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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及全體立法會

議員：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對施政報告 2017 的意見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已經收集本會一班家長及照顧者對 2017 年施政

報告內容的意見，首先多謝政府在學前康復服務投放資源，又承諾設立特殊信託。但我

們仍敬請特首正視我們的需要及認真回應我們的訴求如下： 

 

1. 唐氏綜合症必須獨立成為一項殘疾類別 

一直以來，唐氏綜合症都只歸納為智障人士的殘疾類別，但是唐氏綜合症所面對的問

題不只是智障，而是同時因染色體問題而影響到機能上出現多種綜合病症。故此，我

們的家長感到若政府能識別到唐氏綜合症的獨立問題及需要，把唐氏綜合症納入為一

項獨立的殘疾類別，才能在規劃政策時提供更到位的服務。 

 

2. 學前康復服務 

我們很欣賞今次政府了解到學前服務的需要，及增加對學前服務的支援，例如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及學習訓練津貼，這份承擔令不少家長也得到真正的支持。 

 

3. 特殊需要信託 

針對智障人士的財產管理，政府將牽頭設立特殊需要信託，以讓家長獲得更多財務安

排的選擇，家長們均樂見政府積極回應。家長們多年以來的訴求，期望有關政策能盡

快落實推行，並在推出特殊需要信託時，能夠釐定合理的入場門檻及手續費，令基層

家庭以至小康之家，都能參與特殊需要信託。此外，我們亦建議特殊需要信託亦需要

配合個案管理制度，因此希望政府能夠投放足夠資源，建立及發展完善的個案管理制

度。 

 

4. 正視唐氏綜合症人士提早老化的現況 

唐氏綜合症人士提早老化比一般智障人士更早，可惜社會上對此狀況並不認識，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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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他們有適切的服務設計。本會希望政府相關部門帶頭確認此實況，並設計一套以

他們不同的「生活功能」及「身體機能」評估出「老齡」設立「老化」界定的工具，

繼而提供相應的服務作支援。 

 

5. 設立老化智障人士日間中心 

本會建議政府設立專為支援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日間中心服務，為居住在社區上的智障

人士提供適切的支援，減輕年老照顧者在家照顧老化智障人士的壓力。過去一年，有

關照顧者壓力「爆煲」而傷及人命的新聞，或如「智障子女在家伴屍」案等等，一單

又一單新聞都令照顧者感到不安，有對政府需要加強社區照顧的迫切性。 

 

6. 照顧者支援 

6.1 設立雙老家庭的家傭津貼 

我們關注照顧者及智障人士老化的雙雙老去的社會問題，又建議６５歲以上的照顧

者，可獲豁免入息審查及得到家傭津貼。現時社區上的智障人士老齡化的現象愈趨明

顯，這對高齡的照顧者有莫大的生活壓力。唐氏綜合症人士較多為中、輕度智障人士，

他們及其家人並非以入住院舍為首選考慮，反之期望留在社區與家人生活的個案亦不

少，只要政府能在經濟上支援聘請家庭傭工，（一）可減少院舍需求壓力；（二）更可

讓智障人士及其他年長待照顧的家長，能同時在有人看顧下居家安老，並於生活質素

得到保障；（三）相信傭工津貼較增加宿位的成本便宜。 

 

 6.2 加強照顧者津貼 

雖然，政府已推出「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但我們期

望有關計劃能普及化以減輕照顧者的日常照顧開支，例如接送交通費用、覆診開支等

等額外開支不能盡錄。家人在照顧唐氏綜合症人士往往放棄工作而全職留在家中照

顧；收入減少並同時要應付唐氏綜合症人士的醫療及特別學習需要，令這些家庭經濟

負擔大大加重。政府往往沒有正視這批照顧者的貢獻，漠視這些家庭的生活質素需

要。因此應為他們設立津助，為這些家庭提供醫療津貼、特別補貼等以支援家庭減輕

經濟負擔。若政府能推行普及化的照顧者津貼，加強及支援社區上的照顧者的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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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將可減少輪候院舍服務的需求，及減省政府於院舍方面的龐大開支。 

 

7. 設立雙老院舍的服務 

家長十分期待雙老院舍的服務，以便家長年老時即使入了老人院舍亦可同時照顧自己

老化的子女，免出現各自進入不同的院舍服務承受骨肉分離之苦。本會及業界多番提

出雙老院舍服務模式，可惜政府或相關部門均以行政角度衡量其可行性而推辭，並沒

有以「以人為本」的角度考慮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的需要及期望，這令本會家長十分失

望。因此，本會再次提出雙老院舍之服務建議，並要求有關當局以積極態度及「以人

為本」的角度考慮，在規劃城市規劃及新市鎮規劃服務時，納入雙老院舍的設計概念。 

 

8. 智障人士診所及醫療劵 

唐氏綜合症人士於不同年齡層和成長階段都有特定的健康問題，而且他們提早老化的

問題比一般智障人士更早，故此本家長會建議強烈要求政府及有關部門推行智障人士

／唐氏綜合症人士的醫療劵： 

- 效法長者醫療券以運用於智障人士/唐氏綜合症人士，既可讓他們得到適切的診

治，亦可減輕公營醫療服務負荷情況。 

- 開放老人科服務予已有老化病徵的智障人士/唐氏綜合症人士接受服務； 

- 醫管局及衛生署應接納東華三院的「智障人士失智症篩選問卷」為有效的轉介/

介入評估表，為有需要智障人士提供治療； 

- 加強醫療人員對唐氏綜合症的培訓，協助唐氏綜合症人士及家人及早識別老化及

各樣身體機能出現的毛病，從而予以治療； 

- 設立智障人士診所，於不同地區提供年度身體檢查會診安排，包括牙科。為智障

人士／唐氏綜合症人士及早提供介入治療，並有系統地收集醫療數據，計劃適切

服務； 

- 加強智障精神科的服務，推廣至不同地區設立有關服務隊伍，為門診或院舍上門

提供適切服務； 

- 加強成人醫療支援包括牙科及醫療輔助器材(包括助聽器、眼鏡等)津助。 

9. 智障人士的持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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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特別需要學童的教育只能持續到高中，然而，在「三三四」學制下，智障人士仍

未能受惠於四年的專上教育的權利，故此，本會建議教育局能正視有關需要及設立大

專課程給特別需要學童，使他們能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10. 注視唐氏綜合症/智障人士發展和成長需要 

縱觀現時的復康服務規劃之過時，為業界及家長們詬病。成人服務支援則重就業培訓，

可惜社會上智障人士就業率一向很低；即使有住宿服務及社區支援，服務設計未回應

實況及服務名額亦不足；然而唐氏綜合症人士在 30-39 歲已經出現明顯老化的狀況，

讓其在就業訓練上花大量時間，倒不如及早推行多元化的生活訓練，在有能力時多些

接受多元學習，包括生活技能、職業復康訓練、興趣培育等；只有透過不斷的學習，

終身學習才能使他們健康地成長及延緩老化。故此我們建議檢討現時綜合職業復康中

心的服務模式，發展多元化的訓練，提升他們社區生活技能；同時檢視教育政策，發

展成人教育讓他們也可享有成人持續學習的機會及權利。 

 

11. 盡早制定智障人士普查政策 

11.1 「(智障)唐氏綜合症人口普查」 

殘疾人士有不同的類別，而智力障礙皆統稱為「智障」類別；但「唐氏綜合症」人士

除智力發展障礙外，身體尚有各種及不同程度的健康挑戰，尤其較其他智障人士會提

早老化所產生的問題，可惜他們的需要也一直被忽略的。建議由統計處定期進行的「智

障人口普查」，並將「唐氏綜合症」從智障類別中勾劃出來以確立專屬類別，以便可

細緻統計及研究唐氏綜合症人士的特性，並配合其需要提供相關服務。 

 

11.2 定期進行追蹤普查 

建議定期 (三年)為智障人口進行數據收集，對比本港智障人口的變化及需要，從而讓

服務提供者及政府有效計劃服務，資源投放對應服務層面。 

 

11.3 針對社區生活的智障人口數據收集 

建議參考早前「智障人士老齡化趨勢研究」，除了為社署津貼的成人服務單位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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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點外，亦增加一直隱藏在社區生活，因各種不同因素未有接受上述成人服務的智

障人士包括在研究當中。本會家長對他們的狀況十分關注，以使本地的服務更能對焦

不同背景的智障人士，本會十分期望有關當局需要投放資源盡早為住在社區的智障人

士進行普查，了解社區生活的智障人士老化狀況，提供適切服務回應不同需要。 

 

12. 津助照顧者互助網絡 

本家長會認為政府可加強對家長互助網絡的津助，善用社區資本，使家長能以自己的

經驗和知識，幫助其他智障人士／唐氏人士家庭的需要。 

 

13.  檢討本地整體的復康政策 

必須檢討現有成人職業復康服務成效，推行終身學習服務，讓成年智障人士也可以有

更多元化的成人服務選擇。此外，亦須跨部門檢討現時智障人士的服務。智障人士提

早老化引申的醫療、成人服務、教育、福利需要等，必須要成立跨部門的小組互相配

合及協調。 

 

家長們期望政府不只以行政角度衡量其可行性，請正視我們的訴求，並以「以人為本」

的角度考慮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的需要及期望。本家長會敬希政府回覆以上建議是否可

行，若不可行的原因是甚麼？我們非常期待政府的回應，以及日後更多的交流。 

 

誠希  特區政府就上述提出意見作出詳盡考慮，如對以上內容有任何查詢及覆

示，請聯絡本人或本會服務經理曾淑玲姑娘（電話：2718 7775，地址：新界沙田瀝源邨

榮瑞樓地下 103-106 室）。 

順祝  大安！  

                                                       

              楊映梅女士 

  家長委員會主席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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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呈：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 

行政會議 

立法會議員 

公務員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教育局 

環境局 

食物及衞生局 

民政事務局 

勞工及福利局 

保安局 

運輸及房屋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發展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創新及科技局 

社會福利署 

醫院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