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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佈會

工聯婦女委員會主任郭淑華(左四)、副主任何雪萍(左三)、盧瑞

心(左二)、梁淑英(右三)、委員宋麗萍(右二)、顧問李秋璋(右

四)與工聯調研小組負責人李振宇(左一)、謝蓮秀(右一)於新聞發

佈會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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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本著「全方位維權，多元化服

務」的工作目標，強調進行社會調查以掌握社情民意的重要

性，而為達到這一目標，各部門和委員會相應開展了多項調

研工作，成效明顯，初步形成了良好的調研風氣。而在所有

的社會調查中，「二零零九年澳門婦女就業環境問卷調查」

則是婦女委員會首次以調查方式瞭解婦女工作和生活狀況的

調查，成效理想。

   調查中發現，影響婦女工作權最大的莫過於一些社會結構

性因素︰例如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支持女性就業相關措施的

不足（包括托兒─托老等），以及傳統社會價值觀女性社會

角色的定位（婚姻狀況，生兒育女）等等；而不平均的家務

分工，也造成婦女在職場上無法順利升遷的阻礙。目前，一

些企業中的內部規章制度和企業文化仍視男性為主要的養家

者，所以在升遷上常以男性為優先（或唯一）考慮，女性則

被放置於輔助性、替代性高和缺乏發展性之職位上。更有甚

者，僱主常以女性必須照顧家庭無法專心發展事業為由，先

行剔除拔擢女性的機會。這些均需要制度性的矯正，例如研

究制訂《婦女權益保障法》，確保婦女應享有的機會、權利

及尊嚴；強化兩性平等教育，以調和性別勞務分工的態度；

建立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分擔個別家庭的托幼、養老、家

務責任，使得人人不分性別都能自由地發展自我和規劃未來

等等，如此，婦女才能充分發揮「半邊天」的作用。

   作為一個紮根基層近六十年的社團，想民所想，急民所

急，解民所困是我們的責任；將婦女的期望和訴求如實向政

府反映我們責無旁貸。我們設想透過科學民調，嘗試在職

工、工會和機構，及政府之間建立一種良性的資訊溝通渠道

和工作互動模式，不斷提高維權和服務質量，主動維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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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維權，科學維權，切實履行好自身的角色和工作定位，即

勞動階層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特區建設的參與者和澳門

和諧社會的建設者。

   

   「二零零九年澳門婦女就業環境問卷調查」成果來之不

易，在此謹代表工聯總會對為此付出努力的工會、服務機

構、友好團體和人士表示最誠摯的謝意；更希望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兼聽則明，從善如流，密切關注並及時解決婦女在工

作方面所面臨的困擾和困難﹗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理事長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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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據分析及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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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分析及圖表︰

1. 性別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聯總會）屬下婦女委員會在今年

二月初，成功用街頭訪問形式，向9 2 7名本澳居民進行訪問，

瞭解他們對婦女就業情況和就業環境的看法，當中有 7 7 1 名

（83.17%）為女性受訪者，156名（16.83%）為男性受訪者。

女 771 83.17%
男 156 16.83%

   9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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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

受 訪 者 年 齡 分 佈 依 次 為 「 1 6 － 2 5 」 歲 共 3 6 8 名  

（3 9 . 7 0 %），「26－35」歲共219名（23.62%），「36－45」歲

共156名（16.83%），「46－55」歲共117名（12.62%）和56歲

或以上共61名（6.58%）。

16-25 368 39.70%
26-35 219 23.62%

36-45 156 16.83%

46-55 117 12.62%

56-65  56  6.04%

不方便透露   6  0.65%

≧66   5  0.54%

927 1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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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則以高中程度為多，共3 0 5名（ 3 2 . 9 0 %），

其次為初中程度 2 5 0名（ 2 6 . 9 7 % ），大專或本科程度 2 2 7名

（24. 4 9 %），小學或以下程度107名（11.54%），研究生或以上

程度20名(2.16%)。

高中程度 305 32.90%

初中程度 250 26.97%

大專或本科 227 24.49%

小學或以下 107 11.54%

碩士或以上  20  2.16%

不方便透露  18  1.94%

927 100.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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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狀況

受訪者以「在職」人士為多，共50 2名（54 . 1 5 %）；其次

為「其他」（學生和家庭主婦等），共29 5名（3 1 . 8 2 %）；至

於「失業」人士則有130名（14.02%）。

　 男 女 總計

在職 76 426 502 54.15%

其他 60 235 295 31.82%

失業 20 110 130 14.02%

總計 156 771 927 100.0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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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認為這個社會男女是不是平等的﹖

調查發現，有4 9 3名（ 5 3 . 1 8 %）居民認為現時社會男女

平等，另有3 3 8名（ 3 6 . 4 6 %）認為男性地位較高，僅有3 3名

（3 . 5 6 %）認為女性地位較高，反映社會仍存有男女不平等現

象。儘管受訪者認為情況並不嚴重，但亦需要引起政府密切關

注。生育問題、就業問題和薪酬問題等等正反映男女僱員之

間，存有不平等的現象。

男女平等 493 53.18%

男性地位較高 338 36.46%

其他  63 6.80%

女性地位較高  33 3.56%

927 100.0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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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這個社會男女是否平等



17

6. 您是不是同意「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賦」這種講法﹖

有505人（54.48%）同意生孩子是女人天賦；385人(41.53%)

不同意。

同意 505 54.48%

不同意 385 41.53%

其他  37 3.99%

927 100.00%

37

385

50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同意

不同意

其他

受訪者是否同意"生孩子是女人的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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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認為社會對婦女在就業方面的歧視嚴不嚴重﹖

    有571人(61.60%)認為情況不嚴重，有172人(18.55%)認

為情況嚴重，有93人(10.03%)則認為情況不存在。

不嚴重 571 61.60%

嚴重 172 18.55%

不存在  93 10.03%

其他  91 9.82%

927 100.00%

91

93

172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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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

不存在

其他

受訪者認為婦女就業的歧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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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覺得性別差別歧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受訪者認為澳門存在就業方面的歧視，主要表現在「工作

配置方面」37 0人（3 9 . 9 1 %），「結婚、懷孕、分娩等方面」

31 9人（34 . 4 1 %），「晉升方面」27 0人（29 . 1 3 %），「招聘

方面」19 1人（20 . 6 0 %）和「薪酬方面」16 4人（17 . 6 9 %）等

等。

工作配置方面 370 39.91%
結婚、懷孕、分娩等 319 34.41%

晉升方面 270 29.13%

招聘方面 191 20.60%

薪酬方面 164 17.69%

福利措施方面  78 8.41%

其他  78 8.41%

78

7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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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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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認為一個已婚婦女和一個未婚婦女相比，哪個容

易找到工作﹖

受訪者大多認為未婚婦女比已婚婦女容易找到工作有82 1

人（88.57%）。

未婚婦女 821   88.57%

其他  86    9.28%

已婚婦女  20    2.16%

927 100.00%

20

86

821

0 200 400 600 800 1000

未婚婦女

其他

已婚婦女

受訪者認為已婚和未婚相比，哪個容易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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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覺得在澳門，男女是不是能夠達到同工同酬？

仍然有近38 9人（41 . 9 6 %）受訪者認為澳門男女僱員未能

達到同工同酬。雖然澳門近年男女平等的價值觀念已有顯著改

善，但同工同酬方面仍未達到男女平等。 

是 495 53.40%
不是 389 41.96%

其他  43 4.64%

927 100.00%

43

389

495

0 100 200 300 400 500

是

不是

其他

受訪者覺得澳門男女是否能夠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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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認為政府應在工作和生活方面提供哪些協助﹖

受訪者認為在目前環境下，對於婦女就業政府應該提供

以下主要幫助︰「提供完善的學前教育、托兒服務」 4 5 8 人

（ 4 9 . 4 1 % ），「提供職前培訓」 3 9 5 人（ 4 2 . 6 1 % ），「提

供在職教育」 2 8 5人（ 3 0 . 7 4 % ），「提供就業資訊」 2 7 9人

（30. 1 0 %），「監督企業改善勞動條件」250人（26. 9 7 %）和

「提供完善的托老服務」201人（21.68%）。

學前教育、托兒服務 458 49.41%

提供職前培訓 395 42.61%

提供在職教育 285 30.74%

提供就業資訊 279 30.10%

監督企業改善勞動條件 250 26.97%

提供完善的托老服務 201 21.68%

其他  59 6.36%

59

201

250

279

285

395

458

0 100 200 300 400 500

學前教育、托兒服務

提供職前培訓

提供在職教育

提供就業資訊

監督企業改善勞動條件

提供完善的托老服務

其他

受訪者認為對於婦女就業，政府應提供哪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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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您現在要找工作會不會覺得困難﹖

有多達535人(6 9 . 3 9 % )女性受訪者認為目前要尋找工作會

相當困難。

會 535 69.39%

不會 199 25.81%

其他  37 4.80%

771 100.00%

37

199

535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會

不會

其他

女性受訪者覺得現在找工作會否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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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甚麼現在找工作會困難﹖

   主要原因依次是︰「社會經濟狀況差」265人（46.33%），

「學歷不夠」 2 0 1人（ 3 5 . 1 4 % ），「沒有特別技能」 1 9 1人

（3 3 . 3 9 %），「年紀大」1 7 4人（3 0 . 4 2 %），「不懂外語」

143人（25.00%）和「有家人需照顧」91人(15.91% )。

社會經濟狀況差 265 46.33%

學歷不夠 201 35.14%

沒有特別技能 191 33.39%

年紀大 174 30.42%

不懂外語 143 25.00%

有家人需照顧  91 15.91%

其他  56  9.79%

樣貌體態  48  8.39%

自己是女人  23  4.02%

註：女性受訪者771人,其中199人覺得找工作不困難,覺得困難

及其他的有572人。

23

48

56

91

143

174

191

201

265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社會經濟狀況差

學歷不夠

沒有特別技能

年紀大

不懂外語

有家人需照顧

其他

樣貌體態

自己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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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您擔不擔心失業﹖

有工作做的受訪婦女中，有42 6名（4 5 . 9 5 %），當中24 4

名（57.28%）擔心失業。

擔心 244 57.28%

不擔心 165 38.73%

其他  17 3.99%

426 100.00%

註：在職的女性受訪者有426人。

17

165

244

0 50 100 150 200 250

擔心

不擔心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擔不擔心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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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您有沒有試過因為突然要照顧家人而被僱主為難﹖

總體而言，勞資關係和工作場所人際關係相對淳樸，但也

有女性受訪者表示因要照顧家人或申請產假被僱主為難（分別

為6 6名，佔1 5 . 4 9 %； 2 7名，佔6 . 3 4 %），甚至現實中，有不

少職業婦女在工作期間為了照顧家人，而遭到僱主的歧視和留

難，最終被迫自動離職。因此，要照顧家人的職業婦女，其負

擔並不比男士輕。

沒試過 350 82.16%

試過  66 15.49%

其他  10  2.35%

 426 100.00%

10

66

3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沒試過

試過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有沒有試過因突然要照顧家人而被僱主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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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工作的場所是否發生過性騷擾﹖

 有 受 訪 者 反 映 在 工 作 的 地 方 遭 遇 性 騷 擾 （ 4 3 名 ， 佔

10.09%）。

不曾發生 308 72.30%

不知道  68 15.96%

曾經發生  43 10.09%

其他   7 1.64%

426 100.00%

7

43

68

308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不曾發生

不知道

曾經發生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的工作場所是否發生過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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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知不知道《勞動關係法》何時頒佈施行﹖

另外，調查發現，雖然多數有工作的女性僱員知悉《勞動

關係法》的頒佈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遺憾的是，大多

女性僱員298人（69.96%）對相關內容並不清楚。

知道但不清楚內容 153 35.92%

不知道 145 34.04%

知道且清楚 118 27.70%

其他  10 2.35%

426 100.00%

10

118

145

153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知道但不清楚內容

不知道

知道且清楚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知不知道勞動關係法何時頒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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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您知不知道《勞動關係法》中規定的產假是多少天﹖

    在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中有223人(52.35%)不

知道《勞動關係法》中規定的產假是多少天，有19 3

人(4 5 . 3 1 % )表示知道。

不知道 223 52.35%

知道 193 45.31%

其他  10 2.35%

426 100.00%

10

193

223

0 50 100 150 200 250

不知道

知道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知不知道勞動關係法中規定產假多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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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工作的地方有沒有女性僱員因申請育嬰假遭解

僱或不利待遇？

   有314人(73. 7 1 % )表示不曾發生，有71人(16. 6 7 % )表示不

知道，曾經發生的有27人(6.34%)。

不曾發生 314 73.71%

不知道  71 16.67%

曾經發生  27 6.34%

其他  14 3.29%

426 100.00%

14

27

71

314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不曾發生

不知道

曾經發生

其他

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工作的地方有沒有女性因申請產假遭解僱或不公

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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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會不會去找工作﹖

對於目前沒有工作的婦女，有79人（71.82%）表示會去尋

找工作，態度樂觀積極。

會  79 71.82%

不會  21 19.09%

其他  10  9.09%

 110 100.00%

10

21

7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會

不會

其他

沒有工作做的女性受訪者會不會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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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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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建議︰

綜上可見，影響婦女工作權最大的莫過於一些社會結構性

因素︰例如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支持女性就業相關措施的不足

（包括托兒─托老等），以及傳統社會價值觀女性社會角色的

定位（婚姻狀況，生兒育女）等等。目前一些企業中的內部規

章制度和企業文化仍視男性為主要的養家者，所以在升遷上常

以男性為優先（或唯一）考慮，女性則被放置於輔助性、替代

性高和缺乏發展性之職位上，而常被排除在可見的升遷管道之

外。

   不平均的家務分工，也造成婦女在職場上無法順利升遷的阻

礙，僱主常以女性必須照顧家庭無法專心發展事業為由，先行

剔除拔擢女性的機會。女性的家庭、工作雙重負擔本是不合理

的社會產物，反過來形成女性晉升機會的障礙則更是不合理，

這均需要制度性的矯正，例如建立合理的社會福利制度，分擔

個別家庭的托幼、養老、家務責任，使得人人不分性別都能自

由地發展自我和規劃未來。

    為此，工聯總會屬下婦女委員會有如下建議︰

1. 積極消除歧視：婦女事務諮詢委員會應抓緊工作力度，為貫

徹落實包括《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或《家庭政策

綱要法》的一切保障婦女應享有的機會、權利及尊嚴的公約

或法律法規提出具體可行性建議，例如研究制訂《婦女權益

保障法》，加強反歧視的系統宣傳工作，進一步提高社會對

婦女權益保障的關注程度，宣導男女平等的法治精神，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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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婦女發展和維權納入法治化軌道，保障和促進婦女事業健

康發展。

2. 兩性平等教育︰強化兩性平等教育，以調和性別勞務分工的

態度，促進家中工作責任共同分擔的概念；協助婦女職業生

涯發展，並促使兩性得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責任；鼓勵及促

進更廣泛多元的公立機構、私人及志願部門主動投入男女平

等的推動工作。

3. 周全就業保障︰密切關注《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

《勞動關係法》有關婦女工作的規定和《保障男女勞工在就

業上獲平等的機會及待遇》的執法情況。政府要為勞動者

提供公平的就業環境，就業是個市場行為，但是政府對市場

的管理和規範是必要的，這樣才能保證就業公平，反對就業

歧視，而參加社會工作不僅是婦女謀取個人生活經濟來源的

手段，亦是婦女獲得經濟獨立、提高社會地位的先決條件，

是實現男女平等的經濟支柱，是婦女實現其他權利的經濟基

礎，因此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具有特別重要

的意義；大力宣傳和推廣相關法律規定，持續改善工作環

境，完善勞動條件，在確保婦女知法和懂法的基礎上，依法

維護自身的就業權、收入權、生育權和休息權等勞動權益。

4. 提供系統培訓：不少婦女在面對社會經濟轉型時，由於學歷

低、技能少，往往成為最難就業的一群。為此，政府應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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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婦女在內的市民提供就業資訊，便利婦女尋找相關工作。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制定系統性的就業培訓計劃，為不

同年齡、不同學歷、不同生活狀況的婦女，提供適切的職

前、在職和轉職教育和培訓；政府亦可考慮與企業和持續教

育機構合作，共同磋商和研究締造婦女就業的社會環境，包

括舉辦適合婦女就讀的培訓課程等，給予婦女持續進修的機

會，同時可和志願機構一起考慮帶頭聘用經過職業再培訓的

婦女，為她們增闢就業管道，以維護婦女就業權和職業穩定

權。

5. 加強社會支援︰政府必須因應婦女需求，加強對受資助團體

的支援力度，以完善托兒和扶老服務，為婦女特別是單親或

離異婦女的家人提供優質的社會照護，讓婦女在無後顧之

憂的情況下，在工作上全力發揮所長。與此同時，完善該等

團體的婦女工作，例如完善或增設家庭服務中心或婦女服務

中心功能，對在職場受到不幸遭遇的婦女（遭受性騷擾或家

庭暴力者）提供包括心理諮詢和健康護理支援服務。長遠來

說，婦女事務諮詢委員會應積極搜集有關資料，包括受性侵

犯的婦女、受虐婦女、自殺婦女、患有精神病婦女等資料，

以便提出積極措施，例如修訂法例以協助該等婦女。

6. 注重調查研究︰政府應該制定和定期發表以性別為基礎將男

女分開計算的各項數據和資料，蒐集針對不同性別所做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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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和指標，結合性別研究中心或相關組織參與研究發展，檢

視出適當的性別分析的指標以及研究方法，並且監控及評估

婦女政策的執行情況；確保定期出版與發行各項性別統計的

最新資料，並使其適合一般大眾閱讀使用，特別是非技術專

業使用者，確保人人都能定期檢視政府統計資料，評估其對

性別議題反映的適當性和真實性，並可在必要時提出統計資

料改善計劃。同時發展新的指標以便在制訂和評估政策上能

反映對不同性別的影響，例如制定婦女福利政策、增加婦女

福利預算等，針對年度婦女政策議題編列經費預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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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語(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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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語（鳴謝）

  「二零零九年澳門婦女就業環境問卷調查」工作已告一段

落，過程雖辛苦，但頗有意義，故有苦盡甘來的感覺。這印

證了「人心齊，泰山移」的真諦。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得到工聯總會屬下各工會、服務機

構、友好團體和人士的幫助，同時也得到不少義工朋友的協

助，使得這次調研工作順利完成，圓滿成功。在此，謹向他

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編者

2009年10月



四、 相關新聞報導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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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相關新聞報導及內容

華僑報--2009-3-8

澳門日報--3-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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