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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香港現行的政策和有關制度，特區政府均未能緊貼本港婦女的

需要，在婦女貧窮問題上更缺乏專門的研究和扶助政策，即使是專責

研究本港貧窮問題的扶貧委員會，日前所公佈的擬議貧窮指標，也只是針對「兒

童 / 青少年」、「在職人士 / 成人」、「長者」和「社區」四個方面擬定，顯然忽略

了對扶助貧窮婦女的關注。 

香港工會聯合會婦女事務委員會喜見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先行著手研究扶

助貧窮婦女的政策，為此，我們促請扶貧委員會正視貧窮婦女化問題，也將婦女

列入專門研究的社群，並提出以下扶助貧窮婦女政策的建議。  

工聯會婦女事務委員會特別關心具有工作能力的低收入婦女，故有關建議均

是針對這些婦女而提。我們將這些婦女大致分為「在職貧窮」、「失業」和「從事

無酬勞動」的婦女，並分別對此三類貧窮婦女組群提出相應的扶助政策意見，期

望政府有關部門能加以積極的考慮。  

 

一、 「在職貧窮」婦女 

參考國際勞工組織的定義，當個人的收入不足以應付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使

之活於貧窮線以下，便屬於「在職貧窮」。我們認為政府極需要幫助這些投身工作

但又得「捱窮」的「在職貧窮」婦女，有關扶助政策的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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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優先為個別行業訂定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目前，本港仍有近 27 萬打工仔月入低於$5000，面對在職貧窮及無償超時

工作的困擾；低技術的服務業更是受災嚴重的行業，而這些低收入行業均有較

多婦女從事。 事實上，全球約 80 個國家地區已設立法定最低工資，保障低收入

及在職貧窮的勞工。故此，我們促請政府盡快建立一套適用本港的最低工資制

度，率先在保安與清潔等低收入行業推出；另一方面，我們要求政府 訂定標準

工時，以紓緩本港勞工、尤其是身兼多職的婦女的工作壓力，此政策有助提升

她們的生活質素，同時確保她們有更大的個人進修空間。 

誠然，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相輔相成，兩者必須同時推出才可有效保障勞

工權益。觀乎現時政府就這兩個議題的研究過於緩慢，我們要求政府加快速

度，盡快制定相關政策。  

  

1.2 提高家庭照顧服務的質素，津貼低收入婦女使用服務 

我們的調查發現「家庭責任」限制了婦女的就業模式，致令一些婦女只能

從事「兼職/日薪/長散」等僱傭關係不穩定的工種，陷入在職貧窮的困境。根

據政府 2001年的統計數據，在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當中，負責多於 40%家務的

女性佔 42.4%，而男性則只佔 17.2%，可見現時婦女負擔的家庭照顧工作仍然相

當沉重。我們十分支持政府正研究的幼兒和兒童託管服務改善方案，包括延長

學校開放時間、設立「街坊保母」註冊制、派發「託兒券」讓家長自由選擇託

兒地點等。此外，由於低收入婦女往往負擔不起使用家庭照顧服務，有關當局

可延伸「託兒券」的構思，考慮津貼低收入(如月入$5,000 以下)婦女使用有關

服務。 

政府亦應該加強宣傳家庭成員平均負擔家庭責任的訊息，減輕婦女在家庭

責任上的負擔，讓她們能夠爭取更多就業和個人進修的機會，從而增強個人的

經濟能力。 

 

1.3 訂立保障男女同工同酬的法例 

男女同工不同酬長久以來廣泛存在於不同行業和職業，女性的薪酬普遍較

男性的為低。政府統計資料顯示，近年來從事專業性職業、文職及工藝職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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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性薪酬會比較接近，但在非技術工種及部分服務性行業當中，兩性薪酬則差

別很大。舉例來說，在 2003 年，非技術工人月入中位數的男女差距為$3,100，

從事服務及商業銷售工作的則為$3,700，從事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差距

更高達$9,600，可見女僱員薪酬受壓的情況相當嚴重。 

事實上，一些已發展國家如英國和美國都訂有「同酬法」(Equal Pay Act)，

以保障兩性具有均等的工作待遇。我們促請政府參考其他國家的經驗，研究保

障男女同工同酬的法例，以消除對婦女勞工的不公平待遇。 

 

1.4   提高婦女就業技能培訓的質素 

我們認同提升貧窮婦女的個人能力是協助他們脫貧的可行途徑之一，因

此促請政府提供更貼近就業市場需求和具社會認受性的職業技能培訓課程。

承辦課程的機構必須不時檢視本港就業市場的職業導向轉變，以減少錯配的

情況，讓婦女修讀後能夠爭取更多實質的就業機會；同時為免除基層婦女的

經濟顧慮，政府可考慮向低收入(如月入$5,000以下)婦女提供教育津貼，津貼

以「學習券」的形式發放，讓她們選修不同的技能提升課程，從而增強競爭

力。 

 

1.5 宣揚企業社會責任，減少對婦女各種形式的歧視 

政府應加強力度，向社會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的文化，宣傳兩性平等、反

對性別歧視的訊息，從而提高僱主及企業管理人員的操守，消除他們對婦女、

尤其對具有單親家庭背景、中高齡和懷孕婦女等等的歧視，以減少此等對婦

女不公平的就業障礙，令婦女勞工的權益能夠得到更全面的保障。 

 

二、 失業婦女 

針對失業問題，工聯會一直倡議本港建立以就業為本的失業援助制度，通過

創造就業職位，提升就業能力，鼓勵失業者重投工作，自力更生。長遠而言，工

聯會促請政府積極研究落實「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策略」的各項措施，為不同勞

工階層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以解決問題的根源，從而有效控制失業人口的增長。

對於扶助因失業而陷入貧困的婦女，本委員會亦基於此立場提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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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設立「再就業支援計劃」就業網，提供過渡性的工作崗位 

我們建議政府設立「再就業支援計劃」就業網，鼓勵社會福利機構及勞工

團體承辦部份外判工程或服務，為中年、低學歷、低技術領取綜援的婦女提供

一至兩年過渡性的工作崗位，提升就業能力，協助她們重投社會勞動力市場。 

 

2.2 完善「以工代賑」的措施，扶助失業婦女自力更生 

我們歡迎政府採納工聯會倡議的「以工代賑」方案，為綜援失業人士提供

就業援助。目前社會福利署在這方面，委託了非政府機構營辦深入就業援助計

劃，協助受助人重投勞工市場。而參考政府 2003 年的統計數字，在失業人士

當中，以從事「批發、零售、進出口貿易、飲食及酒店業」的女性佔曾工作的

女性失業人士的比例最大，百分比為 44.8%。我們期望政府能完善現有的就業

援助服務，除了發掘更多適合低學歷及低技術人士的就業空缺以外，亦對該批

婦女提供針對性的支援，例如為她們提供更多行業空缺資訊、協助她們發掘其

他方面的才能，讓失業婦女能有更多再展所長的機會。 

 

2.3研究將「年齡歧視」納入歧視條例保障範圍 

我們看到近年就業市場的年齡歧視情況有趨向嚴重之勢，由 2000 年至

2003 年，年齡介乎 30 至 49 歲婦女的失業率增幅高達 80.6%，中年婦女遭年

齡歧視的情況可見一斑。我們促請政府研究將「年齡歧視」納入歧視條例的

保障範圍以內，以保障中高齡婦女的就業機會。 

 

三、 從事無酬勞動的婦女 

從事無酬勞動的婦女主要為全職家庭主婦，據政府 2003 年的統計數字顯示，

全港的家庭主婦為數不少，有達 67.5 萬人口。本委員會於今年 3 月完成的「香港

婦女生活水平情況」調查發現，許多家庭主婦估計其晚年生活費的主要來源為家

人給予的「家用」和個人儲蓄。然而，家庭主婦只從事無酬的勞動，故缺乏經濟

獨立能力，隨著社會離婚率的不斷上升、生育率每況愈下，加上偏低的銀行存款

利率，本港家庭主婦依重家庭系統支持和個人儲蓄的晚年生活保障方式正逐步失

效，她們的晚年極有可能跌入貧窮網中。因此，家庭主婦的晚年生活保障問題迫

切須要政府的正視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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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速推行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現行的強積金制度只能保障具有職業人士的退休生活，但卻保障不

到家庭主婦的晚年生活。我們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工聯會早於 1992 年倡議的「退

休保障綜合方案」。此方案為政府、資方與勞方三方面共同供款的退休保障計

劃，由強積金和全民社會保險計劃兩部份組成。工聯會建議除了目前強積金

為僱員提供的退休保障外，政府亦需要與僱主及僱員共同參與社會保險計劃

供款。計劃能為年過 65歲的家庭主婦，提供當時僱員每月平均入息約 25%的

保險金，而全港僱員亦能從綜合強積金及全民保險金的保障中，在退休後領

取當時僱員每月平均入息的 30-45%的綜合保障金額。此計劃能將家庭主婦一

併納入退休保障網內，作為一個周全的全民退休保障制度。 
 
 
 
 
 
 
香港工會聯合會 

             婦女事務委員會 

                二零零五年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