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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2129/04-05(01)號文件 

「爭取肢體弱能學校開辦住宿/暫宿服務」關注組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寄宿學額、高中教育及 
就業機會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5 年 6 月 27日會議 

 
前言 
 
我們是一群肢體弱能學童的家長，我們的子女現正就讀於為肢體弱能學童而設的特殊學

校及特殊幼兒中心。鑒於現時為肢體弱能學童提供住宿及暫宿服務有不足之處，我們一群家

長便組成了「爭取肢體弱能學校開辦住宿/暫宿服務」關注組，向政府及社會反映現時服務
的流弊及我們的訴求。 
 
 
一. 現行住宿服務的流弊 ： 

 
(1) 宿舍地區分佈極不平均，以致肢體弱能學童不能享有「就近入學」及

「就近入宿」的權利, 引至肌萎學童冒險借宿  
 

現時全港有 7 所肢體弱能學校，其分佈位置為 : 4 所在新界區、2 所在九龍東及 1

所在港島區，合共提供約 820 個學額。然而，當中只得 2 所學校(1 所位於港島及 1 所

位於九龍東) 提供住宿服務，合共 170 個宿位。換言之，7 所學校當中，有 5 所學校沒

有附設住宿服務，當此五所學校的學生需要住宿服務時，便要轉校至寄宿學校就讀，或

向其他類別的特殊學校(例如 : 中度弱智學校)申請「借宿」。 
 

     可是，根據肢體弱能學童住區分佈的統計，現時超過 50% 的學童居住於新界

區，但教統局竟然沒有考慮在肢體弱能學童人口較多的地區設立寄宿學校，反而要那

些有實質需要的學童接受偏遠的宿位。肢體弱能學童的身體狀況已欠佳，但在苦無選擇

的情況下，每週都要忍受長途車程返回居所與宿舍。例如 : 居住於天水圍的學生，

當他需要寄宿時，便要轉校至大口環的寄宿學校就讀。每逢週末及學校假期都要長途

跋涉乘車返家。  尤其對肌萎的學童更是苦事，因他們肌肉無力以致四肢及頸

部無力，當車輛緊急停車時，他們的頭部倒下後便無力再抬起頭來，很多

時候都會弄傷他們。  雖然表面看來只是每週兩次的車程，但對於肢體弱能兒童來

說，已經苦不堪言。況且他們亦因患病、覆診及需要接受義肢矯形服務時(例如 : 腳
托、腰封及輪椅)，經常都要乘車返回學童所居住地區的醫院接受診治及服務。經常乘

坐長途車對肢體弱能學童來說實在是奔波勞累。此外，每次家人去探望留宿的子女

時，都要花上很長的時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來宿舍，除了要付出昂貴的交通費用外，

更要將其他子女獨留在家中。對我們來說，真是很重的負擔及困難。 

 

     教統局雖然強調學童「就近入學」的原則，奈何在近三十多年來為肢體弱能學

童推行教育及住宿服務時，卻沒有引用「就近入學」的精神，令弱兒要「偏遠入

學」、「偏遠入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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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裝聾扮啞導致「有宿位無人住，有人無宿位住」，浪費社會資源 
  

   早於 2003 年 6 月，我們一群肢體弱能學童的家長便開始向教統局反映現時寄宿學

校地區分佈不平均的問題，可是教統局一直只以「肢體弱能學童的寄宿服務是全港性

規劃，無區域限制；現時尚有空位可供使用者」，以及「資源緊絀」等理由而拒絕我

們的訴求，可是教統局最近卻在雅麗珊郡主紅十字會學校增設 10 個宿額。雖然，教統

局於本年三月五日以書面回覆本關注組的詢問，解釋此舉「屬臨時措施，以應付預期
增加的住宿需求」。但我們不明白何謂「預期的住宿需求」！何人預期？何時預期？

所謂的「需求」是否因教統局的規劃(例如 :將一所港島區的肢體弱能學校搬遷至九龍

牛池灣)所致？請教統局解釋清楚此問題，不要再以一貫作風，含糊其詞解釋其服務失

當！ 

 

  此外，我們亦不滿教統局在解決「預期增加的住宿需求」時，仍然不考慮將資源投

放在服務使用者真正的需求上，反而繼續漠視我們兩年來向他們反映新界區住宿服務

不足夠的訴求。事實上，就算教統局在現時九龍東及港島西的學校加開宿位，也根本

不能解決現時住宿服務所存在的問題。此問題的核心在於「不患寡，而患不均」，
因為宿舍的地區太偏遠、交通太不便，我們不忍心讓弱兒苦上加苦，每週要忍受長途

車程往返宿舍。教統局一成不變的官僚作風，繼續漠視服務使用者的需求，以致造成

現今「有宿位無人住，有人無宿位住」的現象。 
 
                        教統局是有必要向社會大眾交代行使「特別措施」發放資源增加宿位

是否有公平的準則？ 
 

 

(3) 鐵石心腸，冷眼旁觀，不理會新界區肢體弱能學童的住宿需要   

 

肢體弱能學校的宿舍服務已運作近三十年，直至現時仍然只得兩所大型宿舍提供

住宿服務，其餘五所學校的學生，一直以來都只能用「轉校」或「借宿」來解決學生

住宿的需要。隨著新市鎮的發展，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急速轉變，教統局應該「與時並

進」，按肢體弱能學童的切實需要來重新計劃服務模式。 不要默守成規，將歷史遺留

的問題繼續延展下去，又或以為家長沒有向當局反映其不滿。然而，我們自 03年開始

已向當局反映我們對住宿服務的實在需要，只是教統局充耳不聞，至今仍未就住宿
服務作出全面檢討。 

 

雖然沙田區一所肢體弱能學校，以自資形式試辦小型宿舍，奈何教統局至今仍堅

決表示不會為此宿舍作出任何承擔。  我們十分擔心此試辦的宿舍可能在兩年後因經

費不足，而教統局又不作出承擔的情況下而終結。屆時，那宿舍的宿生又何去何從

呢？我們就此問題曾向教統局反映此事，但教統局仍以「拖」字訣表示要檢討此服務
的成效才作打算，可是教統局至今仍未表示會如何檢討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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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殘障學童遭兩局遺棄 
 

本關注組曾就著為肢體弱能兒童缺乏暫宿服務一事去信教統局及社會福利署反映

此事。可是，教統局解釋暫宿服務乃福利事宜，應由社署負責；社署同時又以學齡兒

童的住宿安排應由教統局負責為理由而推卻我們的訴求。事實上，教統局轄下的七所

群育學校，當中六所宿舍資金是來自社會福利署的。  有行為及情緒問題的學生

尚且有支援，為何行動不便的肢體弱能兒童就得不到支援，兩局皆袖手旁觀？ 
 

為何在如此發達的香港社會，6-15 歲的弱能兒童的暫宿需要會被忽略？  
我們知道有一位家長曾為女兒安排暫托服務，雖然女兒肢體傷殘，生活起居均要依賴

他人照顧，但只因她不是弱智人士，便不符合申請資格。  可見現行肢體弱能學童  

缺乏暫宿及暫托服務。  其實，我們有弱兒的家庭亦有我們的困境，每當家人患
病、父母因病入院留醫治療、單親家長無力一人照顧全家，又或因照顧弱兒引致身體

勞損而無法再料理子女時，我們十分需要暫宿服務，讓我們可安心將弱兒暫托在合適

的地方，使我們可安然度過困境。 曾特首表示會關注香港的家庭問題，盼望我們的

家庭問題也得到政府關注，教統局與社署不要再你推我讓，將我們的問題漠視不

理。 

 
 

 

二. 我們的訴求 ： 

 

 

1. 我們要求教統局新增資源予其餘五所沒有提供住宿服務的肢體弱能學校加設     

小型宿舍 (大約八至十個宿位)，以解決居住於新界區學童的長期寄宿需

要。 

 

2. 在小型宿舍服務中附設暫宿服務(兩個宿位)，為有緊急但短暫住宿需要的學童和家
庭提供服務。 

 

3. 我們要求教統局即時評估現有特殊學校宿舍的資助及服務模式、質素及切合需要程度

等，並正式將「小型宿舍服務」納入為正規的肢體弱能學童住宿服務的模式，確切地

考慮重新調配和規劃資源，讓服務更具效益地提供以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二零零五年六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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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有特殊學校 62所，計為： 

 

學校類別 學校數目 
( 以 2004 年 9 月計算)

設有寄宿部的學校數目

視障兒童學校 2 2 
 
聽障兒童學校 

 
4 

 
2 

 
肢體傷殘兒童學校 

 
7 

 
2 

 
群育學校(為有適應困難兒童而設)

 
7 

 
6* 

 
智障兒童學校 

 
41 

 
14 

 
醫院學校 

 
1# 

 
- 

 
總數： 

 
62 

 
20+6* 

 
 
 
 
 
註： 

 
 
#

 
 
一所醫院學校，分別在 17 所醫院開設輔導班  
 

 *此類學校的寄宿部，由社會福利署負責提供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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