46.3%

53.7%

沒有

有

所有 政府處所 商場

基數：商場和政府處所的所有育嬰及哺乳室。
總數 (n=82) | 政府 (n=42) | 大型商場 (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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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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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法律保障意識：雖然被訪者普遍認識《性別歧視條例》下對母乳餵哺婦女的

法律保障，但她們對條文細節的理解有限。這顯示了需要透過各種渠道更好地傳

播有關法律保障的準確訊息。

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數量和質量不足：被訪者對香港目前的母乳餵哺設施的狀

況表示不滿，包括公眾地方的母乳餵哺設施不足、繁忙時段排隊時間長、質素不

穩定及哺乳範圍和更換尿片範圍缺乏分隔。這揭示了改善此類設施的質量和數量

的重要。

利用不同渠道的資訊：被訪者依賴各種渠道，包括網頁和應用程式，尋找有關育

嬰室和哺乳設施的資訊。她們建議在商場指示屏幕或應用程式明確標示這些房間

的位置、顯示房間的照片及其佔用情況。



總結

需要認知與接受：一些主管和同事對母乳餵哺的需要缺乏理解和同理心。在採用

和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工作場所政策及提高員工意識方面有改善的空間。一名焦點

小組的母乳餵哺被訪者稱，曾被工作人員公開要求不要在公眾地方餵哺母乳。對

物業管理公司及政府處所的員工的宣傳需要加強。

持份者的責任：持份者，尤其是政府，在透過各種措施促進母乳餵哺方面扮演着

至關重要的角色。其他持份者，例如發展商和物業管理公司，以及僱主和僱員，

在營造母乳餵哺友善環境也有一定的責任。

34



建議06



主要建議

36

政府：修訂《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作業備考

鼓勵商業樓宇提供多於一間育嬰及哺乳室。

政府應明確制定符合通用設計的門和鎖的技術標準。

 修訂後的作業備考納入政府在2023年施政報告公布的全方位的設計手冊。

政府：提供建設母乳餵哺設施的誘因

除了現有的綠建環評認證和履行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之外，要求在規定的單

位面積內設置適當或平均分佈的母乳餵哺設施，以作為獲得總建築面積寬免

的先決條件。

若在翻新的建築內提供足夠母乳餵哺設施，可考慮給予稅務優惠。



主要建議

地產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分配空間

對於現有的商場，發展商應該計劃擴大育嬰及哺乳範圍，建立新的育嬰及哺

乳室或設置一些流動育嬰及哺乳室。

在新商場的設計階段包含寬敞、設備齊全並可分開兩者用途的的育嬰及哺乳

室。

僱主與僱員：靈活的政策

積極採用靈活的政策，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餵哺母乳或集乳，而不施加額

外職責或採取歧視性做法。

遵循衞生署和平機會制定的指引和手冊，建立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並將這

些政策納入至公司的規程中。 37



對政府的進一步建議

消除育嬰室的性別定型意味標誌或符號

 避免在育嬰室的門及其指示牌標誌或符號使用特定性別意味的標誌。

制定育嬰及哺乳室獎勵計劃

與平機會合作制定獎勵計劃，鼓勵政府部門和發展商提供高質素的育嬰及哺乳

室。

 推廣母乳餵哺友善場所及吸引更多潛在客戶，尤其是有新生嬰兒的家庭。

38



加强規管與推動遵守要求

 要求發展商和政府處所提供長期計劃，尤其是在舊商場、政府處所，以建立和

翻新育嬰及哺乳室。

考慮提供評級系統來推動遵守要求。

推廣手機應用程式和網上資源

鼓勵使用者積極支持並分享她們對育嬰及哺乳室的經驗和評論，包括在應用程式

（例如BreastfeedingGPS）和網上平台評分。

 在母嬰健康院派發單張並張貼有關這些應用程式的資訊海報，以接觸到預期用

戶。

對政府的進一步建議

39



對地產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的進一步建議

開發實時輪候應用程式

 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合作，測試電子輪候是否有助緩解長時間輪候母乳餵哺

設施的情況。

為母乳餵哺母親提供實時資訊，使她們能預料設施的使用情況及尋找附近較不

擁擠的替代設施。

凸顯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獨特性

 在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門上和牆上放置海報，強調正確使用方法的重要

性，為母乳餵哺婦女維持設施的清潔、整齊及安全。

如果房間佈局允許，應允許男性照顧者進入育嬰範圍。
40



對地產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的進一步建議

派發宣傳單張

 向政府處所及商場的物業管理公司和地產發展商派發資訊單張，旨在通知並

提醒他們《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母乳餵哺條文或作業備考的最新更新。

 提醒物業管理公司應確保為母乳餵哺母親提供清潔和可用的育嬰範圍。

41



對僱主及僱員的進一步建議

意識培訓

為員工進行全面的意識培訓。

 強調在工作場所包容母乳餵哺母親的重要性，以營造支持母乳餵哺的環境。

42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