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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傭無得走 僱主無得揀 兩敗俱傷累鬥累 

根據勞工局數據，截止至 2020 年 4 月，現在外地家傭數量達到 3 萬 1 千多，是第

二大的外僱團體(排在酒店及飲食業之後)，人數愈年遞增，更重要的是家傭與一般外僱

不同，他們的問題是與近 3 萬個家庭之間息息相關的。 
 
  而在近日又再發生一宗家傭性侵事件，再次敲響警鐘讓大家再度關注。事實上從疫

情爆發初期至今，對於家傭群體就有不少疑問和情況： 
1. 家傭作為很多人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疫情期間究竟是否已經接受到相關防疫信

息？是否已經跟足相關指引勿聚集等等？尤其期間更出現案例疑似接觸，流言四

起，人心惶惶； 
2. 基於疫情原因，家傭無法離開澳門返回家鄉，是可憐的，大家亦能理解，但不應該

作為工作懈怠同「搏炒」的原因，正是由於無法尋找家傭，由於需過於求更激發以

上問題； 
 

  對於以上問題，本人有以下建議：  
1. 政府疫情資訊等傳遞至家傭群體要及時，甚至可以設立專門的渠道，或是更好的與

各中介公司溝通，共同傳達作出安排等等； 
2. 設計獨立的關於家傭整體工作和流程的宣傳品，甚至可以建立由政府正面回應的網

絡平台(參考其他局，如 Whatsapp/Telegram 等)，派員跟進和解答市民疑問； 
3. 建立完善的家傭資料庫，當中應包含其是否曾犯事、健康情況、曾被解僱(過冷河)

的原因和理由等等，相關資料庫不一定需要全面公開，可以使用供市民核查的形式，

現時市民只會通各種社交媒體交流資訊，既低效，又對個資問題較為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