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就「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包括性暴力）對待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支援服務」向立

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提交之意見書 

 

背景 

現時，總數共 335500 名獲批來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外傭）只可擔任全職留宿的家務工

作1。2014 年 1 月印尼外傭 Erwiana Sulistyaningsih 被發現遭僱主長期施虐致失去工

作能力，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外傭權益。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向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闡述有關政府就加強保障外傭權益的措施，包括加強保障外傭對

自身權益的認識，加強與外傭輸出國政府合作，及加強監管職業介紹所（中介公司）2。 

 

立場 

國際特赦組織於 2013 年發表研究報告，發現印尼外傭到香港工作時受到不少違反人權

和勞工權益的待遇。研究報告亦同時揭示香港政府並沒有執行其國際義務，沒有根據聯

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消除對

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及國際勞工組織第 29 號《強迫或強制勞動公約》作出正規監察，

調查和制裁違反法律的個人或團體。香港政府亦容許侵害外傭人權和勞動權的法規繼續

存在3。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認為，勞工及福利局和勞工處早前提出的建議措施並不能減低外

傭在家居環境中遭受暴力（包括性暴力）的風險。本會建議香港政府根據聯合國消除對

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中國第七和第八次合併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對香港特區提出

有關外傭權益保障的建議，修訂現有保障外傭的政策及法規，並加強為遭受暴力對待的

外傭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強制留宿制度增加外傭遭受家庭暴力風險 

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同住規定讓外傭長期置身高風險環境，令她們被排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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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增加他們遭剝削及侵害的風險4。現時入境處《住宿及家務安排》中要求僱主提

供「合適及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但由於現行法例並無就「合適」和「有合理私隱」

設任何定義，外傭根本沒有法律依據及標準提出投訴5。 

 

消除剝削及建立有效機制才能保障外傭在家居環境中免受暴力 

研究報告其中一個案例的主人翁 Lestari 遭僱主的父親性侵犯，多次拒絕及阻止不果，

並遭中介公司恐嚇而不敢報警求助。亦有遭受家暴的外傭因為經濟剝削及文化差異等原

因而不敢舉報，以避免舉報後遭僱主辭退，在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而需要離開香港6。

現時香港警察並沒有守則處理外傭遭受家暴的案件，缺乏案件轉介機制，亦沒有對中介

公司發出有關處理家暴案件的指引或條例。 

 

根據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政府有責任確保所有婦女在工作環境中

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7。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關於中國第七和第八次合併定期報告的

結論性意見中，指出在港工作的外傭持續受到虐待，並敦促香港特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關於家庭工人體面勞動的公約》(《第 189 號公約》，2011 年)的各項要求，修改「同

住規定」，使外宿成為一項可供選擇的要求8。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香港政府除了盡快落實早前提出的建議措施外，亦需根據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提出的意見，執行其國際義務，為在家居環境中遭受暴力的外傭提

供有效支援及保障，包括修訂現行強迫外傭必須與僱主同住的《最低工資條例》（香港

法例 608 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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