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案委員會  
《2009 年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例草案》  

 
政府對於 2009 年 11 月 11 日舉行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所提出的事宜的回應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法案委員會提供委員於 2009 年 11 月

11 日舉行的會議上所要求的資料，以及介紹政府為進一步加

強《 2009 年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例草案》（下稱“條例

草案＂）下包括的改善措施所提出的建議。  
 
 
審核有關職業方面的規定  
 
2. 有議員要求當局就職業性失聰補償管理局（下稱“失

聰補償局＂）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例》(下稱“失聰補償

條例＂ )在審核有關職業方面的規定，提供資料。議員特別希

望了解失聰補償局在審核過程中，會否運用彈性，讓申請人不

會因過份嚴謹的審核標準，被排拒在《失聰補償條例》的涵蓋

範圍外。  
 
3. 實際上，失聰補償局在處理申請個案時，不會單單要

求申請人自己提供能符合職業方面規定的證明，而會在整個過

程中，盡可能為申請人提供適當的協助。失聰補償局首先會聯

絡申請人的所有僱主，要求他們協助確認申請人所能提供的僱

傭詳情。如未能聯絡上僱主或發現僱主所提供的資料與申請人

所提供的相異，失聰補償局會與申請人澄清，讓申請人提供進

一步資料，例如他們的同事及直接主管的聯絡方法。失聰補償

局會接觸這些人士，索取更多資料，以支持有關申請個案。由

於申請人的同事或直接主管均對申請人的工作情況有第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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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因此失聰補償局經常會採納他們所陳述的資料作為可靠

證據，以確認申請人能符合職業方面的規定。此外，失聰補償

局在評估有關的申請個案時，亦會考慮由申請人提供的任何其

他相關的書面文件。這些書面文件包括僱傭合約、工資紀錄、

報稅表、出勤紀錄卡、強制性公積金供款結算單、職員證等。 
 
4. 在審核申請個案有關職業方面的規定時，失聰補償局

一向運用合理的彈性，並會繼續就這方面為申請人提供適當的

協助。  
 
 
進一步加強改善措施的建議  
 
5. 當局經詳細考慮議員及相關團體所表達的不同意見

後，建議可就條例草案的改善措施作出以下的修訂 :- 
 

(a) 將首次付還聽力輔助器具開支的金額上限由 9,000 元

提高至 12,000 元；及  
 

(b) 將申請再次補償所需的合共受僱年期由 5 年縮短至

3 年。  
 
6. 詳情將闡述於下文。  
 
 
提高首次付還聽力輔助器具開支的金額上限  
 
7. 現時，根據《失聰補償條例》，有關購買及裝配聽力輔

助器具的首次可獲付還開支的金額上限為 9,000 元。設立首次

申請聽力輔助器具付還的開支上限，目的為保障申請人在初次

選購產品，又缺乏使用聽力輔助器具的經驗時，能作出較審慎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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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議員建議應提高現時首次申請聽力輔助器具可獲付

還的開支金額上限，使職業性失聰人士在選購聽力輔助器具

時，有較多的選擇。就這項建議，我們參考了申請人現時的選

購模式，諮詢醫學專家的意見，及檢視目前市場上聽力輔助器

具的價格。  
 
9. 根據失聰補償局的資料，只有約 3%的首次聽力輔助器

具付還開支的申請，涉及的金額超過 9,000 元，而大部分這些

申請，其開支在 9,000 元至 12,000 元之間。根據醫學專家的意

見，現時市場出現較多不同款式的助聽器，具備適應個別人士

需要的功能。有鑒於這些考慮，我們不反對增加首次付還聽力

輔助器具開支的金額上限，並建議將金額由現時的 9,000 元，

上調至 12,000 元。  
 
 
縮短申請再次補償所要求的合共受僱年期  
 
10. 現時的條例草案建議，僱員須在指定的高噪音行業工

作合共最少 5 年，才可申請再次補償。有議員認為應適當地縮

短所需的合共受僱年期，使更多僱員得以受惠。  
 
11. 有關的研究顯示，由噪音引致的聽力受損，在最初

10 年的受損速度較快，其後受損速度相對較慢。按照這些研

究的結果，我們認為，就以再評估工人因工作繼續接觸高噪

音，而導致其聽力損失加深而言，現時建議在噪音行業受僱合

共 5 年是一適當的期限。但考慮到由於這些工人已評定為患有

職業性失聰，如能採用較短的年期以評估他們的聽力，對僱員

將有所裨益。因此舉能令失聰補償局更緊密跟進職業性失聰人

士的聽力損失情況，並為他們提供有關聽覺保護的資訊。有見

及此，現建議將申請再次補償所要求的合共受僱年期，由 5 年
減至 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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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路向  
 
12. 如議員同意第 5 段所述的建議，當局將著手預備有關

條例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勞工及福利局  
2009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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