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女事務委員會 

公眾對性別議題的觀感調查 

調查結果 

I.  背景 

1.  婦女事務委員會（婦委會）委託顧問公司在  2009 年  1 月至  2 
月期間，就公眾對性別議題的觀念進行電話問卷調查，調查內 

容包括性別定型問題的嚴重性、妨礙女性發揮潛能的因素、以 

及在制訂政策時需考慮女性的需要及觀點（即性別觀點主流 

化）等。調查成功訪問了  1,530  名  15  歲或以上人士（53.5% 
女性；46.5%男性）。 

II.  調查結果 

A.  整體性別定型狀況 

2.  社會上對性別的觀念： 

  50.1% 1 非 常 同 意 及 很 同 意 「 女 性 應 該 重 視 家 庭 多 於 事 

業」。 

  33.2%非常同意及同意「男性比女性更了解政治」。 

  16.7%非常同意及同意「女性作重要決定的時候，比男性 

差勁」。 

3.  有關兩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93.9% 非 常 同 意 及 很 同 意 「 父 母 有 相 同 管 教 子 女 的 責 

任」。 

  85.9%非常同意及很同意「男性和女性對家庭都有共同的 

責任，家庭工作應該平均分工」。 

  26.0%非常不同意及很不同意「丈夫留在家中，太太外出 

1 本文內的所有數據已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資料，就香港人口的性別和年齡分佈而作 

「加權處理」，藉以反映香港 15 歲或以上整體人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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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賺錢養家，是沒有問題」。 

  19.1%非常同意及很同意「照顧子女的日常生活是媽媽的 

工作，不是爸爸的工作」。 

  6.2%非常同意及同意「雖然太太要上班，下班後也應該做 

家務」。 

 在「父母有相同管教子女的責任」和「男性和女性對家庭 

都有共同的責任，家庭工作應該平均分工」方面，受訪者 

的回應與現實有一定的落差。根據政府統計處有關香港女 

性及男性運用時間模式及其參與社會活動模式調查，以及 

其他類似的本地調查，女性用於照顧家庭或其他與家庭相 

關的事務的時間遠比男性長。這反映公眾觀點和實際情況 

有時候會出現落差。 

4.  在工作與社會參與方面： 

  7.8%非常不同意及不同意「香港應該有更多女性擔任社區 

或團體的領袖」。 

  25.3%非 常 同 意 及 很 同 意 「 女 性 不 應 該 做 傳 統 男 性 的 工 

作」。 

  14.6%非 常 同 意 及 很 同 意 「 男 性 不 應 該 做 傳 統 女 性 的 工 

作」。 

5.  在職場上對工種的性別觀念： 

 就傳統上被視為男性的工作而言，分别有  40.4%、33.6% 
和  28.3%，完全不接受女性及不接受女性擔任建築工人、 

消防員和電器技工。 

 完全不接受女性及不接受女性擔任飛機師、酒家廚師和巴 

士 司 機 的 百 分 比 則 相 對 較 少 ， 分 别 為  14.4%、 12.3%和 
6.0%。 

 完全不接受女性及不接受女性擔任投資顧問和行政總裁的 

百分比則很少，分别為 1.3%和 4.1%。 

 就傳統上被視為女性的工作而言，完全不接受男性及不接 

受男性擔任家務助理（家庭傭工）和幼兒園教師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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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為 38.1%和 22.2%。 

 完全不接受男性及不接受男性擔任秘書和護士的百分比則 

分别為 14.1%和 6.2%。 

 這 些 結 果 反 映 不 少 人 仍 然 認 為 一 些 對體 力 ／ 體 能 需 求 較 

大 ， 或 需 要 傳 統 上 是 男 性 主 導 的 技 能工 作 ， 應 由 男 性 擔 

任 。 而 與 家 庭 相 關 、 教 育 小 朋 友 的 工作 ， 則 應 由 女 性 擔 

任。 

 相 反 ， 一 些 文 職 工 種 ， 縱 使 屬 較 高 職位 或 對 學 歷 要 求 較 

高，大部份人都接受男女均可勝任。 

6.  在教育和選科方面： 

  12.3%非常同意及同意「同意男生應該唸理科，女生應該 

唸文科」。 

 雖然  12.3%這個百分比不算很高，但教育範疇內的性別定 

型觀念容易影響男女日後的長遠發展，因此不容忽視。 

7.  當被問及性別定型在香港社會是否嚴重時： 

 認為非常嚴重及很嚴重（32.8%）與認為完全不嚴重及不 

是很嚴重（35.7%）的比例相若。 

 較多男性認為香港社會性別定型完全不嚴重及不是很嚴重 

（39.1%男性相對 32.6%女性）。 

 年齡分佈方面，3544  歲的群組對香港社會性別定型的嚴 

重性體會最深，36.8%認為情況非常嚴重及很嚴重；而年 

紀較大的群組則較認為香港社會性別定型完全不嚴重及不 

是 很 嚴 重 （5564  歲 的 百 分 比 為  40.9%， 4554  歲 則 為 
39.3%）。 

8.  影響性別定型觀念的生活經驗： 

  42.0%認為大眾傳媒非常影響及頗影響到他們產生性別定 

型的觀念，較排第二位的家庭生活多 7.0%。 

 其他影響性別定型觀念的生活經驗依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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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30.7%） 

 社交生活（30.1%） 

 課本的圖文（25.6%） 

 學校生活（24.7%） 

 文化活動（22.2%） 

9.  性別定型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依次為： 

 社交生活（37.7%） 

 運動（37.3%） 

 職業的選擇（34.0%） 

 家庭生活（25.7%） 

 修讀課程（15.5%） 

B.  性別觀點主流化 

10.  對性別觀點主流化這概念的認知： 

  10.5%曾聽過性別觀點主流化。 

 在各年齡群組中，以  3544  歲群組中有最多人曾聽過性別 

觀點主流化。 

 過半數人士認為政府在制訂法例和政策的時候，非常需要 

及很需要採用性別觀點主流化。（整體數字為  52.8%，男 

女的百份比則分别為 52.1%和 53.4%。） 

 較多男性（43.2%）比女性（37.0%）認為政府在制訂法 

例和政策的時候，完全不需要及很不需要採用性別觀點主 

流化。 

 年紀愈輕，愈傾向支持引入性別觀點主流化。 

C.  發揮潛能 

11.  當被問及婦女能否充份發揮其潛能時： 

  83.4%認為女性非常能夠及很能夠充份發揮她們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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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女性認為女性非常不能夠充份發揮她們的能力。 

 愈高年齡群組，愈認為女性非常不能夠充份發揮她們的能 

力。 

 較多男性（36.0%）比女性（25.6%）認為女性非常能夠 

充份發揮她們的能力。 

 較多在職女性（86.1%）比非在職女性（77.3%）認為女 

性非常能夠及很能夠充份發揮她們的能力。 

12.  引致女性未能充份發揮其能力的因素： 

 首三位分别是─ 

 社會對女性的角色和能力有成見（78.7%） 

 需要照顧兒女（77.0%） 

 社會制度存在性別歧視、男女不平等（76.4%） 

 較多男性比女性選擇以上三個因素。 

 女性當中，最多人認為需要照顧子女是引致女性未能充份 

發揮其能力的因素（74.3%）。 

 其他引致女性未能充份發揮其能力的因素包括─ 

 體力不足（71.6%） 

 需要考慮自身的安全（64.2%） 

 婦女缺乏自信，少看了自己的能力（63.6%） 

 社會為婦女提供的機會比較少（63.6%） 

 政府缺乏推動性別平等的政策（60.1%） 

 社交圈子狹窄（56.2%） 

 學歷／教育水平不高（50.2%） 

 經濟能力不足（49.8%） 

 健康問題（37.9%） 

 較多女性比男性選擇以上排第四至十二位的因素，男女差 

異以最後四項最為顯著（即社交圈子狹窄、學歷／教育水 

平不高、經濟能力不足、健康問題）。這九項因素皆與日 

常生活有密切關係，反映因為性別不同，男性未必能充份 

體會女性所面對的問題。 

13.  在「採取行動以增強自己能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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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女性表示有採取行動增強自己的能力。最多女性採 

取的三項行動分别是─ 

 多些留意四周事物（95.0%） 

 注意飲食（89.0%） 

 多些閱讀（85.7%） 

 其他行動包括─ 

 更加努力工作（82.0%） 

 進修／參加培訓課程（78.7%） 

 多做運動（73.7%） 

 擴社交網絡（64.2%） 

 多些上網（52.8%） 

 參 與 社 會 事 務 ， 例 如 互 助 委 員 會 、 義 工 服 務 等 

（50.9%） 

 參加婦女研討會或公開論壇（20.7%） 

14.  有關政府應優先處理以增強婦女能力的範疇： 

 最多人認為應優先處理的首三個範疇為 

 對婦女的暴力問題（42.6%） 

 教育及職業／專業培訓（40.7%） 

 婦女就業問題（33.8%） 

 其他範疇包括對家庭的支援服務（32.0%）、消除性別定 

型及歧視（30.4%）、婦女健康／醫療服務（30.1%）、 

鼓勵婦女參與決策及社會事務（29.3%）、提高婦女的自 

我形象，加強自信（27.6%）、提高婦女對她們權利的認 

識（25.6%）。 

 最多男性認為應優先處理的首三個範疇為 

 對婦女的暴力問題（46.8%） 

 教育及職業／專業培訓（40.5%） 

 消除性別定型及歧視（35.8%） 

 最多女性認為應優先處理的首三個範疇為 

 教育及職業／專業培訓（41.0%） 

 對婦女的暴力問題（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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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女就業問題（35.3%） 

D.  女性的貢獻 

15.  當被問及女性在那一方面有最大貢獻時： 

  87%回應一些與家庭有關的範疇，包括： 

 管教子女（41.7%） 

 照顧家人（32.7%） 

 處理家務（12.6%） 

 選 擇 經 濟 發 展 、 社 會 公 職 和 義 務 工 作 的 ， 合 共 只 有 
12.8%。 

  65 歲或以上的群組中最多人認為管教子女是女性最大的貢 

獻（50.5%）。 

 較多女性（44.3%）比男性（38.8%）認為管教子女是女 

性最大的貢獻。 

E.  香港女性在未來五至十年最關注的問題 

16.  在未來五至十年，最多女性關注的問題為： 

 健康（99.2%） 

 家庭（97.1%） 

 經濟能力（92.9%） 

 其餘包括培育子女（81.0%）、就業（80.3%）、持續進 

修（74.5%）、社會地位（63.0%）。 

  1524  歲的女性最關注自己未來五至十年的問題為經濟能 

力（98.3%）。 

F.  香港整體性別平等狀況 

17.  對於香港整體性別平等狀況： 

  58.9%認為非常滿意及很滿意香港整體性別平等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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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認 為 非 常 不 滿 意 及 很 不 滿 意 香 港 整 體 性 別 平 等 狀 

況。 

 較多男性（64.6%）比女性（53.9%）非常滿意及很滿意 

香港整體性別平等狀況。 

  1524  歲 的 年 齡 組 群 最 滿 意 香 港 整 體 性 別 平 等 狀 況 

（62.2%）。 

18.  對於公眾對婦女事務的關注： 

 認為非常足夠及很足夠和認為非常不足夠及很不足夠的比 

例相約。（34.7%足夠相對 31.1%不足夠） 

 較多男性認為公眾對婦女事務的關注非常足夠及很足夠」 

（ 42.5% ） ， 認 為 非 常 不 足 夠 及 很 不 足 夠 的 男 性 只 有 
26.7%。 

 相反，認為公眾對婦女事務的關注非常足夠及很足夠的女 

性只有  27.8%，較多女性認為公眾對婦女事務的關注非常 

不足夠及很不足夠（34.9%）。 

***** ***** 

200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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