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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觀念下，婦女要以家庭為重，專心照顧家中的老弱、兒童，往往為此

犧牲了自我發展的機會，以致處於貧困的生活環境的女性比例比男性為多，婦

女能靠自己的力量而脫貧談何容易。女性則依附家庭而生活，個人需要經常被

忽略。對於一些未能擁有「正常」家庭的婦女，如被虐婦女、單親媽媽等，則

會遭到重大的社會壓力，她們即使不幸遭遇家庭暴力，仍被社會要求為家庭犧

牲，相關支援卻少之又少。新移民婦女多因家庭團聚的理由而來港，遇上家庭

暴力而求助就更因難。現時不少婦女正面對各方面的歧視： 

 

政策方面 

 單親貧窮婦女所受的歧視來自多方面，而因家庭暴力而領取單親綜援的婦

女，所受到的壓力就更大。她們除了受到社會人士的誤解外，更在使用服務時

受到政策層面和前線人員的歧視。如人口政策規定來港未滿七年的人士不可申

請公屋及綜援，另一方面又沒有完善的配套幫助新移民，使新移民婦女在遇上

家庭暴力時難以求助。 

在 2006年 4月開始實施的「欣曉計劃」，強制綜援家庭照顧者在最年幼的

子女滿 12 歲後必須工作，又沒有適當的配套。大多數的綜援家庭照顧者正是

女性，這政策無疑對婦女的歧視。 

此外，婦女與子女逃離家庭暴力時，政策往往只是照顧到兒童，如只發放

綜援給兒童，漠視婦女身為家庭照顧者的重要性和需要。 

 

前線人員的態度 

對於有緊急的房屋和經濟需要的被虐婦女，無論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均

可享有酌情權而領取綜援和經有條件租約計劃入住公屋。雖然有如此的政策，

但求助的婦女往往受到社工和前線工作人員的歧視，如部份社工誤導求助人或

不主動告知求助人應有的權益，或阻撓求助人爭取房屋等方面的權益，而且態

度惡劣，甚至不按照指引給予求助人應有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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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方面 

單親婦女在其他服務範疇也受到歧視，如部份婦女反映持有豁免紙看醫

生，曾受到較差的對待，輪候時間較長，部份醫生的態度較差等。 

單親婦女的子女找學校時也會受歧視，部份學校會認為單親媽媽多數領取

綜援，或要工作而無暇照顧子女，比較「麻煩」。 

工作方面，同值不同酬的情況仍然存在，女性的工資普遍較低，(在 2003

年的就業貧窮人口中，有 7成是女性)。部份婦女為照顧家庭，加上學歷校低或

國內學歷不被承認，多選擇兼職、散工及低技術的工作，缺乏勞工和退休保

障。而單親婦女更因為要獨力照顧家庭而受到雙重歧視，倍增找工作的因難，

或需要忍受較差的工作待遇。 

聯合國在 99年回應對消除對婦女一切形成歧視公約，文件 332段委員會建

議在有關立法中列入同值同酬的原則，並制標準，在大體上性別隔離的勞動力

市場確定同值措施。2003年平等機會委員會已經完成有關報告，仍未公佈。 

 
建議 
1. 政府制訂政策應有性別角度，考慮女性個人的需要而非僅以家庭為考本，
並落實「性別觀點主流化」。 

2. 政府應帶頭修改帶有歧視成分的政策，取消七年人口政策。 
3. 反對削減綜援及強制最年幼子女滿 12至 15歲的家庭照顧者綜援人士參與
「欣曉計劃」。 

4. 加強各方面的支援，包括社區支援；支援有家庭問題的婦女；協助助婦女
建立人際網絡的支援；復辦新移民課程以助融入香港，對新移民婦女宣傳

有關，公民權利的資訊。 
5. 加強宣傳防治家庭暴力。 
6. 政府應帶頭停止分化，加強宣傳教育，不再歧視各階層的婦女。 
7. 盡快落實「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8. 盡快成立全民退休保障機制，照顧參與無酬勞動的婦女。 
9. 擴闊大學資助，讓在內地持有較高學歷的婦女可以進修獲承認的文憑，而
免於任職低技術的工作。協助綜援婦女進修有興趣的技術，以助脫貧，而

非只提供低技術工作的培訓。 
10. 盡快公佈「同值同酬」研究結果。 
11. 扶貧委員會不應只着重做一些零散的扶貧工作，而應在制訂政策時，全盤
考慮減輕貧富懸殊的情況，並檢視現行政策是否窒礙婦女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