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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調查背景  
 
1 . 1  為進一步了解現時香港女性在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各行業的

就業情況，以及在不同職級工作的人數及比例，婦女事務

委員會決定進行一項調查研究，收集有關的數據。  
 
1 . 2   這次調查主要目的如下：   

•  

•  

•  

•  

了解在不同行業的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內，擔任各個職

級、各項職能的男女人數及比例。  
 

了解在不同規模、背景或行業的商業和非政府機構中，

女性的就業情況所存在的差異。  
 

評估在商業和非政府機構中，推行與性別有關的僱傭措

施的情況。  
 

就亞太地區、北美洲及歐洲國家的商業和非政府機構，

女性在不同行業、職能及職級上的參與程度，收集資料

作為比較基準。  
 
 

調查方法  
 
1 . 3  本調查研究包含了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透過郵寄問卷調

查，向香港商業和非政府機構收集有關資料。第二部份則

透過查考文獻，蒐集其他國家發佈與性別有關的就業數

據，與香港情況作出比較。  
 
1 . 4  我們於二○○二年四月十五至五月廿三日期間，總共向  

3 , 5 0 0 間被抽選的商業和非政府機構發出了問卷，並成功

收回 1 , 5 1 6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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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結果  
 
郵寄調查  
 
1 . 5  據我們估計，受聘於香港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全職工作的男

性有  1 , 5 5 9 , 0 1 4 人，而女性則有 1 , 2 5 2 , 6 9 8 人。換言

之，現時本港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內接近半數  ( 4 5 % )  的全

職受薪人員均為女性。  
 
行業類別 

 

1 . 6  若單以在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工作的人口計算，「社會／社

區及個人服務業」是女性僱員比例最高的行業類別，達

5 8 %，在此類別中，「教育／醫療／社區／社會服務」行

業的女性僱員比例更高達 6 5 %。 

 

1 . 7  相對而言，男性僱員在「運輪／倉庫／通訊業」，「建築

業」及「採礦／電力／燃氣業」所佔的比率則較高，在這

些類別，逾七成的僱員是男性。  
 
機構規模及總部所在地區  
 
1 . 8  中型商業和非政府機構 (指僱用 1 0 - 9 9 名全職受薪員工的

機構 )相比於小型和大型機構偏向聘請較多女性員工。調查

發現，僱用 1 0 - 4 9 名及 5 0 - 9 9  名僱員的機構，全職受薪

女性員工在這些機構的比例分別為 4 7 %及 5 0 %。  
 
1 . 9  另外，總部設於北美洲的商業機構聘用女性的比率，明顯

較總部設於亞洲、歐洲及香港的公司為高。在總部設於北

美洲的公司中， 5 4 %的全職受薪僱員是女性，而總部設於

亞洲、歐洲及香港本港公司的全職女性員工比例則分別為

4 4 %，4 5 %及 4 6 %。  
 
職能範疇  
 
1 . 1 0  以女性在不同公司內所擔任的職能範疇而論，「會計／財

務」職能是屬於女性較集中的範疇，約 7 2 %擔任這類工作

職能的僱員是女性。此外，擔任「行政／人事／公共關

係」，以及「採購」工作的女性比例，相對也較其他職能

範疇為高，分別為 5 5 %及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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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  另一方面，男性大多擔任與科學及技術相關的工作職能，

如「工程／建築／產品及業務研究或開拓」（男性員工佔

總人數 8 8 %）及資訊科技／資訊系統支援  ( 7 8 % )。在設

有工程、建築、或產品及業務研究或開拓職位的公司當

中， 8 2 %的有關公司的此類職位，均全由男性擔任。同樣

地， 6 7 %設有資訊科技／資訊系統支援職位的公司，這類

職能亦全由男性僱員出任。  
 
職級  
 
1 . 1 2  在現時所有商業和非政府機構高層管理職位當中，女性僱

員人數只約佔總人數四分之一   ( 2 6 % )。  以中層管理職位

而言，  女性僱員所佔的比例亦偏低，  只有 4 1 %。  
 
1 . 1 3  以上的情況，普遍存在於各個行業類別，在女性僱員較多

的行業類別則除外，例如「教育／醫療／社會及社區或社

會服務」和「個人及其他服務」行業，女性晉身高層職位

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5 6 %和 3 8 %。  
 
1 . 1 4  上述的情況，普遍存在於規模不同、總部所在地區不同的

公司。  
 
香港商業和非政府機構所推行與性別有關的僱傭措施  
 
1 . 1 5  調查發現，大部份 ( 7 2 % )商業和非政府機構並沒有推行任

何與性別有關的僱傭措施。其中又以「製造業」 ( 這行業

8 1 %的公司並沒有實施任何此類措施 )、「批發／零售業」

( 7 8 % )公司在實施這些措施的進度方面，普遍較其他行業

遲緩。在與性別有關的僱傭措施中，最為廣泛採用的是

「彈性工作時間／措施」，約四分一  ( 2 3 % )  的商業和非

政府機構已經實施。  
 
1 . 1 6  總的而言，規模較大的機構在實施與性別有關的僱傭措施

的比例方面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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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考：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1 . 1 7  目前有關女性就業的調查，數目非常有限。在其他國家，

即使有這類的全國性調查，其調查範圍大多比較局限，例

如調查的對象只包括大型機構，或某些特定行業。此外，

不同國家在界定不同職級時所採用的定義亦有所不同，令

進行跨國比較十分困難。在現存的資料中，國際勞工組織

( I L O )所公佈的資料最為適合是次調查的比較用途。   
 
1 . 1 8  總體而言，香港女性在不同行業類別的參與程度與海外國

家大致相若。  
 
1 . 1 9  在總體就業男女人數比例，或擔任中層管理職位男女人數

比例上，香港的情況基本上和主要西方或亞洲國家相若，

基本上達至平衡。  
 
1 . 2 0  根 據 國 際 勞 工 組 職 資 料 ， 在 1 9 9 9 年 香 港 約 有 四 分

一  ( 2 2 % )  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任，這個比例遠較同年在

香港商業和非政府機構就業的女性比率  ( 4 2 % )  為低。但

整體而言，香港女性就業情況與星加坡、澳洲及北歐國家

大致看齊。  
  
 
總結  
 
1 . 2 1  整體而言，兩性在私人商業和非政府機構的就業比例，在

香港基本上能維持平衡。然而，女性和男性在不同行業類

別、所擔任的職能範疇及出任的職級這幾方面，仍存在著

一定程度的分別。  
 
1 . 2 2  在一些較著重科學或技術性知識的工種如「工程／建築／

研 究 及 發 展 」 、 「 資 訊 科 技 ／ 資 訊 系 統 支 援 」  及 「 生

產  、製造  ／工序操作」，女性僱員比率仍屬偏低。  
 
1 . 2 3  目 前 ， 只 有 約 四 分 一  ( 2 6 % )  的 高 層 管 理 職 位 由 女 性 擔

任。儘管如此，這個比例仍然和一些西方已發展國家基本

上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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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 . 2 4  這次調查是婦女事務委員會首次就女性在私人及非政府機

構的就業情況作出研究，旨在了解受僱於這些機構的女性

在不同崗位與職級的參與程度。是次調查的結果，可作為

日後進行同類型研究時的參考指標。婦女事務委員會計劃

在未來每三至五年再進行類似的調查研究，以便掌握最新

的情況和趨勢。  
 
1 . 2 5  這次調查以量化統計數據為主，故此婦女事務委員會亦希

望能進一步探討性別職業分流、女性在高層管理職位所佔

比率偏低等現象背後的成因。為此，委員會正考慮可能就

這項課題作較深入研究。由於婦女事務委員會來年的綜合

主題為能力提升，未來有關的研究亦將會圍繞這個主題。  
 
1 . 2 6  與此同時，委員會呼籲私人和非政府機構，多加關注性別

問題和男女的不同需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積極考慮推行

各項家庭友善的工作安排。  
 
1 . 2 7  學術界亦可就這個課題作出更多研究，集思廣益，提出更

多有利婦女就業的建議，讓她們在私人及非政府的機構不

同崗位、不同職級，進一步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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