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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新世代

女性地位提升，始於18世紀的歐洲。原因
很多。思想上，男女平等的觀念抬頭，女權運
動興起，爭取男女平等。社會方面，工業革命
帶來快速的城市化。不少農民放棄耕作，往城
市工廠打工。耕種需要大量體力勞動，女性不
及男性，但在工廠工作，尤其操縱小型機器的
工作，女性同樣勝任。

香港在1950-70年代，輕工業興起，不少女
性都往工廠工作，或在家一邊照顧子女，一邊
穿膠花、裁縫車衣等。 「工廠妹」人數大增，
她們有工作，有收入，地位自然提升。工業社
會不再以家族為本位，而以兩至三代的小家庭
為本位，婦女的地位愈來愈重要。

鉛字活版印刷助知識普及
發明了鉛字活版印刷後，歐洲出版了大量

書籍，普及知識，女性讀書者漸多。教育水平
提升，既幫助女性找到工作，亦證明了男女才
幹不相上下。有些方面，女性比較男子更優越
，例如零售、推銷、護理、幼兒教育、招呼款
待、公關、打字簿記等文書工作。

20世紀初，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少

男性上了戰場或戰死，工廠要維持生產，只好
聘請女性。她們和男性一樣交稅，自然要求跟
男性一樣有投票權，於是出現 「第一波女性主
義」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多男性參軍戰
死，女性在經濟上的貢獻愈發重要。

二戰後，女生和男生同樣獲得九至十二年
免費中小學教育，升讀大學及取得學位的女性
愈來愈多，若干學系甚至超越男生；加上20世
紀末，富裕國家和地區經濟轉型，由工業生產
為主，轉為以服務業、創意產業為主，工作要
求的體力更低，女性亦優為之。1980年代，內
地改革開放，大量香港工廠北移，愈來愈多低
技術男工失業。經濟轉型，對女性更有利！

以香港為例，1976年，全港只有兩所大學
，有學士學位的男性是人口的3.9%，女性只有
2.6%。到2011年，全港有八所大學，有學士學
位的男性，比例增至32.5%，但女性卻增至
38.1%。

比較男女的就業比例：在1976年，勞動人
口中20至29歲的就業男性比例是97%，女性只有
65%，許多在家中兼職。到2011年，男性比例降
至92%，減少了5%，但女性卻大增了22%至

87%。
比較就學年數及年紀相同的單身男性和女

性，在1985至2000年期間，女性每小時的工資
，平均比男性低4%，但由2001年開始至2015年
，女性工資上升，平均已高於男性1.2%。別忘
記，由2001年開始，每年有數以千計內地婦女
，持雙程證來港定居。大多數是教育程度較低
的非技術勞工，只能做薪酬較低的工作，拉低
了女性的平均工資率。否則，香港女性的教育
程度、收入和經濟地位，必然躍升得更快、更
高。

高層職位港男女尚未平等
雖然如此，較高層的職位，香港女性還未

能跟男性平起平坐。比如說，至2012年，香港
政府首長級人員中，女性只佔33.8%。可是，女
性出任最高職級的常任秘書長，卻佔47%。難怪
坊間打趣說：政府不少部門有 「手袋黨」的存
在。在立法會，由2008至2015年，女議員有11
位，只佔全體議員人數的18%。在商業機構，最
高職位的男女比例更懸殊。

撰文：博文

女性地位提升始於18世紀歐洲18
平等觀念抬頭 快速城市化 教育水平增

思
考
點

知
識
點

城市化程度愈高女性地位愈高
城市化程度愈高、以服務業和創意產業為

主的經濟，女性地位便愈高，反之亦然。中國
的城市化還未超過50%（香港接近100%），城鄉
差距大，沿海大城市和大西北內陸城市，經濟
差別很大，是以內地女性地位依然不及香港。

按照2013年的數據，內地尚有13.5%的婦女是文盲。大學畢
業獲得研究生學歷的男性，佔整體人數的70%，女性只得30%。
就業率，女性是63%，男性達77%。女性的平均工資，亦只有男
性的64%。聯合國2015年的性別發展指數（UN GDI），香港
排名第12，指數是0.958。中國排名第90，指數是0.943。

33年後或非男主外女主內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發表 「至2049年的

香港家庭住戶推算」報告。報告指出，由1981
至2011年30年間，愈來愈少65歲以下男性是家
庭戶主，而25歲及以上女性，卻愈來愈多是戶
主。其中，85歲以上女性是家庭戶主的比率，

由2011年的48.9%，升至2049年的61.1%。其次是40至44歲的女
性，2049年有46.4%會成為 「一家之主」，幾乎與男性看齊。35
至39歲的香港男性，處境更 「不妙」，會由2011年的53.7%，降
至2049年的43.4%。即是說，33年後，再不是 「男主外、女主內
」了，夫妻在家庭的地位幾近平等，甚至女高於男矣！

▲香港在一九五○至七○年代，輕工業興起，不少女性都往工
廠工作，或在家一邊照顧子女，一邊穿膠花、裁縫車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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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女性的新處境

去年八月，我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敦煌考
察團，到當地考察了七天。得到教育局的悉心
安排，我們走進了數十個洞窟參觀，不但看到
古代精湛的藝術成就，同時更學到不少人生哲
理，真是一次令人大開眼界的文化考察之旅。
在當地考察期間，有幸認識了紀文鳳小姐，與
她談天說地，並聽她分享了一些對國家的想法
。回港後，我找到她的《新知道份子》（香港
：經濟日報出報社，2007年）一書來讀，書中
有一些討論現代女性心態的文章，指出了她們
所面對的處境，及應對的態度。

過往，父母們希望女兒長大後能成為淑女
，自幼就要她學鋼琴、學跳舞、學繪畫、學外
語，培養個人情操和修養，從而建立大家閨秀
的風範。現代社會，價值觀有所改變，淑女等
於乖乖女，不夠潮也不夠真，今天的女性喜歡

反叛、喜歡自我，不為男士目光去改變自己，
盡情去追求人生快樂。

同時，一直主導社會發展的 「男主外，女
主內」觀念正逐步消退。女性不甘只在家相夫
教子，要走出家門為自己創一番事業，以肯定
自己的生存價值。今天，學歷高、能力強、經
濟獨立的女子不願嫁人、寧願做單身貴族，另
一方面，由於眼角太高、條件太好，導致嫁杏
無期。香港人口政策支援小組估計，到了2030
年，男女嚴重失衡，即每一百名香港居住的婦
女，相對只有七十五名男士，女士會較難找到
歸宿。因此，女人真的唔易做！

本書結集了作者在報上的專欄文章，內容
主要是分享她對世事、國事、港事和人生的看
法。書中又涉及不少名人的逸事，讀來甚為有
趣。我看了數篇之後，欲罷不能之感湧上心頭
，一氣呵成讀完了本書。讀畢全書後，好像結
識了一位知心朋友，與我分享了人生一段又一
段既有情又有義的故事。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走近港青＞＞＞

在新世紀，香港青年整體的教育程度持續
提升。按新青年論壇及新論壇搜集來自統計處
於1993至2013年的40萬名畢業生就業和薪酬數
據，發現港青二十年來學歷急促膨脹，愈來愈
多港青持有大學學位；其中，25至29歲持大學
學歷的港青由1993年的一成，升至2013年佔同
齡的四成七。

而2013年統計亦顯示，逾四成半的15-39歲
港青曾接受專上教育；是年，全日制經評審副
學位及高級文憑學生人數分別佔26575人及

25471人，而全日制經評審學士學位學生人數亦
佔18509人。

雖然當下很多港青教育程度提高了，但不
代表港青就業待遇比過往樂觀；按報道15至24
歲港青的入息中位數，在2001年至2011年的十
年間一直維持於八千元，這令不少持高學歷港
青對薪酬和社會不滿。2016年，有社工反映有
些港青認為畢業後要還貸款，但月薪只有一萬
多元，與低學歷者無明顯分別，過不到自己的
心理關口，並抱怨當年勤奮學習卻未能於眼前
賺取到合理的回報。

面對自資大專課程的高昂學費，儘管修讀
的港青可申請政府相關貸款，但畢業後其償還
貸款能力卻備受挑戰。據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資料，於2002/03學
年受惠港青的拖欠帳戶比率是4.5%，2011/12學
年卻上升至10.6%；拖欠還款總額亦由2002/03學
年的490萬，急升至2011/12學年的2850萬。可見
部分借款進修的港青未能償還其學債！

香港青年協會於2014年曾深入訪問20名低
學歷港青，當中一半指因難承擔高昂學費而未
能進修；就算可以進修的，也因為交學費而疲
於奔命。其一個案是一名23歲男接線生，月入
不夠九千元，但兼讀副學位學費卻佔收入四成
，加上三千元的家用，只餘下二千生活費；可
見高昂的專上課程學費，令不少港青工作和生
活受壓，情況令人憂心。面對知識經濟的社會
，港青理應持續進修，以維持國際競爭力；可
惜，修畢課程後的港青卻未能有合理回報。香
港政府和各界要認真思考這社會難題，在既鼓
勵港青持續進修的同時，亦提供措施去紓緩有
困難的港青償還學債。

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

高學歷與學債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於
2016年6月7日宣布，啟動香港
Innovation Node，包括獨有的硬
件加速計劃，教導學生創新領域
上的各個主要範疇。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院 長 Martin
Schmidt 表 示： 「麻 省 理 工 香 港
Innovation Node的啟動標誌着麻
省理工學院與香港建立長期合作
關係的決心。Innovation Node將
作為學院與區域連繫的橋樑，亦
貫徹麻省理工學院一直致力為學
生建立全球性教室的努力。學院
的學生及教學團隊將可透過此計
劃打開通往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獨
有資源及機遇的大門。」

首項活動科技創業體驗
麻 省 理 工 香 港 Innovation

Node首項學生活動 「麻省理工學
院Kickstart」展開，近日為麻省理
工學院及香港的學生提供為期一
周、以科技為基礎的創業體驗。
學生將組成國際隊伍，合作構思
創新意念、製作原型、從業界專
家身上學習，亦會探索港深兩地
日趨蓬勃的創業環境，壓軸活動
將會由學生介紹作品及展示所製
作的原型。

麻 省 理 工 香 港 Innovation
Node學系總監Charles Sodini在香
港 指 出： 「在 麻 省 理 工 香 港
Innovation Node實習的學生不只

局限於工程師、商業家、製造商
或設計師的工作。相反，他們會
以 『實踐學習（learning by doing
）』為原則，涵蓋綜合學習的各
個範疇。我們透過舉辦麻省理工
學院Kickstart活動，給予學生嶄新
機會學習並實踐加速創新的方法
，讓他們更有效地將意念轉變成
可行方案。」

麻省理工學院的香港校友兼
香港Innovation Node的顧問小組
成 員 馮 國 經 表 示 ： 「憑 藉
Innovation Node及麻省理工學院
Kickstart的啟動，香港能受惠於與
全球認可為創新先驅的學院建立
的緊密連繫。除了教學和研究外
，麻省理工學院重視創新精神為
核心價值，而Innovation Node更
團結香港創新領域生態體系的重
要部分。十二位參與麻省理工學
院Kickstart的香港學生，以及隨後
的參加者，將憑藉學習麻省理工
學院實行的創新意念以及與多位
香港、深圳及珠三角地區企業家
的接觸互動而獲益良多。」

麻 省 理 工 香 港 Innovation
Node 是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校 長 L.
Rafael Reif於去年11月宣布一項新
猷，在傳統的教學及研究中加入
創新元素。Innovation Node由麻
省理工學院構思及推動，憑藉麻
省理工學院與地區長久建立的關
係，讓學院學生、教學團隊及校
友能更有效地與香港的院校、企
業家及商業機構在地區內急促發
展的創新領域生態系統中進行連
繫。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啟動香港Innovation Node

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