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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紅玉女士由20世紀80年代開始投身公共服務，至今40年，經歷八屆政府，

廣受讚譽。她最為人們熟知的是倡議反歧視立法，該法案頒布後成為香港推動和

維護平等共融的重要支柱。在其擔任過的許多公職中，最重要的可說是平等機會

委員會主席，如果沒有她的努力，該委員會根本不會存在。作為委員會主席，她

將香港政府告上法庭，指控中學入學制度有歧視女生的成分。說得委婉一點，此

舉並不受政府內部的歡迎，最終政府在2001年敗訴。自此該案確立先例，表明平

等法可用以糾正其他行業的系統性歧視做法，對教育界別而言更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確保了運作上性別平等。

胡女士在漫長而傑出的職業生涯中，曾擔任過許多公職，她於1997年擔任香

港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主席，在消委會引入了重大改革，加強保護消費者的權

益。她於2009至2015年出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主席，為全港僱員增加了選

擇，並減低了風險和成本。2013至2020年期間，胡女士擔任競爭委員會的創會主

席，通過禁止合謀壟斷操控，為保障市場自由建立了重要的法律先例。 

胡女士亦在其他機構擔任公職，包括廉政公署、法律改革委員會、證券及期

貨事務委員會和醫院管理局。她於1993至1995年出任立法局議員，並於2009至

2017年出任行政會議成員。她也獲委任太平紳士，並在2000年和2011年因其傑

出的公共服務貢獻而分別獲頒銀紫荊星章和金紫荊星章。

胡女士的父母為了尋求庇護而逃來香港，她從小就培養了對弱勢群體的強烈

同理心。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動盪讓她深入了解不平等和剝削的情況。中學時一

位修女鼓勵她多看報以認識世界，但也提醒她「唯有事實可為依據」。

1975年，胡女士在香港大學完成了法律課程。學習法律並不是她的首選，但

正如她所說：「是法律選擇了我。」她與弱勢社群相處之後，知道法律知識可讓

他們行使權利，對法律的熱情也隨之增加。她曾協助一位婦人更新小販牌照。對

於能夠幫助這位婦人恢復謀生能力以照顧自己及家人，她感到非常滿足。她以此

例子說明法律必須保障個人權利，並關注活生生的人而非理論。她專門從事知識

產權法和商業交易，並在30歲之前成為其公司的高級合夥人，亦成為香港律師會

的榮譽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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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女士出任立法局議員時，曾遊說當時的殖民政府通過她提出的平等機會私

人條例草案。這是首次有立法局議員提出涵蓋整個政策範疇的私人條例草案，促

使政府後來成立了平等機會委員會，並首次頒布了反歧視條例。

對胡女士來說，法律是改變社會的工具。她說：「法律能促進行為規範和文

化轉變。」她還主持研究工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並遊說企業和政府機構實行

多元共融。她堅信多元化對個人、企業和社區等各方面都有利。她指出，根據統

計，奉行性別平等和種族共融的公司實際上盈利會更佳。

法律是改變社會的工具。消除固有觀念和偏見是一場漫長的硬仗，涉及改變

根深蒂固的思想。她於各公共機構任職時，曾面對批評、反對、威脅，甚至有組

織性的抗議活動。但她從不放棄，讓胡女士勇往直前的是她持守個人原則和價值

觀的堅定決心。

胡女士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倡議平等、多元化和共融，她給我們的建

議是：「要放眼差異之外，把我們的思想從自己和他人的偏見中解放出來。」回

顧這段充滿變化和挑戰的人生，她認為是使命感、決心和願意討論具爭議性的議

題，使她能夠走到今天。她希望與嶺大社群分享一個理念：「人如何回應轉變決

定他是個怎樣的人，人決不能對轉變無動於衷。」很多人抗拒改變，但胡女士不

一樣，她擁抱改變，並竭盡所能確保所推動的改變都是正面的。

主席先生，為了表彰胡紅玉女士在倡議和維護香港的平等和共融方面的傑出

成就，我謹恭請  閣下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胡女士。

贊辭由梁旭明教授撰寫及宣讀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