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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的貧窮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關注組一向對殘疾人士就業及貧窮問題十分關注. 

 

本組織的意見是希望政府可以增加每個人持續進修基金到二萬元,因為現在的持

續進修基金只得一萬元正,由於現在大多數的課程最平要一萬五千元以上,加上物

價上升過多一至兩年可能升二萬幾元才能讀到一個課程,課程不斷地加價,但我們

一般小市民人工收入有限,殘疾人士人工極低,一般小市民又要供樓.照顧家庭.生

活開支.搭車返工!殘疾人士人醫療開支好大!怎樣有多餘金錢去進修,不去進修恐

怕比社會進步淘汰自己,也會被公司解僱.政府叫我們如何去做?這幾年持續進修

基金根本沒有加到一些金額,只是不斷保持成立至現在的金額只得一萬元正,這基

金根本不能支付高昂的學費! 

 

現在的持續進修基金只得一萬元正,只能每一個人終身取一次來進修讀書,但是社

會進步發展這樣的一萬元正只能每一個人終身取一次來進修讀書是足夠嗎?進修

不只是一次就可以!進修要不斷才能進步及有成就,正如古語有云:(學到老.讀到

老),個人及社會才能進步本組織十分希望政府能夠增加持續進修基金到二萬元正,

給予我們市民可以讀多幾個課程,使我們市民能夠终身學業!加強自己競爭力,社

會也可能同步進步發展! 

 

持續進修基金有很多限制,只可以每一個人報一次及取一次基金的金錢,不論課程

可以取回多少基金的贊助都不再次申報基金的金錢,即是不可以比我們市民用盡

持續進修基金的一萬元正,這是一個荒謬的政策!本組織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荒謬

的政策,給予我們市民申請無數次基金,直至用盡一萬元正,這是一個利民政策! 

 

殘疾人士方面,由於殘疾人士在讀書上及工作上有好多問題,根本上好難去讀書進

修,殘疾人士去上課是十分困難,交通是一個問題,希望持續進修基金可以減低殘

疾人士的出席去到七成,因為可以比殘疾人士有一個走動地方,有時真的預約不到

就不返學,結果是得不到持續進修基金,也有一些長期病患者人士由時常到醫院睇

醫生及入醫院,可能令到上課遲到,也可以連返學讀書都不能夠.就這樣被持續進

修基金不批准得到基金, 

 

另一方面,有很多市民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用來進修增值,但是有一些市民因為有種

種不同的問題影響,只有申請基金但沒有用到基金的一萬元來進修,之後我們想進

修但申請不到基金的一萬元來進修,使我們有志進修的市民及殘疾人士不能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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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也是十分失望的事情.以下是幾個例子,希望政府及持續進修基金可以解決到

這個嚴重問題,使我們市民再次利用持續進修基金來進修.例子如下: 

 

1.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用來進修增值時,點知道因為自己的家事,包括:(紅事.白事),

也有工事.從而影響到進修增值的問題,但由於在上課時已經申請了持續進修

基金用來進修增值,不能達到出席率的八成.之後隔了幾年,再次去進修申請持

續進修基金,結果就是不能夠申請基金用來讀書! 

 

2.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用來進修增值,由於考試不合格就不能使用這基金,由於之

前上課時已經申請了持續進修基金用來進修增值,結果是白白浪費了基金,只

有申請就沒有用到基金一分一毫.之後再次去進修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結果就

是不能夠申請基金用來讀書! 

 

3. 申請持續進修基金時由於課程改變或課程停開, 結果是白白浪費了基金,只有

申請就沒有用到基金一分一毫.之後再次去進修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結果就是

不能夠申請基金用來讀書! 

 

4. 希望持續進修基金能夠比二萬五千元給予殘疾人士讀書進修,比一般市民多

五千元,因為殘疾人士去讀書進修也要預約復康巴士或要可載輪椅朋友的士,

另一方面,也要一些電腦器材及電腦軟件才可去上學,由於殘疾人士工作薪金

偏低不足以用來去讀書進修,連買一些電腦器材及電腦軟件也買不起,現在買

一隻軟件基本上要一千元,讀一個合適殘疾人士是十分難,課程費用起碼要一

萬以上,如果叫我們殘疾人士去讀?希望持續進修基金能夠比二萬五千元給予

殘疾人士讀書進修, 二萬是讀書進,五千元是給予殘疾人士買器材讀書! 

 

以上都是我們市民及殘疾人士遇到的種種問題之一,希望持續進修基金可以放寬

比市民及殘疾人士再次申請及有查核使用機制.另一方面,申請持續進修基金須要

五年內要用,否則持續進修基金就不能使用.希望持續進修基金可以放寬不要迫使

市民及殘疾人士申請了在五年內要了. 

 

希望改善持續進修基金問題及增加基金比市民有二萬元,殘疾人士給予二萬五千

元 

 

                                                 趙浩霖 

                                   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就業關注組(主

席) 

                                                19/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