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明天是
「三八婦女節」，現代女性除要在職場
打拚外，還要照顧家庭實在不易。一項
調查顯示，若以10分為最高，女性的平
均幸福感只有6分，按年微跌0.4分；當
中41%受訪者感到不幸福，按年升15個
百分點。此外，有44%受訪者認為「財
富」是幸福最重要的條件，跑贏「愛
情」及「婚姻」。有社工認為，今年經
濟較差，但物價持續高昂，女性傾向儲
更多錢為未來生活打算。調查又顯示，
如配偶屬專業人士、行政人員，女性會
感到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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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工作場所遇上被

偷拍情況會如何處理？

報警 34%

向僱主求助 32%

與家人傾訴 21%

啞忍 13%

■現時法例對防止女性被偷拍是否

足夠？

足夠 5.2%

不足夠 51.4%

不知道 43.4%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記者 翁麗娜

職場性騷擾及偷拍調查

伴侶職業幸福排名榜
1 專業人士（醫生、律師、工程師）

2 老闆

3 行政人員

13 傳媒行業（記者及攝影師）

14 建造業（扎鐵、裝修、工程）

15 職業司機

註：只列頭三位及尾三位

資料來源：「香港女性幸福指數」2016

製表：記者 翁麗娜、鄺慧敏

「幸福」最重要條件
條件 比率

財富 44%

愛情 38%

婚姻 21%

事業 20%

生兒育女 18%

個人成就及夢想 10%

社交圈子 2%

資料來源：「香港女性幸福指數」2016

製表： 鄺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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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幸福觀 錢比愛重要
經濟差寧無婚 配偶做職業司機最感不幸

荷里活廣場於1月至2月以面對面問答形式訪問1,451名15
歲或以上女性，當中37%為單身、44%已婚，其餘的是離

婚及喪偶。調查顯示，女性眼中幸福最重要的條件，首三位分
別是「財富」、「愛情」及「婚姻」，分別佔44%、38%及
21%；相反，去年「愛情」居於首位，顯示「財富」打敗「愛
情」成為最幸福的條件。
註冊社工兼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任蘇艷芳認為，現時
仍有不少女性渴望愛情，但隨着今年經濟較差，女性需要更多
錢維持生活開支，加上女性平均壽命較長，女性需好好管理財
務，為未來作準備。

難兼顧家庭 66%嘆工作不幸福
調查又發現，66%受訪者認為工作不幸福，主要原因是未能
兼顧家庭及工作壓力。此外，73%受訪者對財務狀況不幸福；
相反，65%受訪者在社交圈子中感到幸福；80%有子女的受訪
者在子女關係中獲得幸福。
蘇艷芳認為，家庭主婦沒有收入，又要照顧家庭，為子女的
學費、補習費等籌謀，生活壓力大；而在職母親除工作外亦要
照顧家庭，未必如男性般可隨時出差，工作上的考慮更多，晉
升機會較男性少。至於單身女士方面，蘇艷芳指出，不少年輕
女性未能找到理想工作，每兩三年便轉一次工，加上工時長、
工作壓力大，影響社交生活，故此對工作狀況不滿。
她建議，政府及僱主應主動推行更多家庭友善措施，如彈性

上班及半職工作等，讓女性工作之外也可有時間照顧子女，並
吸引女性在生育後繼續留在職場。她又表示，照顧家庭的責任
不應只落在女性身上，丈夫也應分擔家務，減低女性的壓力。
她又建議單身女性在工餘時間多做消閒活動，擴闊社交圈子。

伴侶做傳媒不受女性歡迎
此外，調查亦發現，76%受訪者認為配偶的職業重要，配偶
是醫生、律師、經理級或以上的行政人員和老闆等，均令女性
感到較幸福。相反，配偶是職業司機、建造業及記者則最不受
女性歡迎。蘇艷芳指出，女性認為如配偶職業較穩定及有前
景，能夠分擔養兒育女、照顧父母的開支。

為慶祝婦女節，荷
里活商場昨日第七年
舉 辦 「 高 跟 鞋 賽
跑」，讓男士感受女
性穿高跟鞋的不適、
向女性致敬之外，也
寓意男女為事業及前
程奔跑。約三十多名
男女穿上高跟鞋賽

跑 。 比 賽 分 為 「 男 子
組」、「女子組」、「情
侶組」及「創意職業打扮
組」，有參賽者打扮成運
動員、文員、教師、甚至
財神，以競逐「最佳打扮
獎」。司儀一鳴槍，各參
賽者忘記穿高跟鞋的不
適，拚命衝向終點，有參
賽者健步如飛，亦有男士
不習慣穿高跟鞋而摔倒，
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最
終分出勝負。

■文：文森 圖：彭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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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育孩子從來
不 輕 鬆 ， 由 餵
奶 、 換 片 、 哄
睡，以至暫別以

後的牽腸掛肚，對於單親媽媽而言
猶甚。現年21歲的阿穎（圖 翁麗
娜 攝）3年前懷孕輟學，其後獨力
撫養兒子，為免兒子日後用「媽媽
你都未畢業」的藉口不努力讀書，
去年決定重讀中五，每日花近5小
時來回鰂魚涌的家、筲箕灣社區保
母的家，以及位於東涌的學校，雖
然生活毫不輕鬆，但兒子的一聲
「媽媽」，補給力量十足。

眼前的阿穎個子嬌小，外形與一
般廿歲青春少艾無異，只是她育有
一名兩歲兒子，訪問時兒子安坐在
她大腿上，不時撥弄媽媽的頭髮。
阿穎昨出席一項有關婦女快樂指數
活動時稱，18歲時意外懷孕，當兒
子出生後，便與當時的男友分手，
由於與家人關係疏離，只得領取綜
援獨力撫養兒子，目前租住鰂魚涌

一個約100呎的劏房單位。
單親媽媽照顧子女已背負巨大壓

力，但阿穎為了向在兒子樹立好榜
樣，決定重返校園。周一至周五要
上學的日子，她每天要清晨5時起
床，先帶兒子到筲箕灣社區保母的
家，再到東涌上學，把握通勤時間
溫書。她說曾試過感沮喪而痛哭，
「但兒子懂得拿紙巾給我抹眼
淚」，於是破涕為笑，後來很少再
哭，因兒子的存在等於為她打氣。
她冀畢業後能從事形象設計行業，

為兒子帶來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明天是三八婦女節，為了解香港

婦女的快樂指數，商場APM上月
訪 問 300 名 女 性 ， 其 中 已 婚 佔
62%、未婚佔36%、離婚佔2%，調
查發現只有近一成受訪者感到不快
樂。調查又指出，單身女性感到不
快樂的主因依次為缺乏社交生活
（28%）、工作壓力（23%）及經
濟壓力（21%）；而雙職婦女則依
次為工作壓力（29%）、再者是經
濟壓力及工時長（同佔21%）。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婚姻輔導員
伍胡文佩表示，據個人輔導經驗，
一般30歲至40多歲已婚婦女受壓
程度最高，多數與婚外情有關，涉
及「爭仔（撫養權）、爭錢同爭
樓」。她稱，中國女性傳統職責需
照顧家中事務，因此在職已婚婦女
猶如「打兩份工」，她寄語夫婦之
間多溝通，尤其丈夫應多向妻子表
達欣賞，「有效過你幫她洗幾隻
碗。」 ■記者 翁麗娜

單親母返校園 做兒好榜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職場性騷擾一宗都嫌多。民建聯訪
問173名在職女性，發現約20%人
曾經在工作場所遭遇性騷擾、約
6%人更在工作場所被偷拍私人部
位，然而前者只有18%人向僱主求
助、後者更是沒有人向僱主求助。
調查由去年12月中旬至今年2月

下旬進行，針對女性職場性騷擾及
被偷拍的情況。曾在工作場所遭遇
性騷擾的受訪者，約35%人報警、
約21%人向家人傾訴，而選擇啞忍
及向僱主求助，同分別佔約18%。
而曾在工作場所被偷拍私人部位的
受訪者，有七成人選擇報警、兩成
人選擇向家人傾訴、一成人選擇啞

忍。近九成受訪者認為僱主有責任
採取措施防止僱員被偷拍。
身兼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圖右）稱，
有職場女性反映曾在公司派對遭男
同事酒後「博懵」，除被對方擁
抱，甚至被摸臀部及強吻，但因擔
心報警會被僱主視為麻煩，當事人
唯有啞忍一段時間，寧願選擇轉工
離職。

葛珮帆倡仿美 偷拍列罪行
葛珮帆續指，近年常見不法之徒

利用智能手機及精密的電子儀器偷
拍，女性可謂防不勝防，但本港現
時沒有一項清晰刑法去處理「偷

拍」這類罪行，警方只能以行為不
檢、遊蕩或不誠實使用電腦等較輕
罪名，去檢控偷拍裙底的罪行。她
建議香港仿傚美國將偷拍列為罪
行，這樣才有阻嚇力，杜絕偷拍行
為。
據平等機會委員會數據顯示，涉

及僱傭範圍的性騷擾投訴由2013
年的87宗，跌至去年只有51宗，
葛珮帆回應稱，不少受害女性不清
楚可向平機會作出有關職場性騷擾
投訴，故此有關投訴數字或未能反
映現實，建議平機會日後應加強推
廣其協調角色。民建聯婦女事務委
員會將與平機會及保安局溝通，以
完善法例、並作出更多措施。

職場偷拍春光 10%女生啞忍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督導主任蘇艷芳認為今年經濟較差，
女性要更多錢維持生活開支。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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