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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聯會 

回應「人口政策」意見書 

二零一四年二月 

 

 

  香港復康聯會（聯會）連繫本地超過 130 個復康服務會員機構和自助組織，一直密切

關注及跟進與殘疾人士相關的議題。對於今次人口政策諮詢，聯會整合了業界就殘疾人士

就業及相關復康服務議題的共同關注，擬備了此意見書，期待政府當局在制訂長遠人口政

策時能夠作出考慮及積極回應。 

 

 

1. 增加殘疾人士就業機會 

 

殘疾人士透過就業可自力更生，全面融入社會，發揮自身潛能。可是，香港殘疾人士的

就業情況強差人意，亦遠遜於其他已發展國家。根據 2008年香港統計處公佈的《第 48

號專題報告書》推算，殘疾人士的失業率比當時整體人口的失業率高約 2.9 倍，遠高於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成員國家平均 2 倍的水平。1
 此外，據上述《第 48 號專題報告書》，15 至 59 歲的殘疾

人士的就業率為 33%，只及當時全港人口就業率的 47%，而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數

字，殘疾人士就業率是整體人口就業率的 60%，可見香港有關的比率亦遠低於後者。2
 就

此，聯會提出以下建議，以增加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 

 

1.1 落實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聯會認為實施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規定政府機構、公營機構、非牟利機構及私

營企業按員工總數，以比例形式聘用具備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士，可有效保障殘疾

人士得到公平的就業機會。不少國家推行相關政策均有成功的經驗，如德國、法

國、奧地利、波蘭、義大利、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印度及泰國等皆已設有殘

疾人士就業配額制，而中國內地及台灣在這方面亦較香港先進。聯會建議政府應

循序漸進制訂相關措施，逐步落實立法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當中包括： 

 

 由政府帶頭訂立「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 

 加強僱主聘用殘疾人士的誘因，例如在外判合約加入聘用殘疾僱員的條款及

就聘用殘疾人士提供稅務優惠； 

 推廣「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至非政府機構及私營企業； 

 政府落實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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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復康機構營運的社會企業聘用了不少殘疾人士，除提供就業機會，亦透過在職培

訓讓殘疾僱員可有進一步公開就業的機會。惟社會企業一方面雖肩負扶助弱勢社

群的社會責任，但另一方亦要面對商業市場的激烈競爭，不少社企因欠缺支援及

資源，難以持續發展。聯會認爲政府除繼續透過「創業展才能」計劃協助創立社

會企業之外，更應以具體措施協助社會企業持續營運，例如透過免稅方法鼓勵商

業機構購買社企的服務或產品、為社會企業提供租金優惠或津貼、透過限制投標

方式讓社企競投政府的外判工作等，提升社企營運能力，從而促進殘疾人士就業。 

 

 

2. 加強殘疾人士的就業支援 

 

2.1 為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提供支援 

 

政府近年推行《有能者‧聘之約章》計劃，透過簽訂約章及嘉許計劃，鼓勵公、

私營機構推行一系列措施，促進殘疾人士就業。聯會認同計劃能起着推動社會積

極關注殘疾人士就業問題，惟政府仍必須採取更主動的舉措，推動僱主聘用殘疾

人士。不少殘疾人士是具備足夠的工作能力，勝任不同的工作崗位，惟部份殘疾

人士，如智障人士或精神康復者等，可能有些時候需要一些彈性的工作安排或情

緒支援，就此部份僱主可能因不懂如何處理而導致殘疾僱員失去工作。就此，聯

會認爲政府當局應積極考慮，為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及其殘疾員工提供持續支援

服務，一方面可在有需要時為公開就業的殘疾僱員提供及時和適切的協助，另一

方面，亦可透過為相關的僱主及同事提供訓練及支援，提高僱主聘用殘疾僱員的

信心。此外，當局亦應鼓勵僱主提供多元化的工作模式，如兼職、彈性工作時間、

居家工作等，以便配合不同殘疾人士的就業需要。 

 

2.1 加強職業復康服務公開就業後跟進支援 

 

現時，大部份職業復康服務提供的公開就業後跟進只有 6 個月，未能配合殘疾人

士的需要。不少殘疾人士成功進入公開市業就業後，由於缺乏持續跟進，當遇上

工作轉變或與同事關係出現衝突等問題，而不能持續留在工作崗位。故此，聯會

建議當局延長為殘疾人士提供公開就業後跟進服務的期限。 

 

2.3 讓就業的領取綜援殘疾人士留在綜援計劃 

 

為鼓勵領取綜援的殘疾人士積極就業，聯會建議政府可容許領取綜援的殘疾人士

就業，並同時可繼續留在綜援系統之內，以繼續受惠於綜援的其他項目津貼及醫

療費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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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復康院舍前線員工長期不足 

 

現時，很多資助復康院舍面臨前線員工不足的問題，不少有經驗的員工陸續退休，部份

年輕新員工投入感低，頻繁轉換工作。如問題沒有得到改善，將嚴重影響院舍服務質素

及員工職業安全和健康。就此，聯會認爲當局應考慮以下措施： 

 

 政府應肯定前綫員工的價值，避免使用“低技術勞工”等貶意的字眼，加強向社會

大衆宣傳“工作無分貴賤”的概念； 

 

 為復康院舍前線工作建立資歷架構，完善晉升階梯，增加培訓機會，從而提升前

線員工的投入感及職業滿足感。政府亦可加強宣傳，吸引年青人包括大專畢業生

投入前線照顧的行業。 

 

 短期而言，政府應加強資源，改善前線照顧人員的待遇，以及讓院舍營辦者有較

大彈性以兼職或彈性時間的形式聘用員工，以緩解現時困難。中期而言，如以上

措施仍未能改善人手短缺的情況，政府可考慮以試驗計劃的性質，就院舍前線照

顧人員試行輸入外勞，並在一定時限後進行檢討，以作為過渡方案紓緩業界的燃

眉之急。長遠而說，政府應作整體的人手規劃，為前線照顧人員設立有系統的培

訓機制，長遠解決人手短缺問題。 

 

 

4. 加強殘疾兒童及有特殊需要學童的服務及支援 

 

不少學前殘疾兒童如能盡早得到適當的訓練及治療，不單大大提高復康的效果，對將來

他們融入、貢獻社會也有莫大的裨益，減省未來的社會成本。可是，根據社會福利署康

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正在輪候學前殘疾兒童服

務的人次近 7,000人，加上每月不斷新增輪候服務的名額，輪候時間最長超過兩年，浪

費了不少接受復康訓練的黃金時間。故此，政府應制訂措施，為學前殘疾兒童服務作長

遠規劃，盡快縮短學前殘疾兒童的輪候時間。此外，為加強融合學校對有特殊需要學童

的支援及照顧，聯會建議當局進一步加強對在職老師的培訓，以及可考慮為復康機構增

撥資源，為融合學校就不同殘疾類別提供支援計劃，讓有特殊需要學童得到足夠及適切

的協助，以在共融的校園環境中學習及成長。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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