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放婦女勞動力 
建議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 

背景 

不論哪一個國家，人力資源都是重要的資產，對於香港這個欠缺天然資

源的地方來說，更是重要。 

本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可謂迫在眉睫，特區政府應該做的，就是積極應對，

包括在保障本地勞工就業的大前提下，作出長遠的人力資源發展規劃。 

政府推出《集思港益》- 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

件”)，本文乃為回應此文件，先討論有關勞動人口及就業空缺的情況，

然後集中討論如何吸引現有的婦女潛在勞動力重投工作。 

失業情況 

截至 2013 年 11 月，香港有 387 萬勞動人口，當中就業人口為 374 萬，

失業率為 3.3%，失業人口有 12 萬 7000 多，就業不足率 1.4%，就業不

足人數 55000 多人。 

就業空缺 

諮詢文件指出，2013 年 6 月，有幾個行業的職位空缺升幅特別顯著，建

築地盤上升 74.3%、資訊及通訊業上升 28.3%、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

業上升 20.3%，零售業則上升 17.8%。 

政府採用了百分率來展示職位空缺的增幅，看似大幅上升，但實際數字

並不如此嚇人。截至 2013 年 9 月，建造業地盤工人職位空缺與上年同

期相比，只增加了 380 個(職位空缺總數共 890 個)、運輸、倉庫及速遞

1 
 



 

服務業增加 100 個(共 3460 個)，零售業則增加 240 個(共 9190 個)；資

訊及通訊業增加數目較多，增加 870 個(共 3020 個)。而所有行業的職位

空缺，為 78 300 個。 

而上段所述行業同期的失業人數分別為 7 400、11 400、14 600、4000，

這反映失業人數多於職位空缺，即使部份行業人手相對緊張，也不代表

要以輸入外勞解決。尤其是建造業地盤工人，失業人數高達 7000 多人，

職位空缺只有 890 個。當局必須向公眾清楚解釋這個情況，而不是單純

附和坊間人手短缺的論述。 

表一：諮詢文件的提述與實質職位空缺、失業人數的比較 
《集思港益》人口政策

諮詢文件，有關勞工的

提述  

實際職位空缺數目  
(按年增加數目 ) 

2013 年 7-9 月  
失業人數  

「職位空缺數字按年

上升 9.9%至 77900 個」 
79 300(+8 840) 127 000 人  

「建築地盤上升

74.3%」  
890(+380) 7 400 人  

 
資訊及通訊業升

28.3% 
3 050(+670) 4 000 人  

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

業升 20.3 
4 100(+690) 11 400 人  

零售升 17.8% 8120(+1 220) 14 600 人  
 以上數字取自：2013

年 9 月就業及職位空

缺統計數字  
http://www.info.gov.
hk/gia/general/20130
9/23/P201309230694
.htm 

以上數字取自：

2013 年第 3 季綜

合住戶統計調查  
http://www.stati
stics.gov.hk/pub
/B10500012013
QQ02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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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勞動力人數可觀 

香港潛在勞動人口達 240 萬之多，當中女性潛在勞動人口超過 52 萬。

既然本港有大批寶貴的女性人手尚待開發，我們何不內尋，加多善用以

舒緩各行業的人力需求。我們相信只要有足夠的就業誘因，可以把潛在

勞動力轉化為社會所需的勞動力。以下集中分析何種因素阻礙了婦女投

入勞動市場，並討論政府應訂定何種政策，以吸引婦女就業。 

香港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低 

從表二可見，大部份 OECD 國家的女性勞動人口(只計算 15-64 歲，下

同)參與率，均達到 60-70%以上，美國有 67.6%、加拿大有 74.3%、一

些北歐國家如瑞典更達 77.9%、瑞士 77.2%，挪威也有 75.9%。 

反觀香港，我們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由 2000 年的 51.6%，攀爬到

2012 年才到 58.4%，比率比起較側重男主外女主內的日本(63.4%)還要

低！ 

為何本港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低？受到多個因素影響，而當中一個重要的

因素是本港工時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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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按選定年齡組別劃分的 OECD 國家婦女勞動參率  

As  a  pe rcen tage  of  the  female  popula t ion  in  each  age  group 

  
Women (15-64)  Youth  (15-24)  Pr ime age  (25-54)  Older  popula t ion  

(55-64)  

  2000 2007 2011 2012 2000 2007 2011 2012 2000 2007 2011 2012 2000 2007 2011 2012 

香港  51 .6  56 .6  57 .5  58 .4  45 .2  42 .6  35 .6  35 .9  63 .9  71  73.3  74  21.3  27 .2  32 .5  33 .8  

Aus t ra l ia  65 .4  69 .5  70 .5  70 .4  68 .9  69 .8  67 .7  66 .8  70 .5  74 .8  75 .7  75 .6  35 .6  48 .7  55 .0  55 .6  
Aus t r ia  61 .8  67 .8  69 .5  70 .3  50 .8  56 .7  55 .0  55 .3  76 .3  81 .1  83 .4  84 .3  17 .6  28 .9  33 .7  35 .0  
Belgium 56.6  60 .4  61 .1  61 .3  32 .6  31 .6  29 .8  27 .9  73 .2  78 .0  78 .7  79 .1  15 .8  27 .5  33 .0  34 .9  
Canada  70.4  74 .1  74 .2  74 .3  62 .9  66 .5  64 .4  63 .6  78 .5  82 .1  82 .1  82 .3  41 .4  53 .2  57 .5  58 .5  
Chi le  39 .1  44 .4  53 .9  54 .6  24 .2  24 .8  32 .0  31 .6  47 .3  54 .6  65 .5  65 .8  25 .5  33 .7  43 .2  46 .8  
Czech Republ ic  63 .7  61 .5  62 .2  63 .5  40 .6  26 .9  24 .2  25 .9  81 .8  80 .3  80 .4  80 .9  23 .7  35 .2  39 .4  41 .6  
Denmark 75.9  76 .4  76 .1  75 .8  68 .8  69 .1  67 .1  64 .0  84 .3  85 .3  84 .7  84 .9  48 .2  55 .1  58 .0  58 .9  
Es tonia  65 .3  68 .5  71 .4  71 .4  35 .4  32 .3  36 .8  38 .0  83 .5  83 .5  84 .7  83 .3  38 .5  60 .8  62 .9  64 .7  
F in land 72.1  73 .9  72 .7  73 .4  51 .1  53 .7  50 .6  51 .9  85 .0  85 .6  84 .4  84 .2  45 .2  58 .3  60 .5  62 .8  
France  62 .5  65 .2  66 .2  66 .7  32 .6  35 .0  34 .9  34 .5  78 .6  82 .3  83 .4  83 .4  28 .1  37 .8  41 .8  44 .8  
Germany  63.3  69 .4  71 .8  71 .7  48 .2  49 .0  50 .0  48 .1  76 .9  80 .6  82 .1  82 .2  33 .5  48 .9  56 .7  58 .0  
Greece  49 .7  54 .9  57 .5  58 .4  35 .4  27 .6  26 .6  27 .2  61 .7  69 .1  72 .7  73 .9  25 .5  28 .2  29 .7  29 .9  
Hungary  52 .6  55 .1  56 .8  58 .3  32 .5  21 .8  22 .1  23 .7  70 .5  73 .2  74 .3  76 .3  13 .3  27 .3  35 .2  34 .8  
Ice land a  83 .3  83 .6  82 .4  83 .3  73 .2  80 .1  75 .9  78 .8  88 .2  85 .4  85 .2  86 .1  76 .8  80 .7  79 .5  78 .6  
I re land 56.3  63 .5  62 .3  62 .2  49 .2  52 .7  41 .3  40 .9  65 .1  72 .2  71 .8  71 .7  27 .6  40 .8  46 .2  45 .7  
I s rae l b  56 .1  59 .4  60 .9  67 .1  35 .5  34 .1  32 .1  48 .6  68 .5  72 .0  74 .0  76 .9  37 .7  50 .3  54 .6  57 .6  
I ta ly  46 .3  50 .7  52 .2  54 .2  34 .3  25 .5  25 .2  26 .5  57 .9  64 .1  64 .6  66 .4  16 .1  23 .5  28 .9  32 .2  
Japan 59.6  61 .9  63 .0  63 .4  46 .6  44 .7  43 .3  42 .0  66 .5  70 .1  71 .6  72 .3  49 .7  52 .5  53 .7  54 .0  
Korea  52 .0  54 .8  54 .9  55 .2  37 .0  32 .7  30 .1  30 .9  57 .8  62 .0  62 .8  62 .8  48 .8  47 .6  48 .9  50 .2  
Luxembourg 51.7  58 .9  60 .7  62 .8  30 .6  22 .3  23 .4  24 .7  64 .9  74 .7  77 .1  79 .2  16 .8  29 .1  32 .1  35 .2  
Mexico  41.0  45 .3  45 .9  47 .8  36 .3  34 .1  33 .0  34 .1  45 .4  52 .6  53 .7  55 .8  28 .0  32 .9  34 .9  37 .8  
Ne ther lands  65 .2  70 .4  73 .1  74 .3  70 .0  69 .4  69 .9  71 .4  72 .7  79 .9  81 .9  82 .4  25 .9  38 .9  48 .4  51 .3  
New Zealand 67.2  71 .6  72 .2  72 .5  59 .5  62 .2  57 .6  58 .0  73 .5  76 .6  77 .8  77 .7  47 .8  64 .0  69 .8  71 .1  
Norway a  76 .5  75 .9  75 .8  75 .9  61 .8  60 .3  56 .9  58 .2  83 .5  84 .0  84 .3  84 .0  61 .6  64 .6  66 .9  67 .5  
Po land 59.9  56 .5  58 .9  59 .7  34 .8  29 .3  28 .1  28 .4  76 .5  75 .6  78 .6  79 .1  23 .7  20 .6  29 .0  31 .3  
Por tuga l  63 .8  68 .8  69 .8  70 .1  40 .8  38 .4  36 .4  35 .5  77 .4  82 .8  84 .5  85 .1  41 .9  46 .7  46 .5  47 .0  
S lovak Republ ic  63 .2  60 .7  61 .0  61 .7  42 .6  30 .1  22 .8  23 .6  82 .9  80 .5  80 .4  80 .3  10 .7  23 .3  34 .6  38 .0  
S lovenia  . .  66 .6  66 .5  66 .9  . .  35 .4  32 .3  30 .0  . .  87 .3  88 .4  89 .1  . .  23 .1  23 .7  26 .5  
Spain a  52 .9  62 .3  67 .9  68 .8  43 .3  47 .4  43 .1  41 .1  62 .8  72 .7  79 .3  80 .6  22 .6  32 .5  41 .7  43 .8  
Sweden a  76 .4  76 .8  77 .4  77 .9  51 .2  52 .6  52 .7  53 .4  85 .6  87 .1  87 .3  87 .6  65 .9  69 .6  72 .3  73 .1  
Swi tze r land 71.7  75 .0  76 .7  77 .2  66 .3  64 .5  67 .0  65 .4  78 .0  81 .9  83 .4  84 .1  51 .5  60 .3  62 .1  63 .5  
Turkey  28.0  25 .7  31 .5  32 .3  28 .1  24 .4  26 .8  25 .9  28 .9  28 .0  35 .7  37 .3  21 .6  14 .8  18 .2  18 .3  
Uni ted  
Kingdom a  68 .9  69 .8  70 .4  71 .0  65 .7  62 .7  59 .7  60 .4  76 .2  77 .6  79 .0  79 .0  42 .5  49 .9  51 .0  53 .1  
Uni ted  S ta tes a  70 .7  69 .1  67 .8  67 .6  63 .0  57 .2  53 .3  53 .2  76 .7  75 .4  74 .7  74 .5  51 .9  58 .3  59 .5  59 .4  
OECD c  59 .1  60 .9  61 .8  62 .3  46 .5  44 .4  43 .1  43 .2  67 .9  70 .1  71 .2  71 .7  38 .3  45 .3  48 .5  49 .7  
Braz i l  . .  62 .8  60 .8  . .  . .  54 .7  50 .8  . .  . .  70 .2  69 .1  . .  . .  40 .6  38 .4  . .  
Russ ian  Fed.  65 .7  69 .2  68 .1  68 .2  39 .4  36 .0  36 .7  35 .1  84 .7  86 .6  86 .3  86 .7  27 .7  44 .2  40 .1  40 .0  
South  Afr ica  . .  50 .8  47 .9  48 .3  . .  26 .6  23 .3  22 .9  . .  66 .2  63 .4  64 .1  . .  33 .3  31 .4  32 .1  

a )  T h e  l o w e r  ag e  l i mi t  i s  16  i n s t e ad  o f  15  f o r  I c e l and  up  t o  2 008 ,  I t a l y  a f t e r  20 09 ,  Nor w a y  u p  to  2 00 5  and  S w ed en  up  to  2 006 .  

b )  R a t i o s  a r e  u nd e r - e s t i ma t e d  p r i o r  t o  201 2 .  S e e  d e t a i l s  i n  t he  P D F  re p o r t ed  b e l o w.  

c )  We i g h t e d  av e r ag e .  

S ou rc e  and  de f i n i t i o ns :   OE C D  O n l i n e  Em p lo y m en t  Da t ab as e :  w w w .oe c d .o rg / e mp loy m e n t / da tab ase  a nd   
w w . oe c d .o r g / e l s / e mp / l f sno t e s _s ou rc e s .p d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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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過長 婦女照顧子女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早於 1930 年已制訂規

管最高工作時數的國際公約，而多個國家亦已簽署及落實公約的條款 1，

包括香港鄰近地區，如中國內地、台灣及新加坡等地。 

然而，香港欠缺標準工時立法，打工仔女工時長、工資低、而且沒有超

時工資(補水)。去年台灣勞工委員會做了一個各國的全年工時研究，結

果顯示香港工時全年 2392 小時，是第二長工時的地方，但香港的時薪，

卻只有 10.6 美元(82 港元)，排第二低位，而排首位的德國，有 40.1 美

元(313 港元)。 

現時法例規定 11 歲以下兒童不能獨留家中，但工時超長，婦女若外出

工作，小朋友放學後，則不能照顧他們，這些母親要被迫留在家中照料

子女了。 

《2013 年第一季經濟報告》的專題文章〈港的潛在勞動人口〉就證明了

這個事實。文章指香港有 240 萬的潛在勞動力。其中年齡介乎於 30-59

的婦女約有 52 萬。這些婦女大多數是已婚(91%)、與子女同住(82%)以

及沒有外藉家庭傭工(92%)，換言之，這批婦女是因為照顧家庭、子女

而不能投身工作。 

反觀一些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高的國家，工時則短得多，2012 年日本全

年工時 1745、加拿大 1710、美國 1790、瑞典 1621、挪威 1420，韓國

2011 年也只有 2090。 

1 國際勞動公約 C30 的工時規範是每星期 48 小時及每日 8 小時；若超時工作，每日工

作時數不應超過 10 小時，而超時工作的薪酬，則以平時工資乘以 1.25 倍計算。於 1935
年，因失業問題嚴重，國際勞工組織通過 C40 四十小時工作周公約，將每星期的工作時

數減至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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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香港不論是保安、飲食或零售的全職工作，都是每天起碼 12

小時，而且開鋪前、開鋪後的工作時數，也不計算在內，加上這些職位

許多都只是按勞工法例每周放一天休息日，婦女很難在如此長的工作時

間騰出時間照顧子女。 

工資低 難以聘用傭工照顧家庭成員 

過去十年，所有行業的工資增長約一成，但個別行業增幅不到一成，包

括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指數只增加 8.6、住宿及膳食服務只有 9.1，

運輸服務業的實際工資指數，更是不升反降，見下表。 

表三：按行業主類劃分的實質工資指數數列   (1992年9月=100) 

行業  2004 年 9 月  2013 年 9 月  增減  
製造   116.2 119.3 +3.1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  122.1 130.7 +8.6 
運輸服務業   114.9 113.3 -1.6 
住宿及膳食服務活動 (即酒

店、酒樓食肆、快餐店 ) 
100.4 109.5 +9.1 

金融及保險活動  131.0 136.4 +5.4 
地產租賃及保養管理  120.0 141.0 +21 
專業及商業服務  111.1 135.2 +24.1 
個人服務 (汽車及電單車維

修服務、美容及美體護理 ) 
129.7 161.9 +32.2 

所有行業  115.7 127.4 +11.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工資及薪金總額按季統計報告 2013 年 9 月》 

薪金升幅不足一成，但租金卻大幅上升。2004 年少於 40 平方米的私人

住宅細單位，租金指數由 75.5 上升至 2013 年的 163.6，升幅一倍有多。

工資增長完全追不上。但輪候公屋的所需時間，又越來越長，因此，廣

大市民的生活，尤其是基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因為租金的上升而被迫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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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夫妻兩人均外出工作，他們的收入也只是追租金、追通帳，未必能

有足夠的金錢托兒，遑論聘用外籍傭工；因此，妻子選擇／被迫留在家

中照顧長輩和子女。 

托兒服務不足 欠家庭友善政策 

挪威財務部部長在 2012年第四季OECD Observer提到，他們勞動力中，

有 83%母親的子女都是年紀很小的。為何挪威的婦女勞動力那麼高？子

女雖然年幼，卻都願出來工作？原因不外乎是托兒配套做得好。當地 1

至 5 歲的小朋友，90%都放在日間托兒中心，人數有 280 000。當然，

這個北歐國家還有許多家庭友善政策，協助父母照顧子女，例如有薪照

顧患病子女的假期；子女 12 歲以下，父母有權申請做半職。 

反觀香港，只有負擔得起的家庭，聘用傭工照顧老幼，如聘請不起的話，

多由婦女照顧。兒童放學的時間在下午 3 至 6 時，婦女若外出工作，往

往要傍晚 7 至 8 時才能回到家中，期間數個小時，子女乏人照料。婦女

往往就因為這數小時而不能外出工作。 

建議  

強化幼老照顧服務 

「所得」與「成本」是不少已婚婦女衡量應否投入就業市場的要素，如

果外出就業所得較需付出的成本為高，這些女性就會選擇就業。所謂「成

本」，金錢方面要考慮，也還包含了對家庭照顧的元素。不少家庭主婦

都身負照顧年幼子女及／或家中長者的責任，如要外出工作，就必先解

決如何照顧家人的問題。較富有的家庭可以聘請外地傭工協助照顧的工

作，但對於基層家庭的婦女來說，外出工作的成本太大了，她們根本負

擔不起聘請外傭的開支，於是唯有放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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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推動這些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就必須提供足夠的支援和配套措施，

讓她們無後顧之憂，可在職場上有發揮的空間。 

就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增撥資源於強化社區老幼照顧服務，並以「便

宜、專業、可靠」作為提供服務的基本原則。 

針對托兒服務名額長期不足及缺乏彈性的情況，加大力度發展家居保母

實為不二之選。發展家居保母既可為一些母親提供在家工作，幫補家計

的機會，同時又可透過她們的協助，釋放更多其他潛在的婦女勞動力，

達到事半功倍之效。這裡提及的家居保母是以僱傭關係聘用的職位，故

須符合«最低工資條例»的保障，此乃不同於現行的「鄰里支援幼兒照顧

計劃」，以鄰里互助為基礎；其次，家居保母的供應量必須足夠應付實

際需求，並涵蓋所有年齡層的兒童。 

特區政府應帶頭推動婦女參與居家工作，把社區保母轉為常規化的家居

托管服務。台灣現行的「全國社區保母」服務乃一值得參考的例子，其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兒童局，委托非牟利組織辦理保母基礎培訓、媒合、

後續輔導管理等，為家長與保母搭起供需的橋樑。現時台灣有 22 個直

轄市、縣(市)政府共計輔導 66 個社區保母系統，父母可以透過網上「全

國社區保母系統」找尋合適的人選。 

另一方面，完善兒童課餘托管、托兒／長者中心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也

是必要的。現時坊間兒童課餘托管、托兒／長者中心及長者社區照顧服

務的質素良莠不齊，而且名額有限，部分服務的輪候時間過長，服務時

間又不足，更有些收費高昂，一般低收入家庭未必負擔得起。有鑑於此，

我們除了促請政府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在職父母托兒津貼」外，還建

議開辦更多收費水平低的兒童課餘托管、公立托兒／長者中心及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以增加有關受惠人數，縮短輪候時間。為彈性地配合全職

婦女外出工作的時間，該些服務應為每天提供，並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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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些兒童課餘托管、托兒／長者中心的位置應盡可能分散各區，

而鄰近職業訓練場地亦應設有有關服務，以方便婦女工作及培訓期間接

送子女及長者。 

其實加強老幼照顧服務不但不會增加政府支出，反而有助消除婦女投入

職場的障礙，間接減低貧窮家庭對綜援／低收入津貼的依賴，實值得政

府進一步開拓。 

透過社企模式帶動婦女於社區就業 

有鑒於基層婦女多希望能在就近居住地區工作，以節省交通時間及費用，

並能方便照顧子女，特區政府可考慮於各區內大力發展具靈活性和多元

化的就業職位。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提供資助和場地配套予

非牟利機構，使其可於社區內開辦多類型的社會企業，如提供竉物美容、

理髮、兒童照顧等服務，一方面讓已獲有關技能的婦女發揮一技之長，

另一方面亦可讓未獲技能的婦女有更多接受培訓和實習的機會，提升其

工作能力，為將來的事業鋪路。 

社企的提供培訓和實習的時間，必須具有彈性，讓婦女在子女年幼時可

選擇於社企工作，積累經驗；及至子女長大後，她們便可憑著有關經驗

往外尋覓其他相類的職位，減低因長時間離開職場而衍生的心理障礙、

或與社會脫節等問題，亦可為有關行業提供更多合適人手。 

為配合再培訓計劃及鼓勵就業，工聯會早於 2008 年就開辦了社企，提

供保健按摩、家務助理、車衣等服務，既可創造婦女就業職位，同時亦

可為正在接受培訓的學員提供實習機會，以提升就業競爭力和技術水平，

成效可見。 

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要增進女性的勞動參與，除了需要有性別平等的就業環境，還需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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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友善政策作配合，為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提供方便，從而提高其

就業意欲。有關措施包括：推動部分工時及彈性工時模式或工作地點；

以及增加便利婦女就業的假期，如侍產假、生理假、育兒假、家庭照顧

假、親職假等。 

以其他國家／地區為例：美國早於 90 年代初已通過「家庭醫療休假法

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賦予擁有准假資格的員工可獲 12

個星期職位保護的無薪休假，以便有需要的員工作為生產、領養子女，

或與親生子女或領養子女培養感情，或是照顧有嚴重健康情況的子女或

父母的休假。在瑞典、挪威和丹麥等北歐國家，政府提供父母在新生兒

出生 12 個月內，可享有帶職帶薪的育嬰假，甚至補貼家庭育兒的支出，

為婦女提供了有利的就業條件，故該些地區的女性就業率能長期處於高

位。又如鄰近的新加坡，有薪產假最長達 16 周，同時設有有薪侍產假，

並增設有薪親職假照顧嬰兒。 

反觀香港，在這方面的僱員權益遠遠落後於不少地區。就此，我們建議

當在職婦女面對家事、生理及進修需要時，鼓勵企業作出彈性處理；同

時，特區政府應檢討現行有關便利婦女就業的假期安排，如立法訂定 7

天侍產假，讓男性僱員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兒，參與家居事務；以及修訂

《僱傭條例》落實全薪產假和延長產假周數等。透過積極推動家庭友善

政策，減輕雙職婦女外出工作的壓力。 

立法保障兼職和臨時工僱員的權益 

礙於家庭責任的限制，不少婦女只可擔任臨時工、兼職及非技術人員等

僱傭關係不穩定及低薪的工作，例如清潔工、保安員、連鎖快餐店侍應

及超市收銀員等，她們除了面對工種選擇少的問題外，還往往陷於缺乏

勞工保障及遭嚴重剝削的困局。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早於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2 月期間，已就香港婦女的就業情況進行過調查，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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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 76.5%受訪者認為僱主應為兼職僱員提供勞工保障，亦有 79%受

訪者贊成按兼職僱員工作時數計算，給予他們與全職僱員相同的勞工保

障項目；受訪者普遍認同這批僱員的合理勞工權益應該受到維護。可惜，

時至今天，法例仍未加強相關保障。 

為了鼓勵更多婦女投入職場，以及讓從事有關性質工作的雙職婦女獲得

基本的勞動權益，我們認為長遠應取消《僱傭條例》有關「4118」連續

性合約的規定，而在未達至這個目標之前，則應以「4072」取代之，不

足「4072」者需按比例計算僱傭福利。 

實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盡快立法制訂標準工時 

部分家庭主婦之所以沒有考慮投入職場，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乃在於現時

的工資水平並不吸引。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外出就業所得較需付出的成

本為高，這些女性就會選擇就業。然而，除了支援配套不足外，現時僱

員權益方面的保障也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礙於學歷和經驗不足，以及需要配合照顧子女的時間，基層婦女在選擇

工作時往往受到一定限制，當中不少人只能擔任低薪職位，賺取最低工

資。可惜，最低工資兩年才檢討一次，有關水平在實施時已出現滯後的

問題，甚至連物價的增幅也追趕不上，那又如何吸引婦女工作？ 

由於不少婦女需要照顧家庭，即使部分人能應付全職工作，亦難以長時

間無償加班，破壞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為了確保婦女就業的穩定性及

強化就業誘因，工聯會認為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是必須的，同時亦需立法

制訂標準工時，讓超時工作的僱員獲經濟補償 1.5 倍，以提供更多僱員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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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職業訓練及增加進修機會 

職業訓練和進修不單是提升婦女就業能力的工具，同時也是建立信心的

法寶，有助她們更快地投入和適應職場環境。我們建議培訓機構妥善規

劃有關的職業訓練計劃，並配合婦女家庭生活作息來設計課程；同時，

政府應訂定鼓勵婦女參加職訓的優惠措施，以及為她們提供如「學券」

形式的進修津貼，減輕因進修而增加的經濟負擔；亦有需要完善現行的

持續進修基金，包括加大資助金額、延長使用年期和擴大課程的涵蓋面

等。 

現時，政府為 15 至 24 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少年推行「展

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培訓機構的通力合作，提供全面的

求職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幫助青少年認識自

我和職業志向，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其實，展翅的設計模式亦

同樣適用於本港的婦女勞動力，特區政府可加以參考，並制訂與其相類

的計劃，藉著職業訓練，強化婦女的就業競爭力。 

建立針對性的勞動市場資訊諮詢及輔導服務 

部分從未就業或離開就業市場很久的婦女，雖有心重返勞動市場，但常

因心理因素而受到限制，如缺乏信心、不安、無從入手等，又或欠缺相

關資訊和渠道，以致未有進一步行動。 

為協助她們克服這方面的就業障礙，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強化婦女的就業輔導，以提升其適應職場環境的能力，並降低憂慮

等不良心理因素；二是與其他民間團體和企業合作，積極推動建構就業

諮詢網絡，提供相關資源，同時結合個案管理機制和配對服務，鼓勵僱

主僱用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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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歧視條例》的實施情況及擴大其保障範圍 

不少婦女在年青時因要照顧家庭，窒礙了她們外出工作；及至子女長大，

即使她們願意重投職場，卻不時受到各方面的歧視及市場惡性競爭的重

重障礙。 

在 2010 年，婦女事務委員會曾進行一項關於婦女就業地位的調查，結

果顯示，七成受訪者認為，女性在職場上受到性別歧視的情況普遍；七

成三人認為有僱主不選擇聘請孕婦；七成二人認為仍有僱主不聘用因需

要照顧家人而不能加班的婦女；另有三成六已婚或同居女性在離開職場

後，重投社會工作的職級比以往差，四成更表示薪酬不及從前；逾七成

人認為在年齡或能力相若的情況下，男性較女性有更佳晉升機會。 

為此，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把年齡歧視納入《歧視條例》的保障範圍內，

並應加強執法，以及檢討現行《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的實施情況，加強婦女免受歧視的法律保障。 

提供就業支援津貼 

對於不少基層婦女而言，一些適合她們參與的工作，工資水平往往只是

與最低工資相約，因為她們每天只會兼職數小時，在考慮到工作時段及

工作地點後，人工並不吸引，故此她們寧願賺少一點，選擇留在家中照

顧子女和處理家務，實不利於增加勞動市場的人手供應。在此情況下，

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一些鼓勵性的獎勵計劃，如擴大「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計劃」的受惠範圍及申請彈性，以及提供津貼，好讓在「不受歡迎工作

時段」工作的婦女申請等，藉以提高她們投入就業市場的動力。 

檢討學歷認證機制 

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在 2012 年，共有 54 646 名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當中以婦女為主，25 至 64 歲的新來港婦女佔總新來港人數約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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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即近 3 萬人。若把 2008 年至 2012 年的相關人數加起來，總數

則超過 12 萬。然而，這些婦女礙於言語不通、學歷不足或不被認可，

以及欠缺在港工作的經驗等因素影響，以致尋找工作時困難重重。不少

新來港婦女正因為無法覓得合適工作來增加收入，反被逼留在家中，依

賴丈夫微薄的入息或子女綜援來維持生計，經濟負擔沉重。 

其實新來港婦女的教育程度在過去數年已有改善，但礙於其在內地的學

歷和工作經驗無法在港獲得認可，以致錯失許多機會。就著這些婦女的

需要，我們認為政府除了需提供適切的再培訓課程外，更需要完善相關

的就業支援配套，才能幫助她們投入本港的就業市場，當中包括檢討現

行的學歷認證機制，研究學歷和經驗互通的可行性，好讓這批人力資源

的已有知識和經驗不會被浪費。 

加強宣傳兩性平等觀念及建立家庭成員共同承擔家庭責任的社會文

化 

中國傳統乃父權社會，以男性為中心，婚後的男女分工甚為明顯，主張

「男主外，女主內」，女性被規範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限制了她們在

職場上的發展。這種傳統的性別定型和家庭觀念對現今社會依然帶來一

定影響，不少婦女因受著家庭責任的枷鎖而窒礙了外出工作的可能。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2012 年公布了一項有關「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

響」研究報告，當中指出不論任何年紀及階層的受訪男性，都受傳統的

規範影響，認為他們必須有經濟上照顧家庭的能力，並要比身邊的女伴

成功；同時，他們仍期望女性擁有傳統「三從四德」的特質。由於很多

男性都持有「女主內」的觀念，覺得家務是女人的事，所以即使不同意，

亦不會在這方面多加意見；而在就業等涉及「在外」的事情上，男性在

意見上的表達則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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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隨著時代變遷與經濟轉型，有關的傳統觀念已不完全適用於現今社

會，特區政府應加強宣傳兩性平等的價值，並建立家庭成員共同承擔家

庭責任的社會文化，以打破傳統性別和家庭觀念對勞動市場的限制，鼓

勵更多女性加入職場。 

深入研究女性勞工退出就業市場的原因 

其實影響婦女是否投入就業市場的原因很多，當中的顧慮可是複雜的， 

故除了上述各項建議外，政府有必要作出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並透過

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生育情況、家庭背景及未參與勞動原因等

因素進行分析，以深入評估和了解女性勞工退出或無法進入就業市場的

真正原因，從而對症下藥，制訂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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