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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  按性別劃分的公務員百分比 (1 )  
 
 

 
 

 
 

註︰  ( 1 )  數字不包括廉政公署人員、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在當地聘請

的人員和法官及司法人員 ( 19 99年起 )。  
 ( 2 )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1 99 1年並無可相比較的數字。  
 

圖 1b ―  按性別劃分的首長級公務員百分比 (1 )  
 
 
 
 

 
 

註︰  ( 1 )  數 字 截 至 各 年 7月 ， 並 不 包 括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和 法 官 及 司 法
人員 ( 1 99 9年起 )。  

 

圖 2 ―  公務員體系內的殘疾人士 (1 ) 
 

 
註︰  ( 1 )  財政年度年終數字。  
 

圖 3 ―  殘疾申請人投考公務員職位的成功率  
 

年度  殘疾申請人  其他  
申請人的成功率  合資格申請  受聘人數  成功率  

2017-2018 2 546 87 3.4% 3.7% 
2018-2019 2 263 44 1.9% 3.6% 
2019-2020 1 691 82 4.9% 6.3% 
2020-2021 1 402 63 4.5% 4.2% 
2021-2022 2 259 72 3.2% 3.9% 

 

重點  
 
  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僱主，於聘請
公務員時致力促進平等就業機會，以

確保在性別、殘疾、種族等方面達致

多元共融。在性別均衡方面，政府已

主動實施多項家庭友善措施，協助

女性公務員持續就業和在事業上

邁進，其中包括延長有薪產假至

14周和推動 5天工作周。 2021年，
約五分之二 (38.9%)公務員為女性，但
公務員體系內的女性比例仍低於本港

整體工作人口的女性比例 (圖 1a)。
儘管如此，出任首長級公務員的女性

比例在過去 30年間增加逾 3倍，高於
同期整體公務員女性比例的增幅

(圖 1b)。目前， 18名常任秘書長
(公務員體系內最高職級 )中有 12名為
女性。  

 
  傷健共融方面，政府承諾在就業方面
消除對殘疾人士的歧視。然而，

公務員實際人數近年穩步上升，但

公務員體系內殘疾人士的百分比卻由

2016年的 1.9%降至 2021年的 1.5%，
相等於期內淨減少逾 500名殘疾
公務員 (圖 2)，惟流失原因並
不清楚。就整體公務員隊伍而言，

在 2021-2022年度，退休仍然是流失
的主因 (60%)，其次為辭職 (36%)。  

 
  事實上，政府一直有制訂措施協助
已申報殘疾情況的申請人投考

政府職位，有關措施包括給予所有

符合基本入職條件申請人機會參加

遴選測試 /面試，以及若他們適合

受聘的程度與其他申請人相若，給予

他們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在

2017-2018年度至 2021-2022年度
期間，殘疾申請人的成功率大致

徘徊於 3%至 5%，但普遍仍略低於
其他申請人 (即沒有申報殘疾情況的
申請人 )，而 2020-2021年度則屬例外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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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非華裔申請人投考警員的成功率  
 

年度 非華裔申請人 其他 

申請人的成功率 
申請 

宗數 

受聘 

人數 

成功率 

2016-2017 67 18 26.9% 11.5% 

2017-2018 42 12 28.6% 11.4% 

2018-2019 53 11 20.8% 10.6% 

2019-2020 37 6 16.2% 10.4% 

2020-2021 54 12 22.2% 9.0% 

2021-2022 22 5 22.7% 10.0% 

 
圖 5 ―  中文語文能力要求較低的公務員職系  
 

 
學位 /專業程度  

職系  其他職系  

職系數目  
(比例 )  18  (34%)  35  (66%)  

職系例子  
(放寬水平 /

能力要求 )  

  系統分析 /程序

編製主任；  
庫務會計師  
(由綜合招聘考試
的中文運用試卷

二級成績降低至

一級成績 )  

  實驗室服務員  
(由中三水平降低
至小六水平 )  
  丈量員  

(以簡單中文書寫
能力代替小六

水平 )  

 
圖 6 ―  為不同背景學生提供的實習職位  
 

 
註︰  (1 )  數字不包括 2 0 2 2年實習計劃的第二期。  

 

重點  
 
  至於種族方面，社會並不掌握公務員體系內
的多元情況。雖然部分立法會議員曾多次

問及非華裔公務員的數目，但政府表示

種族不會被視為招聘程序的相關考慮

因素，故此沒有收集有關資料。然而，

數個政策局 /部門聘有非華裔人士應付不同

運作需要 (例如加強與少數族裔社群的
聯繫 )。以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為例，
雖然非華裔人士的職位申請宗數較少，但

他們投考警員的成功率普遍遠高於其他

申請人 (圖 4)。警務處亦於選定地區展開
計劃，透過舉辦中文課程和活動，協助

有意加入紀律部隊或公務員隊伍的非華裔

青年。  
 
  語言仍然是非華裔人士投考公務員職位的
一大障礙，因此政府在聘任公務員時，亦

會接納一些訂明的非本地公開考試的中文

科考試成績，例如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General Cert if 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 ion)。此外，政府在全面檢視約
350個職系的基本職級後，於 2018年放寬
更多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

相關職系數目由 31個增至 53個。然而，在
該 53個職系中，近三分之二為非學位 /專業

程度職系，例如實驗室服務員及丈量員

(圖 5)。為提升種族多元，平等機會委員會
建議政府加強檢視招聘公務員的中文語文

能力要求，尤其在專業職系方面，並考慮

為未符合有關語文能力要求但在其他技能

方面表現優秀的非華裔申請人，提供在職

語文培訓課程。  
 
  除公務員職位外，政府亦為不同背景的
學生提供實習計劃，使他們可獲得工作

經驗和提高自身競爭力。政府於 2016年
推出為殘疾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並由

2018年起把實習名額增至約 100個。自計劃
推出以來，共有 541名高等教育及職業訓練
院校的殘疾學生參與其中 (圖 6)。另一項
實習計劃在 2019年以試點形式推出，讓
非華裔專上學生在不同政策局 /部門進行

為期約 8周的實習。儘管計劃初期規模
較小，但鑒於參加者反應正面，政府計劃

將實習名額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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