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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15日：Justice Centre Hong Kong最新報告「Coming Clean」估計

香港每六名外籍家庭傭工中就有一名遭受強迫勞動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今天發表的研究報告將首次就香港外傭遭受強迫勞動及以

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運的普遍程度進行估算。 

  

研究發現： 

  

-17%的外傭，即每六名受訪者中就有一名符合強迫勞動的所有指標。以本港 336,000

名註冊外傭推算，即香港境內有超過 50,000名外傭可能正遭受強迫勞動。 

  

-處於強迫勞動中的外傭有 14.0%被販運進强迫勞動當中，即每 7位處身於强迫勞動中

的外傭便有 1 位處於由人口販運所導致的強迫勞動當中。外傭於招聘過程及工作中均

有遭受到強迫勞動剝削的跡象。 

  

-66.3%受訪外傭被剝削的跡象嚴重，但他們並未有遭受強迫勞動。11.3%的外傭則有

中度被剝削的跡象。只有 5.4%受訪外傭沒有任何遭受剝削的跡象。 

  

什麼因素使外傭更容易遭受强迫勞動？ 

  

-背負因招聘而衍生的巨額債務的外傭（債務金額等於或超過其全年收入 30%）遭受強

迫勞動的機會比背負較低債項的外傭高出六倍。 

  

-正從事首份合約的外傭遭受強迫勞動的機會較曾在香港工作的外傭高 2.7倍。 

  

-來自印尼的外傭遭受強迫勞動的機會比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傭高 70.5%。 

  

-30 歲以下的外傭遭受強迫勞動的機會較 30 歲以上的外傭高 52.8%；24 歲以下的外

傭遭受強迫勞動的機會較其他外傭高達 15倍。 

  

其他重要發現 

  

-所有受訪者平均每週工作超過 7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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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分之一受訪者不獲僱主給予法定的 24小時休息時間。 

  

-以借貸形式支付招聘費用的受訪者當中，35.1%的負債收入比例等於或超過其申報的

全年收入 30%。 

  

-39.3%受訪者沒有自己的睡房，35.2%受訪者與小孩或長者共用房間，而 2%則需在

廚房或公共起居空間睡覺。 

  

估算結果如何得出？ 

  

研究結果基於一項街頭問卷調查。此問卷共有 114 條封閉式問題。我們在全港多個地

點訪問了超過 1,000 名來自八個國家、現時在港工作的外傭。問卷針對招聘手法、因

招聘而衍生的債務、工資、工時、膳食、工作及生活環境、僱主的對待等事項搜集資

料。 

  

Justice Centre 委託了一家知名市場調查研究公司進行問卷調查。我們接著與非政府

組織、工會和移工權益組織合辦了五次質性焦點小組會談，以討論及驗證問卷調查的

主要發現。 

  

我們最後按照強迫勞動指標分析問卷調查之結果。該指標參照國際勞工組織 2012 年

出版的指導方針 Hard to See, Harder to Count ，並根據香港的情況作出相應修改。 

  
  

行動呼籲 

  

報告主筆、Justice Centre Hong Kong倡導及活動總監 Victoria Wisniewski Otero表

示： 

  

「強迫勞動不一定牽涉肉體暴力；壓迫和行騙的手段有很多。 

  

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外傭的勞工權益及人權均不受尊重或保護。不同程度的剝削屢見
不鮮：小至違反勞工法例的輕微罪行，大至強迫勞動。 

  

我們的研究顯示，因招聘而衍生的巨額債務是其中一個最能預測外傭是否容易遭受強
迫勞動的指標。 

  

無良的中介公司及職業介紹所、經紀和放債人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針對這些中介
的超收費用的條例不足，罰則亦太輕。這為外傭的人權帶來不利影響。」 

  

Justice Centre總監 Piya Muqit呼籲港府採取行動，從根本解決報告指出的問題： 

  

「問卷調查結果提供急需的證據，助推動本港就強迫勞動、人口販運和外傭權益作出
政策及法律上的改變。香港必須承認這些問題確切存在，不可再刻意隱瞞或逃避問題。 



 
  

是次研究顯示，即使是香港這樣的地方，也存在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問題。現有條
例其實令傭工更易遭到剝削，並為尋求協助和公義的受害者帶來重重障礙。 

  

我們呼籲香港當局加強與外傭輸出國政府的協作，並與公民社會緊密合作；它們往往
是首批接觸及提供初期協助予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行動者。」 

  
## 
  

致編者： 

 

如欲取得報告全文及相關資料，請瀏覽 www.justicecentre.org.hk/comingclean 

  

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外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外傭在香港的經濟和社會上亦擔當

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香港，每三個育有子女的家庭中就有一個僱用外傭。外傭佔全港

人口 4.4%及全港勞動人口 10%，當中 98.5%為女性。 

  

現時，本港尚未全面立法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口販運，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人口販

運，亦未有法例將強迫勞動定為獨立罪行。 

  

過去幾年，香港發生多宗備受社會關注的外傭嚴重受虐的事件，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

Erwiana Sulistyaningsih、Kartika Puspitasari和 Elis Kurniasih的案件。 

  

本港連續第八年在美國販運人口報告中被評為第二級。去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

評估香港時，亦有就外傭遭受強迫勞動的問題表示擔憂。 

  

面對國際社會批評，港府一直否認香港是人口販運及強迫勞動的來源地、中轉站或目

的地。 

  

1930 年國際勞工組織制訂的《強迫勞動公約》(第 29 號) 中，將強迫勞動定義為「以

懲罰相威脅，強使任何人從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願從事的所有工作和勞務」。 

  

關於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是一所致力保護被迫離開家園來港的民眾的非牟利人權組

織。被強迫離開家園來港的民眾包括難民，其他尋求保護的民眾以及酷刑、 人口販運

及强迫勞動的倖存者。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於 2014 年成立，其前身為 Hong 

Kong Refugee Advice Centre（HKRAC）。HKRAC 於 7 年的工作裏幫助了超過

2000名難民男女及兒童踏上新的路途。 

  
#HKcomingclean 
 

http://www.justicecentre.org.hk/comingcle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