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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於 2003 年 1 月 21 日致函本會，諮詢有關
2002 年職業性失聰(補償)(修訂)條例草案內的修訂內容及邀請本會
派代表出席 2003 年 1 月 27 日的會議。由於時間短促，本會未能
向所有會員收集對草案的意見。除本會代表黃志明先生擔任職業
性失聰補償管理局醫事委員會成員參與制訂草案外，現謹由本會
執行委員會作出回覆及提供進一步意見予以參考，並將由本會副
主席甘志珊小姐及執行委員黃建威先生代表出席當天的會議。 

適合職業性失聰人士使用的助聽器價目 

助聽器的價目範圍廣闊，由港幣千餘圓(更便宜的型號可能缺乏調
校掣)至兩萬多圓，視乎助聽器類型(耳後式或耳內式)、科技(模
擬、編程或數碼)，及驗配地點(醫院管理局、大學、志願機構或私
人機構)。由於長期受高噪音影響會先引致高頻弱聽而低頻聽力
(250 及 500 赫)仍可屬正常水平，此類人士或會較滿意多頻道編程
或數碼科技助聽器的聆聽效果。該等耳後式助聽器的私人市場價
目普遍由四千餘圓至一萬五千圓不等；而較細小的耳內式助聽
器，價目則普遍由六千圓至一萬八千圓不等。雖然公營及志願機
構價目會較低，但法案並不規定申索人須前往何處地點驗配助聽
器，因此應以上述價目範圍作為參考。如財務許可，付還聽力輔
助工具開支金額可增加至部分議員及團體建議中的一萬二千圓，
讓申索人有較多彈性選擇合適其需要的助聽器(或其他聽力輔助工
具)及驗配地點。 
 
職業性失聰多引致雙耳聽力受損；而雙耳佩帶助聽器的好處在於
提升整體聽力之餘，在嘈雜環境中聆聽亦會較為清晰及提高辨認
聲源的能力。因此，付還開支金額應鼓勵及足夠申索人雙耳選配
助聽器。對部分申索人來說，一萬二千圓或只能購置一部合適其
個人聆聽需要的助聽器，但同時亦可鼓勵申索人以平均每部六千
圓購置兩部助聽器作雙耳聆聽之用，充分發揮其剩餘聽力。 
 
除非不妥善保養，助聽器應能保持良好運作達五年或以上。期間
如有損壞，維修費用亦應不多於二千圓。如首次付還開支金額獲
得增加，一生付還開支金額可相應調整為二萬一千圓，令申索人
不須憂慮不夠資源維修及保養已購置的聽力輔助工具。 
 
最後，本會的中文名稱於 1999 年由「香港聽覺學會」更改為「香
港聽力學會」。由於法案中列有本會名稱，敬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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