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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進報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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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報告的背景

• 2019-21年：平機會進行了多項跟進行動，以宣傳研究成果和倡議政策改革，包括：

• 與大學的管理層個別會面

• 與主要持份者舉辦培訓和研討會

• 2021年5月：去信九所大學的校長，邀請他們提供自2019年起已經或計劃採取的
反性騷擾措施的最新情況

• 2021年7月底：收集及釐清各大學的回應，統一評估並撰寫《跟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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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所有參與大學互相分享及學習各自消除性騷
擾的工作

• 檢視平機會在2019年發表《打破沉默》報告的

成效

• 讓主要持份者，例如沒有參與《打破沉默》研
究的其他大專院校，更了解如何預防及消除校

園性騷擾

• 提供具體證據，讓平機會以此制定下一步措施，
以消除高等教育界以至整體社會的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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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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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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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九所大學平均已經或承諾

將會落實平機會報告內提出16

項建議中的13項

（平均數=12.9；中位數=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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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九所大學表示已經或計劃落實以下五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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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大學均採納的建議

建議6：清楚說明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分工

建議7：訂明保密原則和保障投訴人及證人免受「使人受害的歧視」

建議8：向接觸學生的職員提供基本培訓

建議11：設立及宣傳處理性騷擾投訴的中央熱線和輔導服務

建議15：使用配合年輕一代學習及社交習慣的教育工具傳遞反性騷擾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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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大學落實的建議

只有四所大學採納的建議：

• 建議3：設立「網上不記名反映渠道

(anonymous online feedback channel)」

• 建議5：每學年發表報告，闡述在消

除性騷擾和提高性別平等方面的工作

• 建議9：向所有新入職員工提供防止

性騷擾的強制培訓

只有三所大學採納的建議：

•建議4：每三至五年進行一次全校的

不記名調查，有系統地追蹤校園性

騷擾的最新趨勢和普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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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Yes = 6 Not Yet = 2 No=1

•每個學系、部門和宿舍應委派一名「性別課題聯絡人」，

作為大學管理層和各部門、學系、宿舍、學院之間的聯絡人
建議2

• 九所大學中有八所表示已落實或計劃落實建議，但不同大學的聯絡人數目有明顯差異
（由17人至208人不等）

• 平機會認為每一個大學部門、學系、宿舍、學院應有至少一名聯絡人，才能達到聯繫
管理層與各部門的目的

• 良好做法：

• 提供調解和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培訓

• 舉辦非正式交流會，互相交流如何給予學生意見和處理性騷擾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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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Yes = 3 Not Yet = 1 No = 5

•設立「網上不記名反映渠道」，讓學生和職員可以報告

親身經歷或目睹的性騷擾事件
建議3

• 五所大學表示因為已設有其他報告機制或偏好記名報告，因此沒有打算設立上述機制

• 有大學表示為「公平起見」，認爲不應鼓勵匿名投訴

• 良好做法：

• 附有開放式欄位讓學生或職員自由填寫性騷擾投訴或查詢的詳情

• 參考劍橋大學不記名網上舉報表格中只設選擇題的方式設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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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所發生行為的類別：*

未經同意下分享另一人的涉及性的私人資料

未經同意下親吻

強制或脅迫的行為

不當地向他人展示性器官

就某人的個人特徵或假定個人特徵作出冒犯的言論

不當地使用社交媒體

不當地跟蹤另一人

未經同意下進行性行為或涉及性的行徑

未經同意下透過衣服不當地觸摸

因某人的個人特徵或假定個人特徵而給予不同的待遇

涉及身體的行為不當（拍打、推撞、吐沫、拉扯頭髮等）

請選擇所有適用類別，有關行為可以是由某人親自作出，或經書面或任何網上平台作出。

（中文譯本）

劍橋大學的不記名網上舉報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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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Yes = 3 No = 6

•每三至五年進行一次全校的不記名調查，有系統地追蹤

性騷擾的最新趨勢和普遍程度
建議4

• 兩所大學表示過往曾進行同類調查

• 可按其校園情況設計調查以收集數據，從而了解其大學特有的性騷擾情況

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Yes = 1 Not Yet = 3 No = 5

•每學年發表報告，闡述在消除性騷擾和提高性別平等方面

的工作
建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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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反性騷擾政策和投訴程序應清楚具體訂明保密原

則，以及保障投訴人及證人免受「使人受害的歧

視」

建議7

• 良好做法：

• 有大學備有政策，確保在調查的過程中會分隔投訴人與答辯人，以減低出現「使人受

害的歧視」的風險，分隔措施會在適當時候或調查得出結果後停止

Yes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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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向所有新入職員工提供防止性騷擾的強制培訓，作為入職培訓計劃的一部分；

每三年向現職員工提供重温培訓課程，以確保他們對性騷擾有基本認識
建議9

• 全部大學均分配了大量資源及人力，為學生及職員舉辦反性騷擾培訓和宣傳活動

• 很多大學表示與平機會合作，或由非政府組織或校內律師提供培訓

• 很多大學遇到的重大難題是要強制學生或職員參加培訓

• 有大學指出，他們正計劃要求員工於特定時間完成網上訓練課程，以及將相關資料紀

錄在人事系統

Yes = 2 Not Yet = 2 N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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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專門為學生設計一些需親身參與和有互動元素的工作坊；

規定宿生需參加至少一次這些工作坊
建議13

• 有大學表示，未能規定所有宿生親身參加有關知情同意和兩性關係的互動工作坊，原因

是學生人數眾多，大學缺乏相關導師主持工作坊

• 有部分大學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便是利用網上培訓或自學培訓教材

• 平機會現正與八所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合作，為大學生製作全新的反性騷

擾網上培訓教材

• 大學可考慮把該課程定為學生必修課程，或自行製作同類網上培訓教材，強制學生及

職員接受培訓

Yes = 5 Not Yet = 3 No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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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使用能配合年輕一代學習及社交習慣的教育工具（例如：手機版網上培訓

課程、錄像和短片、社交媒體等），有效地向大學生傳遞反性騷擾的訊息
建議15

• 有大學邀請本科生製作有關防止性騷擾的在線導修課，包括製作有關性騷擾情境的動畫

短片

• 有五間大學表示有利用短片和微電影來推廣防止性騷擾的訊息

• 只有三間大學有利用社交媒體推廣防止性騷擾的訊息

Yes = 8 No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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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建議的大學數目：

•在反性騷擾培訓課程中，加入反歧視小眾群體學生的內

容，例如消除對LGBTI、少數族裔及殘疾學生歧視的訊息
建議16

• 九所大學中有七所表示已經在反性騷擾培訓課程中，加入反歧視小眾群體學生的訊息，

並加強消除校內對這些小眾群體的歧視和偏見的工作

• 良好做法：

• 有大學表示透過在通識教育科目涵蓋共融、殘疾、服務犬及反歧視等內容，使其學術

課程納入有關平等及多元的知識

Yes = 7 Not Yet = 1 No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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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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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電話: (852) 2511 8211 
傳真: (852) 2511 8142
網址: www.eoc.org.hk
地址: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6樓

聲明
本簡報所用的一切資料僅供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
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歡迎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