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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CB(2)3104/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增強婦女能力增強婦女能力增強婦女能力增強婦女能力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跟進社區組織在㆓○○㆕年㆕月十㆔日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會議㆖所提出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福利事務委員會在㆓○○㆕年㆕月十㆔日舉行會議，審議政府

提交的《增強婦女能力》文件，席㆖委員聽取了 11 個組織的代表講述本

港婦女面對的種種困難。委員請政府考慮代表所提出的關注事項，並在

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完結前向委員會提交文件回應有關意見。

社區組織的主要關注事項社區組織的主要關注事項社區組織的主要關注事項社區組織的主要關注事項

3. 社區組織代表主要提出的關注事項撮錄於附件。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4. 政府在教育、就業、培訓、健康、福利及其他範圍㆖已作出很

大的努力，不過社會㆖對女性仍存在㆒些障礙，使她們未能盡展所長，

或阻礙她們參與社會事務。在職婦女需要承受工作和照顧家庭的雙重壓

力。失業婦女，尤其以㆗年和學歷低的婦女，她們與相同背景的男性㆒

樣難以覓得工作及提升就業技能。㆒些處於逆境的婦女也需要援手讓她

們自力更生。家庭暴力事件的增加須各方面正視，而女性(特別是基層婦

女)參與諮詢和法定組織的㆟數也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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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對男女在家庭、就業和社會㆖的能力和角色，也存有成

見和誤解。全球逐步趨向㆒體化、科技迅速發展和本港經濟轉型，對婦

女以至整個社會都帶來更多挑戰和機遇。

6. 政府十分關注這些方面的發展，並且不斷致力改善有關情況。

為了協助本港的婦女應付挑戰，我們需要制訂切合婦女所需的策略，以

增強她們的能力。婦女事務委員會深明此理，認為應從兩方面增強婦女

的能力，即在個㆟層面㆖提升婦女的能力，以及締造有利婦女盡展所長

的社會環境。

7. 要建立有利婦女發展的環境，社會各界必須清楚認識婦女的需

要，顧及她們所關注的事項。由於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對婦女的福祉有深

遠影響，因此在制訂和檢討政策、措施和法例時，當局需照顧婦女的需

要，並從婦女的角度考慮問題。無論在推行和評估政策、措施和法例的

任何階段，都應注意這些事項對婦女的影響。婦女事務委員會已制訂性

別觀點主流化檢視清單，作分析工具之用。這份檢視清單已在幾個政策

範疇試行，現正逐步推展至不同的範疇。我們又為公務員提供性別課題

訓練，藉以加深他們對性別課題的認識；現正製作培訓資料套，供更多

公務員使用。此外，各政策局和部門都已指派㆒名首長級㆟員在政策局

內及部門內協助推廣性別觀點主流化；我們正制訂評估機制，並歡迎學

者和非政府機構提出意見和建議。

8. 在個㆟層面㆖提升婦女能力工作方面，婦女事務委員會與香港

公開大學、商業電台和超過 60 個非政府機構合辦「自在㆟生自學計劃」

(自學計劃)。這是㆒項靈活的大型學習計劃，旨在鼓勵和推動婦女持續進

修，協助她們全面提升個㆟才能和生活技能，使她們能夠更妥善㆞裝備

自己，應付㆟生的種種挑戰和盡展所長。婦女事務委員會正與協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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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合作，參考社區團體在早前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和在其他場合提

出的意見，改善自學計劃的安排。

9. 社會㆟士對婦女固有的觀念、角色定型和成見，往往對她們造

成壓力和窒礙她們的發展。倘若我們不設法改變這種情況，政府和婦女

事務委員會推廣的性別觀點主流化和增強婦女能力措施亦難以奏效。為

處理這個問題，我們推行了㆒個大型的傳媒宣傳計劃，內容包括電視劇

集、電台清談節目和政府宣傳短片／聲帶，以加深公眾對性別課題的關

注和減少對性別定型的概念。

10. 不過，公眾教育活動所能做的始終有限。我們自小便受社會影

響，對兩性存在既定觀念。傳媒，有時甚至婦女本身，更不斷塑造和強

化這些女性形象。要消除性別成見，家長、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界必須

手合作，才會收到成效。

11. 社區團體建議推動更多女性參與諮詢和法定組織。就此，政府

會積極接觸、物色和栽培既能幹又願意加入這些組織的婦女。我們正致

力招募更多女性加入與㆞區事務或社區服務有關的諮詢和法定組織。舉

例來說，分區委員會的女性委員㆟數已有所增加，佔總委員㆟數的

24.5%，其㆗很多成員是來自基層的婦女。我們會繼續努力鼓勵更多女性

參與這類組織，以及其他諮詢和法定組織。

12. 有團體對非技術工㆟(當㆗很多為女性)的工資水平表示關注。

要改善她們的生活，長遠的解決方法是提升她們的就業或增加入息的能

力。婦女如想提升技能和教育程度，可通過多種資助教育計劃進修，例

如參與由非政府機構按「成㆟教育課程資助計劃」而提供的單元課程；

參與「技能提升計劃」㆗㆓十個行業的技能訓練課程；透過持續進修基

金的資助，參與僱員再培訓局的再培訓課程，以及參與「毅進計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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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為㆗學畢業生及成年學員而設立的銜接課程)的學員如合符資格，

可申請退還學費。

13. 此外，當局亦在多項公共服務增設臨時職位，同時又實施特別

就業措施以幫助低技術工㆟。

14. ㆒些社區組織倡議成立婦女合作社，幫助婦女達致經濟自主。

某些社區組織曾協助和推動婦女成立合作社。政府已成立社區投資共享

基金，為有助建立社會資本的計劃提供種子基金。該基金亦有支持合作

社的計劃。在適當的情況㆘，政府亦準備考慮如何進㆒步促進合作社的

持續發展。婦女事務委員會對這個構思也甚感興趣，並且樂意與有興趣

參加的組織交流意見，作進㆒步探討。

15. 在打擊家庭暴力方面，政府和婦女事務委員會均採取「零度容

忍」的立場。政府已加強跨專業和跨界別的合作，為受害㆟及其家㆟提

供更佳的支援服務，包括改善程序指引、加強對專業㆟士的培訓、提高

員工的性別意識等。此外，政府已委託機構進行研究，以確定發生虐兒

和虐偶的比率，找出能有效預防和介入家庭暴力的方法。該研究將為預

早識別虐兒和虐偶情況，制訂評估工具。政府會㆒如部分社區組織的建

議，檢討《家庭暴力條例》，並參考這些組織的意見及有待研究結果和

建議，探討條例可作改善之處。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正研究與不同界別在

其他範疇協作，宣揚性別意識、社會凝聚力和互助的訊息，藉以解決家

庭暴力和婦女面對的其他問題。

16. 殘疾婦女使用公共設施(如公共健康診所)的問題，也引起㆒些

婦女組織的關注。政府正修訂《建築物條例》及設計手冊，加強對建築

物通道的規定，以照顧殘疾㆟士的需要； 生署更會考慮加強培訓前線

員工，以便協助殘疾婦女使用母嬰健康院和婦女健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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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後，我們重申各界建立伙伴關係和互相協作的重要性。當局

及社會各方面都已作出很大努力，但仍有很多工作有待展開。婦女團

體、非政府機構、政府、學者及社區組織須 手合作，促進婦女的權益

和福祉。此舉有助產生協同效用，為婦女帶來更大的利益，及對社會作

更深遠的影響。婦女事務委員會已制訂與社會團體協作的綱領，並會舉

辦定期探訪、公開論壇、專題交流會及其他各類活動，與婦女組織和社

會團體緊密溝通。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會㆒如部分婦女組織的建議，就婦

女服務和事務擔當資訊樞紐的角色。委員會正把多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制定指南，並㆖載委員會的網頁。委員會將會繼續發展其網站，以便建

立婦女資訊和婦女事務資料庫，以及促進婦女之間的交流。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

**********************

生福利及食物局

㆓○○㆕年七月十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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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㆓○○㆕年㆕月十㆔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㆓○○㆕年㆕月十㆔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㆓○○㆕年㆕月十㆔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㆓○○㆕年㆕月十㆔日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社區組織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摘要社區組織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摘要社區組織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摘要社區組織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摘要

A.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a) ㆗年和基層婦女受到年齡與性別歧視，加㆖須要照顧家㆟，求

職時遇到困難；

(b) 沒有最低工資保障、以散工方式工作、工作時間長，以及缺乏

退休和僱傭保障；

(c) 家庭主婦並無退休保障。

B.      營商營商營商營商

(a) 須與大機構激烈競爭、集資和融資困難、合作社法例過時和政

府支援不足等，因此難以藉 成立合作社來增強婦女能力。

C.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a) 需要增加婦女接受成㆟教育、資訊科技訓練、職業訓練和再培

訓的機會；

(b) ㆖課時間、訓練㆗心㆞點和訓練課程費用窒礙婦女持續進修，

尤以家庭主婦和基層婦女為然。

D.      福利支援福利支援福利支援福利支援

(a) 對新來港㆟士的支援不足(例如︰居港不足七年的新來港㆟士
沒有資格領取社會保障福利)；

(b) 需要檢討法例和加強執法，以減少家庭暴力事件。

E.      參與社會事務參與社會事務參與社會事務參與社會事務

(a) 目前的委任制度往往偏向委任商界或㆗產階層婦女為諮詢及法

定組織成員；

(b) 需要鼓勵和推動更多基層婦女參與制訂政策。

F.       支援殘疾婦女支援殘疾婦女支援殘疾婦女支援殘疾婦女

(a) 需要改善通道，方便殘疾婦女使用公共服務(例如診所)，同時
要提高前線㆟員對殘疾婦女需要的認知；

(b) 需要讓殘疾婦女接受主流教育。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