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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习俗      

香港妇女发展联会主席 叶顺兴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但实际上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一些传统的

仪式和习俗，背后隐含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传统「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

这些对女性不公平的传统习俗文化，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自主权，也将女性置于次等

地位，甚至否定了女性存在的价值。 

  新界乡村的情况 

  歧视女性的观念和习俗，在新界一些乡村地区仍然存在。一直以来，新界土地只有

父系男性后裔才有继承权，新界妇女无权申请原居民可享有的「丁屋」和继承新界土

地。妇女团体通过多年争取推动，港英政府最终于1994年颁布《新界土地（豁免）条

例》，废止了新界地区对男系法定继承权的立法保护和承认，规定在没有订立遗嘱的情

况下赋予乡郊村落妇女继承旧批地段的权利，与村内男丁看齐。 

  不过，现行有关丁屋的政策是获豁免受《性别歧视条例》规管的。男性原居民有权

向政府申请兴建一栋三层高村屋为住所，但女性原居民却不受惠于这项政策。现时，这

项政策的修订仍然面对巨大的障碍，因此，争取废除歧视女性的传统习俗，仍然需要民

间及妇女团体的不断努力。 

  另外，在1994年以前，新界很多乡村，妇女是无权参选村代表的，而她们的选举权

亦受到限制，例如某些乡村只容许男性投票，或者只准户主（往往为男性）投票。阻碍

女性原居民参与乡村选举的传统习俗，剥夺了妇女的政治权利，因此，乡议局于1994年
颁布了选举规则模板，对村代表选举作出规定：村代表由一人一票选出，男女享有平等

投票权，以及妇女有参选权。 

  可是，在1999年布袋澳村的选举中，有女性原居民的丈夫不获准在选举中登记为选

民，可见村民仍视女性原居民及其家人为「外人」的传统习俗所影响。其后法院裁定选

举安排违反《性别歧视条例》。就着法院的裁决，政府于2003年通过《村代表选举条

例》(第576章)，以法例规管乡村选举，肯定了男女在乡村选举中均享有同等的权利。 

  虽然现时新界女性的承继权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习俗在新

界乡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祭祀祖先仪式、祖先物业的管理权清一色由男性负责，生男

丁视为光彩，生女孩则不被尊重。纵使法律的完善的确保障女性原居民的权益，但亦不

排除有些妇女怯于传统势力，就算受到不公平对待，亦不敢诉诸法律的情况。 

  在政治参与方面，由于乡村选举向来均是男性作主导，因此女性原居民仍然受到一

定限制。在2003年的乡村选举中，只有25名女性参加居民代表选举(占所有候选人的3.5
7%)，以及4名女性参加原居民代表选举(占所有候选人的0.34%)。现时新界有707条乡



村，约有1320名村代表，但当中只有21名女性村代表，另外亦只有两名乡事委员会执行

委员和五名乡议局议员是女性，反映了在新界乡村地区，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于男性，女

性参与乡村事务的比例仍然非常低。 

  现代职业女性的情况 

  虽然在现今的香港社会，很多歧视女性的传统习俗已经慢慢消失，但现代女性在家

庭和工作上仍然遇到不少不公平的情况，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根深柢

固。 

  现时不少香港女性均需家庭事业两兼顾，纵使工作压力大，但照顾家庭的责任仍然

落在女性的身上。根据本会于今年初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七成的受访双职女性表示自己是家中处理家庭事务（例如日常家务、照顾和教导子

女等）的最主要负责人。调查更发现家庭责任大大妨碍了女性的事业发展，有三成的受

访者曾因为想要照顾家庭而考虑辞工或转工，四成八受访者表示会放弃晋升机会。由此

可见，女性仍然视照顾家庭为最主要的责任，当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需要作出取舍

时，女性宁可选择牺牲工作，都不愿减少对家庭的照顾，这充份显示「男主外，女主

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非常普遍。 

  虽然现时香港社会普遍接受女性出外工作，但女性仍面对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女性

的平均工资较男性低2000元；女性担任高层职位的只有26%；性别分隔情况严重，超过

一半女性从事收入较低的小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女性参与政治的情况亦未如理想，

女性参与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会议的比例仍然不足20%，女性担任主要官员的比例在

近年更有下降的趋势。现时行政会议十五名非官守成员中只有两名为女性，十九名主要

官员中亦只有两名女性，女性官员大多担任部门副手。由此可见，女性在工作上仍然受

到不少限制，更因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未能于工作上尽展所长。 

  促进两性平等 

  对于消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习俗，政府和民间妇女团体均作出重大贡献。香港政府

于1991年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383章)，这是香港第一条承认两性平等的法

例，以确保女性与男性均享有于《香港人权法案》中被承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1995
年，政府通过了《性别歧视条例》(第480章)，并于1996年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

负责协助执行《性别歧视条例》和其它反歧视法例。1996年，政府引入联合国的《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

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1997年，

《基本法》正式在香港实施。作为宪制性文件，《基本法》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

自由和权利，无分性别，当中第三十九条订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

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有关规定继续有效，并通过本地法律实

施。2001年，政府成立「妇女事务委员会」，向政府就妇女问题提供意见及策略性检

讨。这些国际公约的引入，法例的修订，以及建立妇女有关的机制，对维护妇女权益、

打破传统性别观念起着一定作用。 

  不过，单凭法律上的保障并不足以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和角色分工。鉴于很多传统

的观念和习俗轻视和否定女性的能力，限制女性的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改变「男尊女

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定型观念才能让女性能够更自主的在不同的岗位上

发挥所长。不过，要改变社会大众对传统性别观念的看法，以及打破对女性不平等的传

统习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例如政府于政策上引入性别视角，

由学校教科书开始，提倡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等，以求在制度和文化上促进两性平

等，妇女团体也应责无旁贷，担当推动者的角色，逐步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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