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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負擔不了種族歧視條例 

藍鴻震  

 

 香港人一般都非常現實，歧視行為往往是建基於經濟因素，只要能付得起錢，

不論是甚麼種族的人都不會被歧視。禁止種族歧視立法將對社會產生一定影響，

可能是目前距離全面復甦的香港負擔不了的。 

 

 政府在今年九月開始，就立法禁止種族歧視諮詢將於本月底結束。概觀有關諮

詢文件列舉不少支持進行立法的論據，反面論點卻寥寥可數，似乎頗具引導性，

表面看來政府也傾向進行立法。 

 

 無可否認，香港跟不少先進國家一樣存在一些種族歧視的問題。以往便有報

道，一家酒吧優待白種人，讓他們先飲酒再結帳付款，但印巴裔等有色人種及本

地華人，則要先付款才能進場，因為這些族裔人士之中，以往曾有人在醉酒後拒

絕付款的先例。另外，有一些證據亦顯示，部分少數族裔人士，在應徵工作及租

屋時偶然受到歧視。然而，相比一些先進國家，香港的情況並不嚴重，甚至只屬

小巫見大巫。還記得以往印尼和一些東南亞地區都曾出現排華；即使在美國洛杉

機，在電視新聞上見過，多名白人警察圍毆一名黑人。試問這情況會在任何時間

的香港出現嗎？其實，香港人一般都非常現實，歧視行為往往是建基於經濟因

素，只要能付得起錢，不論是甚麼種族的人都不會被歧視。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一直都要求香港就這問題立法，尤其

針對私人機構和個人的種族歧視行為的法例；本地一些少數族裔組織也不斷向特

區政府施壓。而現時較溫文的特區政府，似乎會對這些壓力讓步，希望博取一些

反對派人士的好感和同情。 

 

 如果目前香港百業興旺、欣欣向榮，政治、經濟、前景都一片光明，那麼在一

些人權和反歧視的政策上，爭取與先進的西方、甚至北歐國家看齊也無可厚非。

但回顧過去數年，香港經歷了持續的經濟衰退、通縮、樓市大幅下滑導致負資產

和破產個案激增，失業率大幅上升。雖然在中央推出連串對港支持新措施，包括

自由行、9﹢2 泛珠三角合作和兩個階段的 CEPA，再加上外圍因素好轉後，近期

市面氣氛已略見起色，不過，現時失業率仍超過百分之六，本地大部分中小企業

和中產人士還在喘息之中，我們距離全面復甦尚有一段距離。 

 

 在這情況下，我們的當前急務究竟是幫助普羅市民和中小企業休養生息、促進

經濟復甦和轉型，還是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呢？若《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這些關乎

國家安全的問題，社會也認為沒有迫切性進行立法，那麼我們何需急於立法禁止

種族歧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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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一般市民可能不為意，其實有關立法將對社會產生一定影響。我們考慮

應否立法時，必須小心衡量。舉例說，不少本地中小企業基於本身的公司文化，

以及方便員工之間，以至與內地的溝通，往往會傾向優先考慮聘用本地華人，這

樣會否惹來不必要的投訴呢？僱用外籍傭工的家庭一旦與外傭發生勞資糾紛，又

會否演變成種族歧視的投訴呢？這些可能出現的不良影響，都會對本地中小企和

中產家庭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事實上，對於整體社會而言，當前首要工作無疑是推動經濟復甦和轉型，訂立

禁止種族歧視的法例不單沒有迫切性，反而對營商環境造成一定困擾，最終受損

的是基層市民。以香港目前的景況，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比不上 1997至 2000

年的環境，在這情況下，根本不能再負擔這些法例所帶來的衝擊。當然，少數族

裔人士的訴求是需要考慮的。但政府要做的應該是加強在社區的宣傳、教育和調

解工作，這不單是更長遠和有效的措施，而且能避免上述的負面影響，何樂而不

為呢？ 

 

 (筆者獲《文匯報》邀請，定期與讀者探討香港各方面的問題。概觀香港社會

逐漸由以往的團結融和、朝氣蓬勃，轉變成近年的愈見分化、怨懟。本專欄以「藍

天說地」為名，正是寄語筆者希望香港社會像環保目標一樣，常常展現出藍天白

雲一般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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