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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與少數族裔婦女有關的事宜 

(包括貧窮及就業協助事宜) 

 

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目的 

 

1. 就與少數族裔婦女有關的事宜，本文件旨在向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

委員會(小組委員會)闡述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的意見。 

 

少數族裔婦女的多元性 

 

2. 根據 201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76.5%的本港少數族裔人口為女性，原

因是超過半數居港少數族裔人士是外籍家庭傭工1。撇除這批傭工，女性

則佔少數族裔人口的 49%。 

 

3. 我們必須認清一點：少數族裔並非一個單一群體，而是由多元社群組

成，少數族裔婦女群體亦具備這特點。 

 

4. 南亞裔泛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及鄰近地區族裔的人士，是撇除

外籍家庭傭工後在港最大的非華裔社群。他們經常被視為一個文化共通

的單一群體，實際上他們在文化和處境各方面均有所不同。就以婦女勞

動人口參與率為例，各族裔之間的差異極大，尼泊爾婦女參與勞動力的

比率很高，達 63.2%，巴基斯坦裔婦女的比率卻只有 19%，介乎兩者之

間的印度裔婦女的比率則為 44.1%。對於巴基斯坦裔婦女，文化因素很大

程度上驅使她們不選擇外出就業。 

 

5. 正如前文所述，大家切勿忽視外籍家庭傭工作為本港最大少數族裔群

體所面對的獨特問題。除了可能受到種族歧視之外，外籍家庭傭工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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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統計處(2017 年)，“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結果”，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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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必須與僱主同住的法定要求而成為被性騷擾的高危社群，同時，與一

般僱員無異，外籍家庭傭工在殘疾和懷孕方面亦可能遇到歧視。 

 

6. 鑑於少數族裔的多元性，任何建議均必須切合不同社群的個別需要，

而並非只以「少數族裔」的名義作一刀切的歸類，以下是一些建議。 

 

建議：少數族裔就業及貧窮問題 

 

7. 平機會曾先後於 2017 年 1 月 9 日、2 月 13 日、6 月 2 日和 7 月 10 日，

以及 2018 年 3 月 27 日就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和貧窮問題向小組委員會

提交多份建議書2，大部份建議均適用於兩性人口，當中包括透過推廣計

劃擴大樂於聘用少數族裔員工的僱主網絡；要求政府認真檢視公務員職

位的入職語文要求，以去除妨礙非華語人士加入公務員隊伍的不必要障

礙；增加職業訓練和在職培訓的語文支援；加強少數族裔畢業者和離校

青年的職涯規劃支援等。 

 

財政和福利支援 

 

8. 在一些少數族裔社群(如巴基斯坦裔和錫克社群等)，婦女較普遍是全

職家庭照顧者，承擔照顧子女和管理家庭開支的重責。因此，平機會在

過往的意見書中，有一些建議特別針對她們，包括建議政府在推出及提

供財政和福利支援時，有關部門加強雙語(中文及英文)資訊及以少數族裔

語言發放訊息；及主動為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安排傳譯服務，以改善少

數族裔人士(特別是婦女)知悉這些措施和申請有關服務的機會。個別部門

已採取一些措施，例如勞工處聘用了專責服務少數族裔求職者的就業助

理及社會福利署在每區委派了指定職員就服務少數族裔人士方面提供內

部支援等3，但政府仍有迫切需要跟進平機會之前的建議，為部門在提供

傳譯服務上設定標準程序，以及加強為員工進行文化敏感度的訓練。 

 

                                                      
2
  立法會文件CB(2)551/16-17(01)號、CB(2)797/16-17(01)號、CB(2)1591/16-17(01)號、CB(2)1833/16-17(01)號

及CB(2)1125/17-18(01)號。 
3
 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2018 年)，“少數族裔人士對主要公共服

務的認知和滿意程度研究”，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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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服務 

 

9. 2016 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南亞裔住戶平均人數

(3.0人)高於全港平均值(2.7人)
4，巴基斯坦裔住戶的平均值更達至3.9人，

主因是他們普遍養育較多子女。在巴基斯坦裔住戶中，超過四份之一有

三名或以上的兒童。在這種處境下，很多巴基斯坦裔婦女只能長期留在

家中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無法參與自我增值和自助課程，例如由非政

府組織和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所開辦的語文班，亦較少外出接受

身體檢查和出席學校的家長會議等，更遑論求職就業。再加上文化禁忌

的顧慮下，不少巴基斯坦裔婦女甚少踏出家門或離開熟識的社群，因此

在接觸支援服務、衛生健康、法律保障、子女教育等各方面資訊的機會

均嚴重不足。托兒服務若能符合她們的宗教及文化要求，一些希望接觸

社區資源和增值自己的婦女便有其他選擇，安心暫時放下照顧子女的重

責，騰出幾小時參與有關課程或活動。因此，平機會建議增撥資源讓非

政府組織設立有關托兒服務，或在現有服務中就她們的宗教及文化要求

加以配合。 

 

建議：家庭糾紛、暴力和虐待 

 

10. 非政府組織多次向平機會反映他們接觸的少數族裔家庭暴力求助個

案數目近年不斷上升。在 2015 年 10 月，平機會曾於福利事務委員會轄

下的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建議社

會福利署有系統地紀錄及公布少數族裔家庭暴力個案數據，以助分析問

題性質和訂定適切的處理方案5。 

 

支援服務資訊 

 

11. 少數族裔受害者、高危人士和求助者所遇到的首要問題是缺乏援助服

務資訊，她們亦往往對個人權益、法例保障和有關程序等的認知度極為

薄弱，或充滿誤解。雖然社會福利署及相關單位已提供中英雙語和少數

                                                      
4
 政府統計處(2018 年)，“2016 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第 vii 頁。 

5
  立法會文件 CB(2)2172/14-15(02)號(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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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語文的服務介紹單張和在 24 小時社會福利署熱線服務提供少數族裔

語言選項，平機會相信很多少數族裔婦女根本不知道該熱線服務或可前

往社會福利署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求助。我們認為署方及服務單位須主

動配合少數族裔社群的特性進行外展，針對性地宣傳服務。例如不少來

自巴基斯坦鄉郊的婦女並不懂得或不習慣上網尋找資料，網上資訊對她

們而言效能有限；另一方面，尼泊爾裔婦女較積極參與社群活動，透過

支援服務中心等渠道接觸她們的效能會較高。 

 

輔導服務 

 

12. 當受害者、高危人士和求助者進入介入過程時，語言和文化障礙往往

構成很大困難。雖然服務提供者可安排傳譯員作出協助，我們明白經過

傳譯的敘事和輔導過程其實極不完整，當中細節和情感會嚴重流失，效

能大打折扣。無容置疑，在處理少數族裔家庭暴力個案上，引入熟識少

數族裔語言和文化的專業社工和輔助服務提供者是不能避免的。政府應

考慮招聘更多能操少數族裔語言的註冊社工和專業輔導人員，同時亦須

鼓勵各大專院校培訓具備少數族裔語言和文化背景的社工和與輔導人員，

以滿足服務需要。 

 

法律服務 

 

13. 對於基層少數族裔婦女，法律諮詢服務極為不足。當遇到嚴重家庭糾

紛時，少數族裔婦女或想就離婚、資產、子女管養或居留權等環節尋求

意見，卻不知向誰求助。平機會建議在上文提到針對少數族裔社群的外

展教育服務中亦應涵蓋法律諮詢服務。 

 

建議：為外籍家庭傭工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14. 外籍家庭傭工是本港最大的少數族裔婦女群體，為香港社會持續發展

作出很大貢獻。可是，她們的需要卻往往被忽視。在聘及持有有效簽證

的外籍家庭傭工固然可享用本地公共醫療設施，簽證失效後喪失享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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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亦無可厚非。但一旦外籍家庭傭工因不公平待遇遭解僱而作出申訴時，

她們或取得入境處酌情許可延長簽證留港助查，但不可受僱。平機會關

注的是她們亦不能享用受資助的醫療服務，對於患病或懷孕的申訴者，

缺乏醫療跟進可導致極嚴重的後果。因此，平機會建議讓正因勞資、歧

視或其他申訴或案件而滯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在僱傭合約中止後仍可享用

公共醫療服務。 

 

總結 

 

15. 識別少數族裔婦女社群的不同背景作出相應介入只是改善少數族裔

婦女處境的第一步，再加上種族、文化、語言等因素，跟進和解決方案

並不簡單。不過，只要具備合適的支援和制度，服務仍可有效滿足需要，

又同時顧及差異。因此，平機會促請政府加強支援所有為少數族裔社群

和外籍家庭傭工提供服務的部門和機構組織，提升服務效能，讓不同社

群（包括婦女）受惠。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零一八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