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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不應將殘疾人士作為負累 

 

梁劍邦 

 

在我說殘疾人士就業問題前，先引述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士，在 2009 年星島日報刊登的文

章的其中一段： 

本港市場對殘疾人士的排斥情況特別嚴重，其勞動參與率只有 13.2%，跟很多先進國家 40%的

比例相距甚遠。殘疾人士就業困難是事實，然我們該做的，不是將殘疾人士剔出保障範圍；相

反，我們應該討論如何在最低工資下保障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改善他們的貧窮處境。(張超

雄【殘疾最低工資的魚與熊掌】，星島日報，2009) 

 

工作除了改善殘疾人士生活條件外，更重要的意義是殘疾人士透過工作，提升社會地位和自尊

心。殘疾人士投身就業市場，比一般打工仔面對更多挑戰。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廿七條，在殘疾

人士就業方面提供國際準則。工作是基本人權，不能用剝削的勞動條件滿足資本家聘請殘疾人

士。因此除討論就業/工作外，我們更應討論生活質素。 

 

先列出公約廿七條全文：  

一、締約國確認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工作權，包括有機會在開放、具有包容性

和對殘疾人不構成障礙的勞動力市場和工作環境中，為謀生自由選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為保

障和促進工作權的實現，包括在就業期間致殘者的工作權的實現，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步驟，

包括通過立法，除其他外：  

(一) 在一切形式就業的一切事項上，包括在徵聘、僱用和就業條件、繼續就業、職業提升以

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方面，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  

(二) 保護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公平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包括機會均等和同值

工作同等報酬的權利，享有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包括不受騷擾的權利，並享有申訴的權利；  

(三) 確保殘疾人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工會權；  

(四) 殘疾人能夠切實參加一般技術和職業指導方案，獲得職業介紹服務、職業培訓和進修培

訓；  

(五) 在勞動力市場上促進殘疾人的就業機會和職業提升機會，協助殘疾人尋找、獲得、保持

和恢復工作；  

(六) 促進自營就業、創業經營、創建合作社和個體開業的機會；  

(七) 在公共部門僱用殘疾人；  

(八) 以適當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可以包括平權行動方案、獎勵和其他措施，促進私營部門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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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殘疾人；  

(九) 確保在工作場所為殘疾人提供合理便利；  

(十) 促進殘疾人在開放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工作經驗；  

(十一) 促進殘疾人的職業和專業康復服務、保留工作和恢復工作方案。  

 

二、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不被奴役或驅役，並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受到保護，不被強迫

或強制勞動。 

 

香港的情況及建議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委員會就殘疾人工作和就業，提出以下兩個問題(人權監察的中譯本)： 

42. 請就僱主可以憑藉作為拒絕遷就其公司內殘疾僱員的「不合情理的困難」的定義，提供額

外資料。請提供評估「不合情理的困難」時所採用的既定客觀準則。(同上，第 27.2 段) 

43. 請就殘疾和非殘疾僱員的失業率提供按性別分類的數據，以作比較。相較之下，這兩類僱

員各自的平均入息有何異同？ 

 

我們認為，這兩個問題只表達兩個殘疾人士就業現況，還有政府有責任回應以下問題： 

1. 最低工資在去年 5 月實施後，因應殘疾人士情況，政府提出殘疾人士生產能力評估機制。

去年表決最低工資條例時，政府同時修改「殘疾歧視條例」，將因生產能力評估機制評估

結果而導致僱主解僱殘疾僱員的情況，不被視為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我們認為，評估員為了令被評估的殘疾僱員入職，會人為地調低評估結果，打擊殘疾

人士就業的能力。 

 除非轉換另一個行業及僱主，否則不會再次進行生產能力評估，這不鼓勵殘疾人士提

升生產力。 

 評估的內容強調生產力及工作效率，對我們很不利，因為我們吃藥後，難以集中精神

工作，或情緒受工作環境影響，這是評估制度必然引起的現象，令殘疾人士更抗拒評

估。 

 最低工資下有更低工資，邏輯上說不通。最低工資是每個人維持生活水平的最低要

求，也是公民權利，不應因殘疾而另定其他更低標準。 

 最低工資實施以來，只有二百多人接受評估，超過一半是智障人士，精神康復者只有

十多人接受生產能力評估。我們估計那二百多殘疾僱員，他們擔心失去工作而被半推

半就地接受評估，這應驗了我們曾經指出的假自願現象。 

 政府為了滿足僱主對生產力的要求，將殘疾人士當作生產的負累，這有違殘疾人權利

公約的就業精神。 

 政府為了減低現職殘疾人士的憂慮，當年同時推出過渡安排。隨著時間過去，過渡安

排應該要進行檢討。 

 殘疾人權利公約廿七條第一項第二點強調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應該機會均等和同值

工作同等報酬的權利。生產能力評估機制有違這個原則。 

 生產能力評估機制源自於澳洲，但是澳洲政府也為接受評估的殘疾人士，提供以傷殘



補助形式補貼工資，保障殘疾人士的生活水平。政府常說透過綜援形式進行工資補

貼，問題是綜援是以全家為申請單位，對殘疾人士家庭成員缺乏保障。政府應另設第

二安全網，不論採用殘疾補貼或低收入補助，解決殘疾人士/家庭的經濟壓力。 

2. 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特區政府一直不願意推行配額制度，他們的理由是配額制度令殘

疾人士成為公司負累，以平等機會法例已經足夠保障殘疾人士就業。 

 先說第一個理由，政府是以資本家的角度看殘疾人士，從來沒有考慮殘疾人士的獨特

工作需要。為何殘疾人士會成為公司負累？這個問題假設殘疾人士是低生產力，不值

得提供支援。香港就業市場較少為殘疾人士提供工作調適，公司之間甚少提倡平等工

作條件，也因缺乏經濟上誘因，僱主不太想提供工作機會給殘疾人士。單以教育僱主

接納殘疾人士，等同於要僱主施捨工作機會給殘疾人士，特區政府的施捨心態才導致

殘疾人士成為僱主的負累的原因。 

 第二個理由更加荒謬。在香港，殘疾人士經常在工作場所被外界歧視，但是甚少向平

等機會委員會求助。殘疾人士一旦進行平等機會投訴，他們會因投訴而失去工作。在

香港政府缺乏對殘疾人士就業權利保障的情況下，殘疾人士寧可忍受不合理待遇。政

府經常引用英國例子，雖然英國沒有殘疾人士配額制度，但是有保障殘疾人士工作權

利的平等機會法律條文，條文比香港更加嚴格。香港政府刻意沒有引用美國的例子：

美國有殘疾人士平等機會法律，但是絕大部份州有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因此，政府不應該找似是而非的理由逃避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先由政府和公營部

門做起，並為私營機構提供經濟誘因，詳細可參考中年就業計劃。 

 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未必是公司必須聘請殘疾人士，公司也可以用法例指定的營業

收入百分比，購買殘疾人士服務或產品，或同時聘請殘疾人士和購買殘疾人士產品。 

3. 問題清單第 42 條：集中討論殘疾人士工作調適。工作場所可以有更多方法改善工作環境，

如果僱主精明善用工作調適，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及準確控制營運開支，也提升殘疾人士對

工作的歸屬感。該問題特別提到「不合情理的困難」，應該「殘疾歧視條例」所指的「不

合情理的困難」，特別指別有哪一些情況下法例容許。問題第 42 條沒有清楚區分硬件設

施上的工作調適和運作模式上的工作調適。在香港勞資關係不對等的情況下，殘疾僱員相

對較難提出工作調適。僱主往往以「不合情理的困難」為理由，沒有主動改善工作環境以

改善工作條件。即使是以我們服務對象(精神病康復者)，也可以做一些工作調適。以下的

常見的例子： 

 運作模式層面— 

i. 人事關係：透過改善雙方相處方式，彼此了解，從中減少人事上的誤會 

ii. 工時長度：提供符合康復者僱員可行的工作條件，在可行的情況下因應我們特殊

情況，提供靈活的編更(如請假覆診) 

 硬件設施層面— 

i. 工作環境：提供休息室、飲水機、抽風設施 

ii. 場地環境：安靜的工作場所，減少不必要的噪音 

iii. 其他還包括無障礙通道，提供輔助設備(如智能手機、配備圖像顯示的電腦等) 

 殘疾人權利公約特別強調工作調適(27.2)，因為這是保障殘疾人士能夠在安全的情況



下工作，提升生產效率 

4. 社會企業特有的情況：聘請殘疾人士的社會企業，絕大部份由復康界非政府機構營辦，我

們收到一些在那裡工作的殘疾人士學員反映，機構沒有和他們說聘用他們為職員的問題。

正常來說，輔助就業的學員終有一天會變成公司僱員，長期將學員當職員，這不但剝削學

員的基本工資和勞工保障，對學員來說，不鼓勵發揮殘疾學員所長，令他們自尊受損。另

一方面，當社會企業因長期將學員當職員，因為不少涉及法律責任風險的工作項目，必須

由職員執行才能保障企業運作，如果因學員執行法律責任風險的工作，導致學員受傷，學

員只能以公眾責任保險賠償損失，對學員不公平。 

5. 改善綜援入息豁免制度：殘疾人士一旦得到公司聘用，他所賺取的收入，必須與社會福利

署對分。頭 800 元全數獲取，之後 3400 元分一半，即最多拿 1700 元，他可以最多拿 2500

元。這個以健全人士為基礎的入息豁免制度，沒有考慮殘疾人士因工作，比健全人士額外

應付更多開支：包括交通費和醫療費，對殘疾人士缺乏就業誘因。由於百分百殘疾人士的

綜援金連額外津貼有五千至六千多元，差不多接近最低工資水平，但是脫離綜援網就失去

不少社會福利保障(特別是醫療豁免)，導致殘疾人士寧可領取綜援，也不想面對複雜的就

業市場。如果將入息豁免制度，能夠跟據殘疾情況，分開兩個水平(其實入息豁免金額應

該一併提升，但是殘疾綜援受助人應該更高的入息豁免水平)，就能鼓勵殘疾人士就業。 

6. 以上是香港的殘疾人士應該要有的權利，政府不能再推搪。特區政府不應該死抱資本家的

思維，為了維護地產霸權而犧牲弱勢殘疾人士的公民權利。殘疾人士就業政策不應局限要

殘疾人士為資本家「打工」的思維，應開拓更多另類的工作模式，例如有機耕作、藝術創

作、自行創業、義務工作等，雖然收入可能比打工更少，但是殘疾人士可以從另類工作中，

獲得金錢回報以外的滿足。 

7. 提及就業，少不免包括生活質素的改善。我們不能為了就業，犧牲健康、社交等基本生活

要求。一個人道的工作環境，必然提升殘疾人士生活水平，也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特

區政府也必須同時改善社區康復服務和醫療服務，改善殘疾人士生活的條件。 

8. 職業培訓和持續進修是殘疾人士提升技能的方法。公約鼓勵殘疾人士參與職業培訓和持續

進修。香港的殘疾人士因學費高昂及校園缺乏無障礙設施，較少機會接受持續進修教育。

綜援制度也不鼓勵殘疾受助人持續進修，迫令他們停留在低技術的工作。高學歷殘疾人士

缺乏就業支援，就業市場的歧視令高學歷殘疾人士學無所用。 

9. 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用更創新的思維去開拓殘疾人士就業，前題是在其他渠道保障殘疾僱

員的基本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