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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是向議員簡述政府處理與「數碼隔閡」有關事宜

的政策和措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數碼隔閡」的定義

2.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把「數碼隔閡」界定為「不同社會

經濟層面的個人、家庭、工商業及地域在接觸資訊和通訊科技及

利用互聯網進行各種不同活動方面的機會所存在的差距」
1 。根

據這個廣泛定義，每個經濟體系都存在某種形式的「數碼隔閡」，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香港的資訊和通訊科技發展

3. 香港是亞太區最先進的經濟體系之一；我們的資訊和通

訊科技發展在區內亦位列前茅。香港不僅擁有完善的電訊基建，

個人電腦與互聯網的滲透率亦與世界各地的先進經濟體系相約，

而流動電話滲透率和智能卡使用率亦為全球最高地區之一。總的

來說，香港大部分人口已有機會接觸資訊和通訊科技及使用互聯

網，故與其他地區相比，香港「數碼隔閡」方面的問題比較少。

因此，我們在處理「數碼隔閡」事宜上，會 重如何避免該問題

                                                
1 經合組織在㆓零零㆒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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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以及加強社會的實力以充分把握數碼世界所帶來的機遇。

這正是「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其中一個重點。

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應用情況的住戶統計調查

4. 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零年三月進行的周年住戶統

計調查，本港家庭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滲透率分別為 50%和
36%，而家庭收入越高，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滲透率亦越高–

家庭每月收入

(以港元計 )
個人電腦滲透率

(%)
互聯網滲透率

(%)
< 10,000 15.3 7.7

10,000 – 19,999 45.9 29.5
20,000 – 29,999 62.8 46.7
30,000 – 39,999 70.7 55.9
40,000 – 49,999 74.2 60.2
> 或  = 50,000 82.8 71.5
整體計整體計整體計整體計 49.7 36.4

5. 公營房屋住戶及私營房屋住戶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

滲透率方面沒有明顯分別，而男女性在使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方

面亦沒有大分別 -

男性 女性

個人電腦使用率

(%)
互聯網使用率

(%)
個人電腦使用率

(%)
互聯網使用率

(%)
44.1 32.0 42.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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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過，長者的個人電腦和互聯網使用率則較年輕人為低 -

年齡組別 個人電腦使用率

(%)
互聯網使用率

(%)
10 – 14 72.8 43.1
15 – 24 78.9 64.5
25 – 34 65.0 48.1
35 – 44 44.5 28.3
45 – 54 20.2 11.5
55 – 64 6.6 3.2

> 或  = 65 0.6 0.2
整體計整體計整體計整體計 43.1 30.3

7. 我們亦明白，殘障人士、家庭主婦和新來港人士可能較

少有機會接觸資訊和通訊科技。為消除或避免社會不同界別人士

之間出現數碼隔閡情況，政府已制訂對策和推行相應措施。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8. 在「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下，我們的目標是鼓勵和
推動社會各界更多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我們已推行該策略下的

多項措施，包括加強在教育方面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提供電腦

設施供市民免費使用、開辦免費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認知課程、提

供免費的電子郵件帳戶、加強網頁易讀性，以及鼓勵市場提供價

格相宜的電訊接駁服務。

9. 在社會福利方面，我們鼓勵社會福利受助人和弱勢人士

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不但教導他們有關的技能，亦提供更多機

會讓他們接觸資訊和通訊科技。在殘障人士方面，我們明白到資

訊和通訊科技可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及使他們的生活更為豐

盛，所以我們支持利用輔助裝置，讓殘障人士有更多機會接觸及

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另外，我們又鼓勵長者學習應用資訊和通

訊科技，在以知識為本、科技為體的社會中，透過掌握數碼科技

所帶來的機會，令他們的生活更為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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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培訓措施教育及培訓措施教育及培訓措施教育及培訓措施

在學校提供資訊和通訊科技的培訓

10. 為免在㆘㆒代可能出現「數碼隔閡」情況，在學校推行

資訊和通訊科技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正積極推行在㆒九九八

年十㆒月推出為期五年（㆒九九八 /九九至㆓零零㆓ /零㆔年度）的
「與時並進  - 善用資訊科技學習」策略，在學校推廣資訊和通訊
科技教育。這項策略涉及 32 億元的非經常性開支和每年超過 5 億
5,000 萬元的經常性開支。我們的目的是要利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的
力量，加強教學與學習的成效。

11. 該策略其中重要一環是為所有教師提供培訓。我們的目

標是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學年，令所有教師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能力

水平至少達到「基本」程度，而所有準教師則達到「中高級」程

度；以及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分別有大約 75%、25%及 6%的
教師至少達到「中級」、「中高級」和「高級」程度。為達到這些

目標，當局在一九九八至九九學年到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期間，

已經或將會為在職教師提供約 85 000 個培訓學額。直至二零零一
年三月為止，超過 38 000 名、3 500 名、 1 900 名和 1 600 名教師
已分別完成「基本」、「中級」、「中高級」及「高級」程度的訓練。

12. 我們已訂下目標，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學年，25%的學校
課程在教授時需使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我們會致力確保下一代具

備能力可有效和富效率地處理資訊，及培養獨立終身學習的態度

和能力。

增加接上互聯網的學校的數目

13. 為鼓勵學生利用互聯網自學，我們亦已為學校提供經常

補助金，資助它們接上互聯網。現時，全港學校 已接上互聯網，

而超過 90%是以租用線路或寬頻網絡接上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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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清貧學生接觸電腦的機會

14. 為協助沒有能力購買電腦在家㆗使用的清貧學生，優質

教育基金已撥款 2 億元，供㆗學購買手提電腦，借予有需要的學
生使用和免費㆖網。此外，為確保有需要的學生能夠在課餘時間

免費使用電腦及㆖網，當局向學校發給津貼，以鼓勵它們在課餘

時間開放電腦室和資訊科技設施 (包括有上網服務的設施 )供學生
使用。大約 560 間學校已於二零零零至零一學年申請及獲得鼓勵
津貼。

為中學生提供資訊和通訊科技專業培訓

15. 我們將與資訊和通訊科技業合作，為中學生提供資訊科

技的專業訓練，以便學生能及早接觸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學員

完成這些訓練後，除可獲得國際承認的專業資格及掌握先進資訊

和通訊科技的技能外，對他們投身資訊和通訊科技行業或日後繼

續進修，亦大有幫助。我們亦會研究為有意早日投身資訊和通訊

科技行業的中學畢業生，提供資訊和通訊科技培訓；學員亦可從

中獲得認可的學歷資格，有助他們將來繼續進修。

職業訓練及僱員再培訓

16. 除在學校提供培訓和教育外，各個界別的僱員亦有需要

學習基本的資訊和通訊科技技巧。這可增加失業人士以及在職人

士從事與資訊科技有關工作的機會。在職業訓練方面，職業訓練

局 (下文簡稱「職訓局」 )屬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於二零零零至零
一年度提供了超過 3 000 個學位以下程度的資訊科技培訓學額。
每年，職訓局屬下資訊科技培訓發展中心亦為在職人士開辦資訊

科技技術提升課程，及為非資訊科技學位的大學畢業生開辦資訊

科技銜接課程，總共提供約一萬個學額。此外，資訊科技培訓發

展中心於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透過展翅計劃提供約 1 000 個資訊
科技單元的培訓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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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除職訓局所開辦的資訊科技課程外，僱員再培訓局現時

每年提供超過四萬個短期兼讀資訊科技技巧基本訓練課程的學

額，以幫助學員能在以知識為本的社會中找尋工作。我們會與該

局商討舉辦更多這類課程，以應付人力資源對資訊和通訊科技培

訓的需要。此外，僱員再培訓局於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提供了 200
個全日制資訊科技技術助理課程的學額，以協助學員從事初級的

資訊科技工作。訓練學額的數目將於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增至 300
個。同時，僱員再培訓局現正與職訓局合辦一個資訊科技助理訓

練課程；該課程以初級的資訊科技助理人員為對象，為期約十星

期，涉及範圍包括資訊科技的基本技巧、製作網頁、電子商貿入

門和電腦網絡等知識。該試驗課程獲得市場的熱烈反應，而學員

尋獲工作的比率亦相當理想。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該課程共

提供了 900 個學額。我們將繼續於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提供另外
1 400 個學額，以增加曾受訓的初級資訊科技人才的供應。我們將
根據市場的需求，對課程作出檢討。

18. 此外，職訓局現正斥資 1 億 7,600 萬元推行一項為期三
年的策略，以加強其資訊科技的基建設施及服務，從而提高教學

的質素。職訓局亦會在多方面加強其資訊科技方面的服務，包括

發展一個網上學習的入門網站，以便在互聯網上提供職訓局的課

程，及設立資訊科技技能評估中心，為資訊科技使用人士和從業

員訂立有效的技能評估機制。

社會上科技普及的情況社會上科技普及的情況社會上科技普及的情況社會上科技普及的情況

負擔電訊服務的能力

19. 我們的政策是要提供最有利的環境，讓資訊和通訊科技

普及社會各界。在電訊方面，我們推行鼓勵競爭和保障消費者的

政策，而隨 市場開放和引入更多競爭，電訊服務的價格已下降

至具競爭力和負擔能力範圍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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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流動電話服務方面，本地六家營辦商及十一個電訊網

絡的發展，令香港成為全球流動電話滲透率 (78%)最高的經濟體系
之一。在固定網絡服務方面，香港的固定線路電話網絡經已覆蓋

全港。由於全面開放市場及市場上有大量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超過
240 名 )，全港已有 36.4%(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為止 )的家庭接駁了
互聯網，這情況足可與大部分先進經濟體系媲美。

21. 寬頻網絡已覆蓋全港所有商業樓宇和超過 95%的住
宅，預料進一步的開放措施可為家庭用戶帶來更多選擇，及令價

格進一步下降。至今，全港已有超過 40 萬用戶是以寬頻網絡接達
互聯網。

免費使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設施

22. 透過「社區數碼站」計劃及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資助，我

們現時已在全港多個方便市民的地點 (包括社區會堂 /中心、民政事
務處、公共圖書館、郵政局及政府資助和志願機構 )設置超過 2 200
台已接上互聯網的個人電腦，供市民免費使用。此外，我們正在

油麻地廣東道政府合署舊址設立一個備有 100 台個人電腦的超級
數碼中心，為社會各界提供免費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設施、參考資

料及培訓機會。同時，我們預計到二零零一年年底，供市民使用

的免費電腦設施將增至約 3 200 台。

23. 為使失明和視障人士有機會使用電腦和上網，八個由非

政府機構主辦的服務單位已裝置附有特別供失明和視障人士使用

的設施的電腦；該等特別設施包括顯示放大軟件、語音模擬軟件、

盲人點字機和大型平面液晶體顯示器。我們將根據所得到的反應

及實際的運作經驗，研究這項計劃的進一步發展。此外，24 間公
共圖書館亦會為失明和視障人士提供裝有類似軟件的個人電腦。

同時，社區數碼站亦經過特別設計，以方便傷殘人士 (例如使用輪
椅人士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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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為進一步鼓勵社會各界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我們與資

訊和通訊科技業合作，推出免費電子郵件服務計劃，提供了超過

130 萬個免費的電子郵件帳戶供公眾使用。

資助殘障人士購置個人電腦

25. 政府於一九九七年從特別硬幣暫記帳撥款 100 萬港
元，在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帳目下成立個人電腦中央基金。成立

該中央基金之目的是協助殘障人士在家中設置個人電腦工作站，

協助他們尋找受薪工作。至今，已有 63 名申請人獲資助合共
979,000 港元。為繼續推行該計劃，當局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從獎
券基金撥出 300 萬元注入個人電腦中央基金，以便擴大有關計
劃。我們預計，這筆撥款大約可使多 200 名殘障人士受惠。

為殘障人士而設的軟件產品

26. 我們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本地機構開發軟件產

品給失明和視障人士使用；香港理工大學所開發的一套中文語音

模擬軟件「語點九八」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們現正與香港失明

人協進會商討，研究這方面應該如何進一步發展。

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知識及認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知識及認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知識及認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知識及認知知知知

27. 我們明白社會上部分人士未必有機會充分認識資訊和

通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效益，因此我們在二零零零年九月推出「 IT
香港」 運動，以提高社會各界對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認識。該項運
動包括開辦一連串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認知課程、設立一個「 IT 香
港」  網站、推出 IT 新一族計劃、舉辦地區性的資訊科技活動，
及在電視上播放有關資訊和通訊科技的教育性和宣傳性節目。

28. 舉辦地區性資訊和通訊科技認知課程之目的，在於促使

公眾，尤其是較少有機會使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的人士 (例如長者、
家庭主婦和新來港人士等 )學習基本的資訊和通訊科技知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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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六個月，我們開辦了基本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課程， 大約有九千
人參加。

29. 我們亦與社會福利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在二零

零零至零一年度提供約 2 300 個資訊和通訊科技認知課程學額給
不同類別的殘障人士，例如視障人士、弱智人士、傷殘人士等，

讓他們認識電腦的基本操作技巧及如何使用有關的配合設施。此

外，亦有超過 100 名「導師」獲安排上課，以了解不同殘障人士
的特殊需要，及學習以更有效的方法教導殘障人士。「 IT 香港」 運
動亦在「視障人士心目中卓越事件」選舉中，獲香港失明人協進

會頒發嘉許獎項。 在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我們亦透過社會福利
署安排約 5 000 名長者參加基本的資訊和通訊科技認知課程，以
引 他們對在日常生活上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產生興趣。

30. 鑑於反應熱烈，我們將繼續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開辦

該等認知課程。除「 IT 香港」運動外，政府亦舉辦及與其他非政
府機構合辦各種活動，讓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認識資訊和通訊科

技及鼓勵他們應用。舉例說  -

•  香港電台 (簡稱「港台」 )在一九九九年與香港電腦學會聯
合製作了一輯名為「 IT 檔案」的電視節目，介紹如何在
日常生活上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由於反應理想，港台製

作了名為「 IT 檔案 II」的第二輯電視節目，介紹資訊和通
訊科技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的應用情況和發展。「 IT 檔案 II」
節目已於本年年初在電視播出。

•  政府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與基督教臻美社會服務
機構合辦「數碼社區大使」計劃，利用一部流動車輛前往

全港各區宣傳政府在推廣資訊和通訊科技方面所採取的

措施。臻美機構亦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設立資訊科技培訓

中心、流動資訊巴士和數碼教材製作中心，藉以訓練學校

教師及學生把資訊和通訊科技應用於教學上。此外，臻美

機構又正與民政事務總署合辦資訊科技認知課程，並計劃

在部分地區舉辦其他推廣資訊和通訊科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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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鼓勵草根階層的婦女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政府
成立了一個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擔任主席的「推廣婦女使

用資訊科技」中央統籌委員會，鼓勵各政府部門、非政府

機構和私人機構為婦女舉辦培訓計劃和活動，並負責有關

的統籌工作。立法會議員、非政府機構及有關政府決策局

和部門的代表，已加入該委員會，共同推動婦女應用資訊

和通訊科技。

•  於二零零零年，在「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下，社會福利署
提供了 30萬元資助非政府福利機構推行 43 個與資訊和通
訊科技有關的項目，共有 13 600 名長者受惠。有關項目
包括開辦基本課程來介紹「八達通」卡和自動櫃員機的使

用方法，以及瀏覽網頁等的基本知識。

獲取政府服務獲取政府服務獲取政府服務獲取政府服務

31. 政府已率先應用資訊和通訊科技來改善公共服務的質

素和效率。我們已推出「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提供每星期七日

及每日廿四小時的一站式服務。市民大眾包括殘障人士可透過互

聯網或在全港各個方便地點所設置的公眾資訊服務站取得電子化

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令大

眾熟習以電子方式進行交易，藉以增進社會對資訊和通訊科技的

知識。

32. 為配合殘障人士的需要，「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網站

的設計符合萬維網聯盟所制訂並獲國際認可的「網頁內容易讀性

指引」。該網站亦為失明和視障人士提供純文字版本。公眾資訊服

務站亦已設置輕觸式軟墊板，方便傷殘人士 (例如使用輪椅人士 )
瀏覽互聯網和使用電腦設施。我們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進一步

推行該計劃時，會督導承辦商就「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網站

及其他配套設施的設計作出改進，亦會諮詢失明及視障人士團體

的意見，務求令計劃更趨完善，讓所有市民都有機會應用資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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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科技及獲得電子化公共服務。

33. 為利便失明及視障人士獲得電子化公共服務，我們打算

在二零零二年內或之前，根據我們內部的網頁內容易讀性指引改

善各個政府網站。該指引是以萬維網聯盟所制訂的「網頁內容易

讀性指引」為藍本，並加入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的意見。該套標準

亦已分發予各公共機構及受政府資助團體參考和採用。政府亦為

資訊和通訊科技界舉辦研討會，促使業界認識網頁易讀性問題。

出席研討會的講者包括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平等機會委員會、大

學和政府的代表。我們會再舉辦同類的研討會，及安排公共機構

和受政府資助團體派代表出席。

34. 我們已在專為「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而設的網站 (網
址：www.digital21.gov.hk )加入一個名為「使用者可更容易閱讀網頁
資訊的錦囊」的部分，特別 重視力和聽覺受損人士的需要。我

們亦與業界團體如萬維網專業人員 (香港 )協會緊密聯繫，以鼓勵

私人機構採用網頁易讀性指引。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35. 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發展不應只惠及個別人士，而是整個

社會均應受惠。政府會致力加強社會各界把握數碼世界所帶來的

機遇的能力。我們正藉 不同途徑來達到這個目標，包括教育和

培訓、普及資訊科技、增加社會各界對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認識、

及增加接觸資訊和通訊科技的機會。在「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
之下，我們會繼續致力務使社會各個界別均能更廣泛地應用資訊

和通訊科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