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少數族裔的貧窮問題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意見書 

 

本文件的目的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曾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向少數族裔權益事宜

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針對少數族裔人士(特別是南亞裔人士)所面對的貧

窮問題列出一系列應對建議。本文件旨在喚起更多關注，並提供進一步的

行動建議。 

 

平機會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提交的意見書 

 

2. 平機會於上一次的意見書中建議政府採取下列策略及行動，以紓緩少

數族裔的貧窮情況： 

 

i. 促請各政府部門、公用事業機構、公共交通公司和主要公營機構

等，作為具規模的本地僱主，應盡上社會責任，為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以起帶頭作用；可行措施包括重新審視他們

的招聘準則，特別是語言要求，及引進在職中文訓練及英語支援

等，以幫助少數族裔人士達致入職、履行職責，甚至晉升所需的

語文能力和技巧； 

 

ii. 跟進本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通過的動議，由教育局制

定一套清晰而客觀的指標，以監察「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

架構」的成效，並提出改善方案；向教師提供更多統一且合適的

教材和指引；和收集並公開有關各中小學非華語學生的數據，以

確保不同持份者作出跟進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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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採取有效措施，向少數族裔社群傳達有關現有財政支援計劃的資

料，例如以少數族裔語文提供資訊，經由教育局作出協調，透過

學校向少數族裔學生和家長傳達有關資助的資料。 

 

少數族裔的跨代貧窮  

 

3. 很多成年後才到港定居的南亞裔人士因教育水平及專業技能偏低而

無法獲得合適的就業機會，以致跌入貧窮網。可是，對於他們的子女，特

別是在港接受教育的一群，一般的合理期望是他們可以透過較好的教育條

件擴闊就業選擇，從而超越貧窮線。在現實情況下，基於某些制度性的障

礙，少數族裔家庭並非如預期一般能打破這個貧窮循環，導致跨代貧窮。 

 

4. 首先，對於少數族裔兒童及年青人，透過教育脫貧的效果未必及得

上主流社會，數據顯示縱然近年非華語學生進入專上教育的機會有所改善，

入學率仍遠遜於整體人口。根據教育局的數字，僅 26%應考香港中學文憑

試的非華語考生能達致學士學位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低於整體考生人口

的 35.3%。1當中獲大學取錄的非華語學生比率為 66%，亦較整體比率的 86%

為低。若以實際人數計算，在 930 名就讀公營或直資中學的中學文憑試非

華語考生中，僅 145 名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獲得大專取錄。更甚者，在

2015 年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的 830 名非華語考生中，實際上只有 97 名選擇

應考主流中國語文科，其他大都轉考程度甚淺的海外中文試，反映少數族

裔青年人縱使接受過多年本地教育，大部份的中文水平(尤其是讀寫方面)

仍然有限。 

 

5. 再者，對於無緣進入高等教育的少數族裔青年人，有限的中文水平

和缺乏專業資歷會持續妨礙他們在職場上的增值和晉升機會。礙於他們的

不利條件，這些青年人很大可能投身一些體力勞動及低技術工作，例如建

築、送貨及飲食業。這些行業入行門檻低，收入似乎亦不差。可是這類基

層工種亦較易受到勞工需求變化和經濟環境起伏的影響，不但穩定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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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缺乏晉升階梯。就算少數族裔工人(例如：建築工人)想提升技術，亦因很

多有關培訓課程和工藝測試只以中文教授和評核，在語言障礙之下無法參

與，以致缺乏機會透過進修獲得晉升以增加收入。 

 

6. 最後，一份收入穩定的基層工作亦不是脫貧的保證。由於少數族裔

婦女（尤其屬巴基斯坦裔）婚後多數留守家中照顧家人，家庭成員數目亦

普遍較華人多，男性在生兒育女後便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甚至唯一支柱，

家庭人均收入減少，令他們從經濟穩定再一次陷入貧窮危機之中，重覆他

們父母的貧窮處境。 

 

平機會的進一步建議 

 

評估少數族裔社群的跨代貧窮狀況 

 

7. 政府在 2014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中就南亞裔家庭的貧

窮狀況提供了一些數據，但在少數族裔家庭的跨代貧窮上著墨不多，對問

題缺乏清晰的描述。有見及此，平機會認為政府應協調有關部門，包括教

育局、勞工處、社會福利署等，跟進以下的工作： 

 

 收集少數族裔學生在接受中學教育後直接投身工作的數字，並按

行業提供分項數字； 

 釐訂評估及追蹤跨代貧窮的指標，例如：在未成年時期和成年後

均分別接受公共經濟援助(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個案；及 

 透過統計分析，識別高危因素和社群。 

 

跟進少數族裔學生在離校後的就業情況 

 

8. 教育局和勞工處應考慮協調現行支援計劃（例如由香港明愛推行的

「多元文化夢飛翔」生涯規劃計劃、展翅青見計劃等），為處於弱勢的非

華裔離校生，尤其是身處貧窮家庭的少數族裔待業青年，提供職業輔導和

師友指導服務，當中亦應為有意持續進修或半工讀的受助人提高財政資助



的相關資料。這些服務的目的是透過持續的指導協助離校生增進專業技能

和經驗，從而促使他們建立具前途又穩定的事業前景。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就業培訓 

 

9. 職業訓練局和僱員再培訓局應提供更多英語課程和英語教材支援，

為少數族裔人士有機會透過職業技能的提升改善就業前景。 

 

10. 此外，在中學開辦的應用學習課程亦應增加英語選擇。基於選修的

非華語學生數目一般不及華裔學生多，平機會促請教育局降低應用學習科

目英語課程的開班人數門檻，讓更多少數族裔學生亦能受惠於這些涉及就

業技能的課程，以助他們將來持續進修和考慮有關行業。 

 

結論 

 

11. 總結而言，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大都視香港為家，更有不少在港出

生和成長。政府須透過持續的扶貧措施，協助正身處貧困境況的少數族裔

人士達致經濟自給自足，並協助他們的下一代脫貧。要達到此目標，政府

和社會各界必須聯手，為他們締造具效能的教育(包括語文學習)環境和提升

就業競爭力的機會，亦應帶頭推動僱主接納多元文化的工作間，以擴大少

數族裔人士的就業選擇和改善他們的就業前景。 

 

 

 

__________________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