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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香港經濟不斷轉型和社會不斷進步，服務性行業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和類型上均有長足

的發展。一些專業的服務性行業便應運而生。陪月員便是其中之一。

	 	 眾所周知，職業傷病與職業性質息息相關。一些新興行業的職業傷病往往被政府、僱主、僱員

和社會公眾所漠視，受害者往往是僱員及其家人。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與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為了瞭解陪月員的職業傷病狀況，遂於2012年10月至

2013年2月期間進行了一項行動研究調查。調查結果反映該行業普遍面對“筋肌勞損、精神壓力、

工作過勞和欠缺勞動保障”的問題，也暴露出特區政府、工會、職安健團體和社會公眾對此欠缺關

注的形式。是項研究提示我們是時候從政策、教育、訓練、康復及社會服務的角度去回應陪月員的

困境和需要。是為序。

	 陳根錦博士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董事

2014年5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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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近年，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對於陪月員的需求大增，據僱員再培訓局	(下稱培訓局)	統計顯示，2011/12

年度完成陪月課程的人次較2009/10年度上升65%。同時，社會對於陪月員的工作要求亦相對提升，員工容易

因工作量的增加而出現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問題。因此，香港工人健康中心特意與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一同合

作進行是項行動研究，以了解陪月員的真實職業健康情況，讓業界及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並透過提出可行的

改善建議，一方面提高公眾對有關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促請政府因應情況積極作出改善。

研究方法

	 	 是次的研究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透過問卷調查和在職員工的

個案訪談了解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情況，主要有以下的內容：陪月員的受聘情況、工作內容、與工作有關的職

業健康情況、當中包括因工作所引起的身體勞損不適和心理或精神不適等範疇。

研究結果

		 	 綜合問卷調查和在職陪月員的個案訪談兩方面的量性(Quantitative)和質性(Qualitative)研究結果，我們

發現業界欠缺一個慣常的聘用模式及完善的就業配套，部分陪月員沒有簽訂僱傭合約和購買工傷補償保險。

同時，陪月員涉及勞損的徵狀普遍，卻甚少主動求醫。

	 	 此外，大部分的陪月員曾有工作壓力過大的經驗，主要原因是有感照顧嬰兒的責任重大，增加他們的精

神壓力。而僱員再培訓局作為主要的培訓機構，每年均會開辦陪月課程，當局對於職業健康安全這方面的課

題未能完善地配合從業員實際工作環境的需要，令陪月員的支援有不足的情況出現。						

建議及結論

	 	 陪月員於日常工作中會經常面對著不同程度的職業健康問題，會對其生理或心理造成不良的影響。為提

升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水平，建議加強工傷及職業病的保障，設立中央補償基金及教育僱主與僱員簽署書面合

約，令從業員能在職業健康這範疇上得到合理的保障。此外，於職安健的配套上，仍有改善的空間，如完善

就業網絡配套，避免從業員受到中介公司的剝削及加強陪月培訓課程的職安健課題，增加他們對預防職業傷

病的意識。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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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下稱「工健」)自1984年在港成立，多年來努力推動改善本港各行業的職業健康而努

力。「職業健康」指的就是「職業和工作場所情況」與「員工健康」兩者關係的探討，如何能有效透過基層

預防(Primary Prevention)避免與員工工作有關的健康問題發生，正是多年來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共同目標。而

職業健康包括兩大範圍：職業安全和職業衛生。簡單來說，若工作場所不安全，就會導致職業意外的發生；

而職業衛生除一般所認識的清潔衛生外，還涉及在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中各樣可以危害員工健康或引致不適

的因素，甚至因而令員工患上職業病[1][2]。

	 	 香港勞工處每年都會就本港年度的職業傷亡數字發表統計報告，據最新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2012年

全年的職業傷亡數字有39,907宗，經證實為職業病的個案數字達280宗[3]，當中更有四分一人確診患上手部

或前臂腱鞘炎。此外，由2009年至2013的上半年累積的職業病個案數字更高達1234宗[4]，情況實在令人關

注。

	 	 隨著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個人服務的需求大增，而陪月行業的發展尤其迅速，根據培訓局調查所得，有

八成二的準媽媽在懷孕半年內已聘請陪月員[5]。由於人們的教育水平越來越高，普遍僱主對於陪月員的要求

相對提升，期望陪月員能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不僅要求他們能純熟地照顧嬰兒和產婦，大多更要求其離職前

需要教授產婦及其家人或家傭照顧嬰兒的技巧[6]，此令陪月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日益沈重，從業員除了因工

作內容而容易出現身體健康問題外，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下而出現的心理健康問題亦日趨嚴重。

	 	 過往有不少社福機構曾就家務助理的職業病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可是有關陪月員職業健康安全的議題一

直未被關注。以致此行業的職業健康相關的調查和研究不足，令社會各界對此行業的職業健康問題缺乏了

解。加上，現今市場對陪月員的需求甚殷，故此對於近年興起的陪月業界存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下稱「工會」)成立以來一直推動改善政策及婦女權利，積極向政府和有關組織提

出針對業內的工作環境改善建議。有見及此，為了解陪月員的工作現況和有關的職業健康情況，工健特意邀

請工會一同合作進行是項行動研究。從科學角度了解陪月員的生理及心理的職業健康情況，讓各界有更深入

了解，藉此提高公眾對職業健康的關注和提升行內的職業健康水準，並透過提出有效可行的改善建議，以正

面態度鼓勵僱主提倡改善僱員的職業健康，履行僱主的責任。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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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月行業的背景及培訓

	 	 「坐月」是東亞民族的婦女在生產過後休息及調養身心的習俗，起源不詳，但此傳統習俗流傳至現今社

會。而專門為產婦和初生嬰兒提供護理服務的從業員，在香港普遍稱之為「陪月員」，中國內地則稱之為「

月嫂」。以往，並沒有「陪月行業」的說法，早期的陪月員有機會是由家庭保姆和家庭護理員演變而來[7]。

	 	 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庭保姆行業分化出陪月行業，標誌著社會上的需求專業化，令陪月的服務行業發展

迅速及愈趨成熟。根據培訓局的資料顯示，陪月員的工作主要是按僱主的實際需要而定，一般包括產婦護

理、嬰兒照顧、教授僱主及家人照顧嬰兒的技巧及進行簡單家務等[8]。

	 	 在香港，培訓局於2005年開始推出「陪月員證書課程」，令近年新入行的陪月員增加一個渠道接受培訓

及技能考核並獲得認證。參考培訓局的課程介紹，陪月員的培訓時數為期8週，共152小時，而課程主要包括

以下的內容[9]：

˙	陪月的行業概況

˙	迎接新成員的準備

˙	產後護理

˙	產婦心理支援

二、文獻回顧

筋肌勞損的危害

	 	 陪月員在照顧產婦及嬰兒的期間，大多的工作會涉及體力處理操作的動作，如工作時不加注意，使用不

正確的工作姿勢，例如彎腰，便有機會引致筋肌勞損的問題。國際間，有多個權威性的職安健研究機構如世

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英國健康與安全管理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簡稱 “HSE”) 和美國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簡稱 “OSHA”)	

等國際機構都對於筋肌勞損的問題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及分析。

	 	 HSE把筋肌勞損介定為影響肌肉、關節、肌腱或椎間盤的損傷。而這種的損傷最大機會影響到背部、肩

膀、頸部及下肢，症狀包括疼痛、乏力、麻痺、刺痛和腫脹等[10]。若員工的身體患上筋肌勞損的問題，除

感到有疼痛及不適的現象外，還會降低其工作能力，嚴重的更會導致永久失去活動能力，據估計，每年因筋

肌勞損而損失的工作日高達1160萬天[11]。HSE亦指出在英國，員工因為腰背痛而缺勤的情況非常普遍[12]。

受腰背痛影響的員工大多涉及以下的工作，如需提重物或單手承載負荷物、進行重複性的動作、經常彎腰或

蹲下、工作時感到身體疲憊等[10][13]。

˙	產婦坐月食療

˙中式傳統習俗

˙	認識嬰兒發展

˙	嬰兒照顧技巧

˙	初生嬰兒餵食技巧

˙	家居常用急救常識

˙	個人素養及求職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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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陪月員相關的職安健研究

	 	 過往，國際間包括本港及中國內地也缺乏關於陪月員或與母嬰照顧員相關的職業健康調查研究，但由於

其工作性質與家務助理、照顧員等相似，故此我們參考了一些與這些行業相關的調查研究，以加深對陪月員

日常工作中的職業健康危害因素的了解。

	 	 此外，本港亦曾進行和家務助理相關的職安健調查，結果發現香港的家務助理患上筋肌勞損的問題普

遍，有逾七成分別患上肩、上臂、腰及膝關節的職業性勞損問題[14]。有報章亦提到於勞工處轄下兩間職業

健康診所處理有關家務助理的求診個案中，有八成是患上包括頸部、肩膊及關節的勞損問題[15]。並且，有

關幼兒照顧員的外國研究也指出，有六成的照顧員表示有因照顧幼兒而出現身體不適的情況，照顧員最常出

現筋肌勞損的身體部位包括肩膊(57%)、腰背(54.7%)及頸部(45.3%)，當中，腰背勞損和缺勤率的關係最為

顯著，超過半數的照顧員需要提重物、抱小孩、工作時涉及不正確的工作姿勢或常彎腰，便會大大增加筋肌

勞損的機會[16]。

	 	 同時，由於陪月員的工作與一般剛成為母親並需要照顧初生嬰兒的婦女無異，故我們亦有參考相關的文

獻。有研究調查發現需要照顧初生嬰兒的母親，身體會承受著很大程度上的勞損問題。由於初生嬰兒有一定

程度上的體型及重量，嬰兒的衣物、毛毯亦會增加其重量；加上，初生嬰兒未有活動能力，當他們的身體像

球般捲曲時，照顧者的身體便需遷就嬰兒而容易採用不良的姿勢。此外，當抱著嬰兒的時候，嬰兒的移動會

令負重的重心產生變化，而這個重心變化則需要照顧者作出調整，這會增加照顧者的肌肉與骨骼的負擔；而

當嬰兒睡著的時候，其重量亦會相對提升而增加照顧者的抱舉風險[17]。研究也指出嬰兒照顧者的腰背有機

會達到中度至高度的受傷風險，主要與以下的因素有關，包括照顧者的發力程度及嬰兒的重量；而環境的因

素則與空間的限制及輔助工具有關[18]。

照顧員的心理健康

	 	 除了筋肌勞損的問題，多個研究亦指出幼兒照顧員在工作中普遍會遇上心理因素的問題，包括情緒低落、

沮喪、抑鬱、焦慮等症狀。其中，精神壓力是照顧員最為顯著的心理困擾問題，壓力的來源主要來自工作環

境、工作量過大、身心疲憊、輪班工作等因素[19]；若照顧員於工作中長時間被要求付出精力、專業技能、以

及對照顧對象產生直接責任的壓力、而未獲取足夠的休息，便會有很高的風險患上抑鬱症的症狀[20]。

	 	 除此以外，心理的因素與腰背痛的關係密切，研究指出心理因素會影響長期腰背痛的患者，如工作中的

精神壓力過大或與家人的關係不和睦，也會是一些因素而影響到人的心理健康情況，從而有機會加劇患者的

腰背不適的狀況。照顧員的工作需為別人提供生理及心理的支援，故其心理健康的質素實在不容忽視[21]。

有文獻指出為照顧員提供精神壓力管理的教育是十分重要，很多時候，有些照顧員甚至會怯於提出休息的要

求。透過壓力管理的課程，能讓照顧員更了解壓力的成因和徵狀、以及一些減壓的方法，令他們更能處理壓

力，釋放緊張的情緒，甚至是產生正向的思想，更積極地與別人溝通，以強化自身的心理健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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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香港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情況，主要內容包括：陪月員的受聘情況、日常工作情況、與工

作有關的職業健康問題等，透過問卷調查及聚焦小組得到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並就分析結果提出有效可行

的改善建議，鼓勵有關的機構提倡改善陪月員的職業健康，以提升行內的職業健康水平。

研究對象

	 	 是次的研究對象為於過去曾任職或現正任職陪月行業的從業員，探討其現時或上一次任職陪月員的情況。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這方法重視合作、教育及行動，

引起社會的關注與改變，用以解決及改進社群的實務問題。方法的核心觀念是相信前線員工及工會是最熟悉

該行業的運作模式、工作環境及工作流程，有助更全面地掌握引致員工職業健康受到威脅的各種因素。透過

與僱主和有關機構代表開會討論，以積極參與及共同提出在業內具體且可行的改善建議。

	 	 本研究採用以下兩種途徑，以深入了解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情況：

1.	 問卷調查

	於2013年3月至7月期間，我們透過工會的協助，在會員活動期間派發問卷向工會會員進行是次問卷調查。

	研究問卷內共有32條選擇題，主要問及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從業年資、受聘情況、日常工作內容、

因工作而引起的身體不適情況和個人工作壓力等範疇。

2.	 在職陪月員個案訪談

	 與4位不同年資的在職陪月員進行聚焦小組訪談。訪談的目的主要為深入詳細了解從業員對他們的工作內

容、受聘及職安健現況等看法及訴求，並就相關問題收集一些他們提出的改善意見。

資料處理及分析

	 	 所有經覆核後為有效的問卷由研究員以電腦軟件「SPSS 15.0」進行整理和分析。

三、研究目的及方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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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工會的協助，是次調查已完成並回收問卷共140份。

第一部分	個人背景	(見表1)

	 	 是次調查中，受訪者的年齡以45至54歲為主(51人，37.2%)，其次是55歲或以上(46人，33.6%)，35

至44歲或以上受訪者則只有26.3%(36人)。至於最高教育程度方面，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屬於中三程度(86

人，63.8%)，其次中五程度的有19%(26人)。而年資方面，受訪者的行業年資以2年以下者最多，共72人	

(52.2%)，其次是2至3年者(28人，20.3%)，而從事8年或以上者的有16人(11.6%)。

四、問卷調查結果概要

年齡(n=137)

	 25至34歲

	 35至44歲

	 45至54歲

	 55歲或以上

最高教育程度(n=137)

	 小學程度

	 中三程度

	 中五程度

	 新高中/預科程度

	 大專程度或以上

	

從事陪月員年資(n=138)

	 少於2年

	 2至3年

	 4至5年

	 6至7年以下

	 8年或以上

#	有關百分比準確至小數點後一個位

表1.	個人背景統計數據

人數

4

36

51

46

21

86

26

2

2

72

28

13

9

16

百分比(%)

2.9

26.3

37.2

33.6

15.3

62.8

19.0

1.5

1.5

52.2

20.3

9.4

6.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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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受聘情況	(見表2)

	 	 超過半數的受訪者(92人，65.7%)都有跟僱主簽訂僱傭合約，他們大多有購買工傷補償保險，64.3% 

(90人)表示僱主主動為他們購買保險；有10.7%(15人)是他們主動要求僱主購買。可是，亦有受訪者指出僱

主沒有為他們購買保險(24人，17.1%)，或不清楚僱主有為他們購買保險(11人，7.9%)。

	 	 工作時間方面，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每星期平均工作少於6天(112人，80%)，而表示每星期平均需要

工作6天或以上的受訪者佔20%(28人)。另外，有受訪者曾試過連續工作7天(55人，39.3%)，沒有試過連

續工作7天則有60.7%(85人)。曾試過連續工作7天的受訪者當中，接近半數曾試過最長連續工作少於10天

(27人，49.1%)，其次分別是最長連續工作10至14天(19人，34.5%)、15至19天(5人，9.1%)和20天以上(4

人，7.3%)。至於工作時數方面，他們大都以工作8至9小時為主(97人，71.3%)，其次是工作少於8小時	(24

人，17.6%)，而工作10至11小時的受訪者有7.4%(10人)，但亦有3.7%表示需要工作12小時或以上(5人)。

有否與僱主簽訂合約(n=140)

	 有

	 沒有

有否曾購買工傷補償保險 (n=140)

	 有，僱主主動為我購買

	 有，我主動要求僱主為我購買

	 沒有

	 不清楚

每星期平均工作多少天 (n=140)

	 少於6天

	 6天或以上

表2.	受聘情況統計數據

人數

92

48

90

15

24

11

112

28

百分比(%)

65.7

34.3

64.3

10.7

17.1

7.9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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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工作內容	(見表3)

	 	 有受訪者指出每天的工作除了協助產婦及照顧嬰兒，還涉及其他的工作內容，當中，大部分受訪者需要

購買餸菜(122人，87.1%)	 及預備膳食(128人，91.4%)。此外，亦需要替僱主洗熨衣物(59人，42.1%)	 和

進行家居清潔(27人，19.3%)。約七成的受訪者表示每天平均共抱嬰兒少於2小時(71人，51.5%)，其次是2

至3小時(47人，34%)，亦有14.5%的受訪者(20人)表示每天平均共抱嬰兒3小時以上。而有超過三分一的受

訪者(47人，34.3%)表示每次平均需要連續抱著嬰兒多於30分鐘。有接近四成的受訪者(51人，38.3%)的身

體的上肢部位有因抱嬰兒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或令有關問題惡化。

	 	 此外，除了抱著嬰兒外，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92人，67.2%)表示每天需要提取重物，有41.3%(38

人)會徒手提取重物，有58.7%(54人)則會使用工具輔助。使用工具提取重物的受訪者當中，有八成的人

(44人，81.5%)需自備工具；有接近二成的人(10人，18.5%)的工具則由僱主提供。有半數的受訪者(47

人，51.1%)指出身體的上肢部位有因持續提取重物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或令有關問題惡化。

有否試過連續工作7天	(n=140)

	 有

	 沒有

	

最長連續工作多少天	(n=55)

	 少於10天

	 10至14天

	 15至19天

	 20天或以上

	

每天平均工作多少小時	(n=136)

	 少於8小時

	 8至9小時

	 10至11小時

	 12小時或以上

表2.(續)

人數

55

85

27

19

5

4

24

97

10

5

百分比(%)

39.3

60.7

49.1

34.5

9.1

7.3

17.6

71.3

7.4

3.7

#	有關百分比準確至小數點後一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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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超過九成的受訪者(131人，94.2%)表示工作時需要涉及彎腰動作，較常見的彎腰動作包括從嬰兒

床把嬰兒抱起/把嬰兒放回嬰兒床(129人，92.8%)和替嬰兒洗澡(120人，86.3%)。當中身體的上背或腰背部

位因彎腰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或令有關問題惡化的受訪者佔三成多(43人，35.8%)。並且，有三分一

的受訪者(42人，30.1%)指出每次平均需要持續站立或行走2小時或以上。而身體的下肢部位因持續站立或行

走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或令有關問題惡化的受訪者佔26.4% (37人)。

	 	 研究亦發現，每天工作中，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休息時間(73人，52.9%)，而表示有休息時間的則

有65人(47.1%)。有休息時間的受訪者當中，有半數的人(31人，51.7%)指出每天平均的休息時間少於1小

時。

每天的工作除了協作產婦及照顧嬰兒，還有

否涉及什麼內容	

	 有

	 沒有

涉及的其他工作內容包括：

	 家居清潔

	 買餸

	 預防膳食

	 洗熨衣物

	 其他

	

每天平均共抱嬰兒多久(n=138)

	 少於2小時

	 2至3小時

	 超過3小時

	

每次平均需要連續抱著嬰兒多久(n=137)

	 少於30分鐘

	 30分鐘或以上

表3.	工作內容統計數據

人數

134

6

27

122

128

59

3

71

47

20

90

47

百分比(%)

95.7

4.3

19.3

87.1

91.4

42.1

2.1

51.5

34

14.5

65.7

34.3

#	有關百分比準確至小數點後一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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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上肢部位(參考圖A:肩膊、手肘、前臂、

手腕)有沒有因抱嬰兒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

狀(包括累積性的疼痛、乏力、麻痺等)或令有

關問題惡化(n=133)
	 有

	 沒有

除了抱著嬰兒外，每天還有沒有其他工作需要

提取重物(n=137)
	 有

	 沒有

	

會以什麼方式提取重物 (n=92)
	 徒手

	 工具

	

使用的工具由誰提供 (n=54)
	 自備

	 僱主

	

每天平均需要持續提取重物多久 (n=33)
	 少於30分鐘

	 30分鐘或以上

	

身體的上肢部位(參考圖A:肩膊、手肘、前臂、

手腕)有沒有因持續提取重物的工作而出現勞損

不適徵狀(包括累積性的疼痛、乏力、麻痺等)

或令有關問題惡化 (n=92)
	 有

	 沒有

	

工作有否需涉及彎腰動作

	 有

	 沒有

涉及的彎腰動作包括：

	 打掃

	 替嬰兒洗澡

	 從嬰兒床把嬰兒抱起/把嬰兒放回嬰兒床

	 替嬰兒換尿片

	 其他

51

82

38.3

61.7

92

45

67.2

32.8

38

54

41.3

58.7

44

10

81.5

18.5

23
10

69.7
30.3

47

45

51.1

48.9

131

8

94.2

5.8

40
120
129
119
2

28.8
86.3
92.8
85.6
1.4

表3.	(續)

人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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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上背或腰背部位(參考圖B)有沒有因彎

腰的工作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包括累積性的

疼痛、乏力、麻痺等)或令有關問題惡化呢？	

(n=120)

	 有

	 沒有

	

工作有否需要持續站立或行走(n=139)

	 有

	 沒有

每次平均需要持續站立或行走多久	

	 少於2小時

	 2小時或以上

	

身體的下肢部位(參考圖B:大腿、膝蓋、小腿、

腳踝、腳掌)有沒有因持續站立或行走的工作

而出現勞損不適徵狀(包括累積性的疼痛、乏

力、麻痺等)或令有關問題惡化 (n=135)

	 有

	 沒有

	

每天工作中，有沒有休息時間 (n=138)

	 有

	 沒有

	

每天平均的日間休息時間共多久 (n=60)

	 少於1小時

	 1小時或以上

43

77

135

4

93

42

37

98

65

73

31

29

35.8

64.2

97.1

2.9

66.9

30.1

27.4

72.6

47.1

52.9

51.7

48.3

表3.	(續)

人數 百分比(%)

#	有關百分比準確至小數點後一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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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與工作有關的職業健康情況	(見表4)

	 	 研究顯示，接近全數的受訪者(136人，97.8%)	 有參與過陪月員培訓課程，只有2.2% (3人)未曾參與過

培訓課程。同時，有九成多的受訪者(129人，95.6%)表示培訓課程有包含職業健康安全的內容。在139位受

訪者中，只有17位(12.2%)表示曾被醫生確診患上至少一種身體健康問題(不包括可傳染疾病)。他們當中最

多人患上肩周炎(8人，47.1%)和腰背痛的問題(7人，41.2%)，另外亦有4位受訪者(23.5%)表示患有膝骨關

節炎。患有身體健康問題的受訪者中，有14人(93.3%)認為這些問題跟現時的工作內容有直接的關係。有8名

(47.1%)的受訪者認為勞損不適的問題會令工作表現和日常生活皆受影響，亦有7名(41.2%)表示只影響日常

活動。

	 	 至於工作壓力方面，有四成的受訪者(60人，43.2%)表示經常感到工作壓力過大，亦有27.3%(38人)	

的受訪者表示間中會感到工作壓力過大，而指出沒有工作壓力的佔23%(32人)。他們最多人認為工作壓力

是來自照顧嬰兒感到責任很大(85人，81%)，其次是僱主的要求過高(69人，65.7%)及產婦的情緒不穩(61

人，58.1%)。

您有否參與過陪月員培訓課程(n=139)

	 有

	 沒有

	

培訓課程有否涉及職業健康安全的內容 (n=139)

	 有

	 沒有

	

你曾否被醫生確診患上一些身體健康問題 (n=139)

	 有

	 沒有

	

經確診患上的身體健康問題 (n=17)

	 頸椎綜合症

	 腰背痛

	 肩周炎

	 腕管綜合症

	 網球肘

	 膝骨關節炎

	 下肢靜脈曲張

	 其他

表4.	與工作有關的職業健康情況統計數據

人數

136

3

97.8

2.2

129

6

95.6

4.4

17

122

12.8

87.8

2

7

8

3

3

4

1

1

11.8

41.2

47.1

17.6

17.6

23.5

5.9

5.9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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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上述的健康問題與現時的工作內容有否直

接關係(n=15)

	 有

	 沒有

你有否曾因上述有所提及的勞損不適問題而令工

作表現或日常活動受到影響 (n=17)

	 只影響工作表現

	 只影響日常活動

	 兩者皆受到影響

	 兩者皆沒有受到影響

	

你有否感到工作壓力過大 (n=139)

	 有，經常

	 有，間中

	 有，甚少

	 沒有

	

您認為工作壓力的來源是什麼 (n=105)

	 與僱主及嬰兒的磨合

	 僱主的要求過高

	 照顧嬰兒感到責任很大

	 產婦的情緒不穩

	 工作量過大

	 工時不定

	 工時過長

	 其他

表4.	(續)

人數

14

1

93.3

6.7

1

7

8

1

60

38

9

32

55

69

85

61

42

40

7

2

5.9

41.2

47.1

5.9

43.2

27.3

6.5

23.0

52.4

65.7

81

58.1

40

38.1

6.7

1.9

百分比(%)

*	有關數字沒有計入百分比

#	有關百分比準確至小數點後一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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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香港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情況，尤其是針對因他們的工作實況而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影響，我們特意

在2013年9月上旬安排了一次聚焦小組訪談，透過口述形式，與現職陪月員進行面談，以了解他們對於自身

工作崗位的職安健現況的看法及訴求，並針對現行制度和保障不足的訴求和提出一些實際可行的改善建議。

	 	 透過工會的協助，是次訪談共邀請了4位年資介乎2至13年的陪月員一同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感受。我們基

於訪談時的過程和內容把有關資料歸納為數個主題作討論分享，而為了能清晰表現每一個案的意見和感受，

這部份將從個案的口述中直接摘要有關字句和措辭，務求能讓外界得悉行業中的最真實情況。

	 	 以下為4位個案的背景和與陪月工作有關的基本資料概要：

五、在職員工深入訪談

個案代號 性別 入職年資 簡介

F小姐 女 13年
˙	早年每天工作約4至6小時，每份工作佔約2至3個月，高峰時

每天照顧兩位僱主，一年接超過10宗生意；現時每份陪月工

作減少至1至2個月。

J小姐 女 3年
˙	每份陪月工作佔約1至2個月，每天工作約6至8小時，一年大

概接4宗生意。

T小姐 女 2年
˙	每份陪月工作佔約1個月，每天工作約6至8小時，每星期工作

6天，一年大概接8宗生意。

C小姐 女 10多年 ˙	早年大多應付24小時的陪月工作，現時大多每天工作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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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陪月員的受聘情況

	 	 	 在訪談中，我們問及有關陪月行業的慣常聘用模式。他們表示現時本港未有一個既定的陪月員聘用模

式，有個案反映經驗較豐富的陪月員主要靠親友轉介，即是以「口碑」而得到工作機會，但初入行的大多

需依靠中介公司找工作。

	 	 	 而據個案所述，有僱主沒有與他們簽訂合約和購買勞工保險，而合約的簽訂對於他們的保障也不大，

雖然合約的條文是由他們與傭主或中介公司雙方制定，但條文內容如工作時數或工作內容等會因應僱主的

要求而作出臨時的調整。

個案代號 訪談內容摘要

F小姐

˙「因為我做得耐，以前多數都冇簽(合約)嘅，但依家就睇下係邊啲僱主，如果係一啲

熟客介紹嘅僱主，大家知道就冇簽嘅，我地以前做落都係冇合約嘅，係呢幾年先至有

合約，變左舊嘅僱主會話不嬲都冇簽架喎，因為依家如果要簽合約又要身份證、又要

落訂各樣」

˙「同埋合約冇咩保障，我地做陪月，分分中要做多一個鐘先至走架麻，因為佢喊緊嘅

時候或者有咩事就實會遲走，但係呢啲情況我地就冇人工架喇。同埋有咩事，係乜都

唔包架」

˙「如果政府嘅配套做得好，係唔應該會有中介嘅出現囉，因為中介嘅出現，對於我地

黎講係剝削得好犀利，僱主同僱員都剝削，其實佢地(政府)宣傳唔係好夠，所以點解

中介會多啲人搵」

J小姐

˙「簽個時有叫佢地幫我地買(保險)，但佢地有冇買呢，就唔知喇，但番工就唔會問佢

攞番張單架麻，一問佢攞單即係唔信佢啦，合約冇寫買保險嘅，只係口頭話你一定要

同我地買，佢地實際有冇買就唔知喇」

T小姐

˙「因為最麻煩呢就喺我哋呢份工呢，你要靠自己口碑去傳落去，先有工做架嘛」

˙「我試過有一次，中介搵人打比我，話有個客已經換左5、6個架喇，5、6個都唔滿意

喎，問我有冇時間去做呢單。所以見到中介公司係一唔滿意就唔要你，可以換5、6
個，當試工咁，試試下都已經滿月啦」

C小姐

˙「如果自己接嘅呢，就自己同個客簽；如果係中介公司介紹嘅呢，就中介同我簽，但

個佣金係收得好貴」

˙「中介公司個邊唔保啦，家庭僱主個邊都唔保，我地同佢地簽個合約都無咩用，甚至

可以毀約，唔鐘意就解僱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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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內容

	 	 	 透過訪談，我們得知陪月員的工作除了照顧產婦及嬰兒外，還有機會需要預備膳食，處理簡單家務

等，當中涉及彎腰的情況最為普遍。個案表示工作可能會出現臨時「加碼」的情況	(即需準備較一般情況

更多人的膳食)，由於陪月員需靠口碑而得到工作機會，故在工作期間遇到不公的情況大多亦不會即時向

僱主反映。

	 	 	 個案亦指出僱主往往會有很多顧慮，經常擔心陪月員未能照顧好嬰兒，結果陪月員需要工作之餘，亦

需安撫僱主的情緒，身兼多職，要處理的工作變相增加，導致休息時間不足。

個案代號 訪談內容摘要

F小姐

˙「譬如你規定左我煮你一家三口嘅飯喇，有時會喺今晚收工話俾你知，我聽日幾多嗰

人黎，八餸一湯。咁呢我初初新仔嗰陣時呢，都無所謂啦，就照做，佢成日臨時加

碼，就變左其實有好多不公平嘅野響度囉」

˙「有啲媽咪因為佢間屋好大，個廚房同間房係有啲距離，佢就成日行出黎，我做六個

鐘，佢就幾乎全部時間都跟住我行出行入，基本上我冇休息過」

˙「如果一日做兩家，我要去兩次街市買餸，仲有一樣嘅就係我都係一個媽咪黎，屋企

都要做野架，屋企都要食飯架，所以去三次街市，所以番到屋企真係命都冇埋」

T小姐

˙「遲收工就實有，啱啱想收工嘅時間，呀B又賴咗啦或者呀B又扭眼瞓喇，呀B扭眼瞓唔

喺話一氹就瞓到，可能分分鐘你真喺要氹成個鐘頭佢先可以入睡」

˙「同阿b沖涼啦，又洗臉呀，又洗肚臍呀，又換片又抹身，到同佢著埋衫，都要時間架

麻，你條腰骨成日咁彎住，真係覺得條腰係最傷」

˙「個啲媽咪生完個種情緒，對個b真係非常緊張，你去到佢就係咁講阿b點樣搞到佢琴

晚冇得訓，咁你就安慰佢啦，叫佢唔使擔心，依家我黎咗，叫佢放心訓覺，阿b就由

我負責。但佢就係成日都唔訓，或者成日坐喺度，或者打開個房門訓，一路訓就一路

昅住你，你根本就係冇休息架」

C小姐
˙「我地做24小時嘅，有時半夜三間，咪抱住個b，佢唔訓我又唔訓囉，佢天光我又天

光，佢扭計嘅話就冇得休息冇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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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工作有關的職業健康情況

	 	 	 訪談過程中，個案大多表示雖然陪月的培訓有涉及職安健的課題，但理論與現實環境不符，每個工作

環境都不同，沒有一個固定嘅工作崗位，經常會遇上工作的手肘高度不合適、工作環境狹窄等情況，會容

易導致或加劇身體勞損的問題。

	

	 		 	 加上，個案表示如因工作而出現了勞損不適的徵狀，大多未必會看醫生和向僱主反映，除非是即時流

血的受傷，否則只會強忍，因怕僱主不相信其能力，影響口碑。除了勞損不適的情況，他們亦反映陪月員

經常會感受到無形的工作壓力，有感照顧嬰兒的責任重大，僱主的家人亦會把焦點放在嬰兒身上，對陪月

員的要求亦相當高，甚至在家中安裝攝錄機，對自身構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個案代號 訪談內容摘要

F小姐

˙「個課程同個現實係脫節，好多時候用一個標準去考試，黎判斷我地合唔合格。同埋

個課程係唔夠更新，對於我地嘅壓力舒緩都冇咩講」

˙「我地除非呢，喺個度真係唔郁得喇，無辦法之下，你條腰骨唔得就係唔得，就要去

睇醫生喇，不過都要偷偷地去睇，唔會遞病假紙，如果唔係僱主會俾臉色你睇」	

˙「其實我地份工，如果話只係做野，買餸呀，佢湊b呀，其實唔算好辛苦，反而係冇

形嘅壓力，真係人工都比唔上。有時啲客好緊張個b，講啲說話好難聽，真係好大壓

力，放假都放得好唔安樂，成日諗住我湊個bb點呢。呢啲冇形嘅心理壓力，係用錢補

償唔到」

J小姐
˙「培訓對於職業健康安全呢方面嘅知識有一堂係獨立講架，內容係講勞損，正確搬運

姿勢呀，法例呀」

T小姐

˙「我試過有一次，要遞高隻手去掩啲櫃門，唔小心整左成條痕出黎，流血啦下，個手

骹真係傷左，隻手真係痛到郁唔到，我就同個僱主講，我隻手好痛呀，因為整個櫃個

時一個唔小心就整到，佢一聽到我話佢個櫃個時，佢個臉口都已經唔係咁好，覺得我

賴佢啲櫃」

˙「同bb沖涼，佢就一路攝錄，成班人影住你咁，咁錄黎做咩呢，佢就話第時可以識同

bb沖涼，咁就唔知啦。尤其是天眼，冇得放慢，一定要快，總之幾廿對眼望住你，精

神壓力好勁架」

C小姐

˙「雖然培訓有教勞損，但因為我地做嘅環境家家唔同，咁正確嘅搬運姿勢係點其實好

難做，有啲地方太細，唔彎腰唔得」

˙「基本上有咩傷嘅問題唔會點同僱主反映，如果你話我呢痛呀，佢會話你走啦，痛呀

嘛，咁你仲做咩，不如走啦，你抱唔住我bb架喎，所以我地抱開bb，手痛都唔敢出

聲」

˙「依家啲僱主好緊張個小朋友，要好乾淨呀，佢睇得你好緊呀，好似裝哂攝錄機咁，

依家十個有九個都有裝攝錄機。仲有，你唔知邊樣佢覺得你唔啱，咁佢有攝錄機，分

分中可以用黎做呈堂證供，通常又唔會話比我地知有攝錄機，但係我地係知道有攝錄

機，搞到我地壓力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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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問卷調查和在職員工個案訪談兩方面的量性 (Quantitative) 和質性 (Qualitative) 的研究結果，我們發

現陪月員在其受聘情況或日常工作內容中會面對一些職業健康問題，這直接或間接地對他們的生理和心理健

康構成不良影響。我們將就著研究的結果進行討論，以探討更多有關陪月員的職業健康情況：

1.	 業界欠缺一個慣常的聘用模式及完善的就業配套

	 	 	 是次的調查發現，約34%受訪者沒有簽訂僱傭合約，當中有約25%受訪者表示僱主沒有為其購買工傷補

償保險和不清楚有否購買工傷補償保險。由於現時行內沒有統一的僱傭合約條文可供參考，合約往往由僱

主和陪月員共同協定，因而令陪月員沒有固定的工作時數、天數和薪金。條文內容亦有機會因應僱主的要

求而作出臨時的調整，未能為僱員帶來足夠的保障。

	 	 	 加上，業界欠缺一個完善的就業配套，陪月員主要靠「口碑」和親友轉介而得到工作機會，初入行的

更大多需依靠中介公司找工作。中介公司較注重維護自身利益，令陪月員容易受到剝削，例如會出現抽佣

金高、不包括任何的賠償、因應僱主的要求可隨時換陪月員等情況。

2.	 陪月員涉及勞損的徵狀普遍，卻甚少主動求醫

	 	 	 陪月員工作中需兼顧產婦飲食、照顧嬰兒，及家務工作，提取重物、長期手抱嬰兒及彎腰工作，都會

導致肌肉勞損。調查的數據顯示超過五成的陪月員因為工作緣故出現上肢勞損的徵狀。同時，超過九成的

受訪者工作時需要彎腰的情況普遍，他們亦表示相較其他工作內容，需要經常彎腰的動作較容易導致身體

勞損。

	 	 	 可是，調查發現即使工作時出現勞損不適，受訪者仍不會看醫生或與僱主反映要求休息，只有約12%

受訪者曾看醫生及被確診患上一些職業性的勞損問題。原因是陪月員行業講求口碑及屬於短期合約的工作

性質，他們未必會看醫生或向僱主反映，怕會影響生計。

3.	 陪月工作的責任重大，增加從業員的精神壓力

	 	 	 透過調查得悉近八成受訪者曾有工作壓力過大的經驗，最常見的工作壓力是來自照顧嬰兒感到責任很

大、僱主的要求過高及產婦的情緒不穩。受訪者認為令他們最感吃力的並不是日常要處理的工作內容，而

是他們經常會感受到無形的工作壓力，不論是僱主或其家人亦會把焦點放在嬰兒身上，對陪月員的要求亦

相當高，甚至在家中安裝攝錄機以監視他們的工作情況，這對受訪者自身構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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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巨大的工作壓大，從業員大多會選擇逆來順受，如前所述，他們怕直接向僱主反映會影響僱主

對其信任，從而影響生計。因此，他們只會選擇自行調節因工作壓力過大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如參與教會

或工會的活動，透過與其他朋友傾談以舒緩緊張的心情。

4.	 當局對行業的職業健康培訓支援及監管不足

	 	 	 培訓局及社會上各類型的培訓機構每年均會開辦陪月課程，訓練出不少的陪月員投入家居服務市場。

雖然所提供的陪月課程不乏涉及職業健康安全內容，但有部份受訪者表示所提供的職安健內容理論性稍

強，相對較缺乏實際操作性以及於新工作環境工作的應變能力的訓練。以致工作崗位不穩定的陪月員面對

新的工作環境時，解決新問題的應對能力不足。

	 	 	 同時，隨著僱主對陪月員的要求日益增加，從業員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亦有所增長。當陪月員所具備的

能力與僱主所提出的要求出現落差，且未能及時得到有效支援的時候，容易導致或加劇從業員的身體勞損

及精神壓力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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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上文所述的討論問題和綜合研究所收集的數據及資料，以下為是次研究結果的建議：

1.	 設立中央補償基金，加強工傷及職業病的保障

	 	 	 如上文提到，陪月員行業沒有一個固定的就業模式和屬於短期合約的工作性質，一年之內為多個僱主

工作，即使患上職業病亦不能符合補償條例中列明的為同一個僱主的工作期限，向多個僱主追討亦難有成

效。從業員出現勞損的情況相當普遍，但當中只有12%受訪者被確診為患上職業病。可見，陪月員的勞損

情況並不能透過以上的確診數字所得到反映。

	 	 	 因此，建議實行「中央補償基金」的制度，就是由政府以集體形式向僱主徵款，按例被確診為工傷和

職業病的陪月員便能向「基金」申請補償，不用向多個僱主和私營保險公司追討，也同時縮短和簡化索償

困難。這既確保僱員在確診職業病後可以獲得補償，同時亦惠及僱主，減輕由單一僱主承擔僱員補償的責

任及索償程序。

2.	 教育僱主與僱員簽署書面合約，確保僱主依法購買勞工保險

	 	 	 由於陪月員屬於短期工作，僱主通常聘用一個月至三個月不等的時間，部分陪月員工作因不夠*「4.1.18

」[23]規定而無法獲得僱傭條例的保障，只能透過簽署僱傭合約方能保障她們的權益，如薪金支付、終止合

約通知期等。但受訪者中，有34%陪月員沒有與僱主簽訂僱傭合約及25%表示僱主沒有為其購買勞工保險，

或不清楚僱主有否購買，這使陪月員的工作時數、天數變得不穩定，也欠缺勞工法例的保障。

	 	 	 如政府讓這種情況持續發生，無疑是置陪月員的勞工保障於不顧，未做好監察的角色。政府應修改《

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僱主影印勞保單予僱員，由於家居僱主不會如其他行業一般，把保單向僱員展示。

政府須教育僱主不論其合約期或工作時候長短、全職或兼職、長工還是臨時工，也要依法為僱員投購勞工

保險。同時，合約的條文應規定僱員的工作詳述，如工作內容、工作日期、時間，避免僱主隨意改動工作

時數，以保障陪月員的工作穩定性。

3.	 完善就業網絡配套，免受中介公司剝削

	 	 	 就業配套方面，培訓局推出「陪月一站」的新服務，目的是為這群中年婦女提供就業轉介，改善失業

率，減少因失業而導致的貧窮人口。可是，是次調查的個案認為，政府在推行陪月員的就業轉介服務上，

缺乏宣傳，令不少新入行的從業員依賴中介公司獲得工作機會，而中介公司大多只顧牟取利潤，佣金的收

費昂貴，令從業員受到剝削。

七、建議及總結

*	 《僱傭條例》(第57章)下「連續性合約」的規定，俗稱「4.1.18」，即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4星期或以

上，而每個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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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培訓局多加宣傳，如透過在醫院派發傳單和小冊子，向準僱主提供轉介，吸納私人市場的工作轉介

需求，將有助這一群中年基層婦女就業，同時亦應加強對僱主的教育，增加他們對自身責任和陪月員職安

健保障的認知，以保障陪月員的職業健康和就業穩定性。如能完善就業網絡配套，把有效的聘用及就業資

訊傳送給僱主和僱員雙方，便可減低陪月員在私人商業工作轉介機構找工作的過程中受到剝削的機會。

4.	 檢討培訓課程，加強預防職業傷病的意識

	 	 	 以上提到培訓局及社會上各類型的培訓機構每年均會開辦陪月課程，訓練出不少的陪月員投入家居服

務市場。調查反映約96%的受訪者表示陪月課程有涉及職業健康安全的內容，可是，個案指出陪月課程不

貼近現實，尤其是關於職業健康安全這方面的課題未能符合工作環境的需要，會容易導致或加劇身體勞損

的問題。

	 	 	 有見及此，建議相關的培訓機構應定期檢討陪月員的培訓課程，訂立清晰而切合實際需要的課程指

引，以免內容出現與現實環境脫節的情況。首先，有需要檢討有關職安健的課題，包括多引用現實工作的

例子，加強說明在工作環境潛在的風險及預防筋肌勞損的部分，以配合實際情況的需要，有助提高陪月員

的預防意識。此外，近八成的受訪者表示曾有感工作壓力過大，建議培訓增設陪月員的精神壓力處理的課

題，讓學員可更了解壓力的成因以助緩減工作壓力，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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