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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香港政府一直忽視智障/殘疾人士的學習機會，大部份的智障/殘疾人士都在特殊學校就讀，一旦於特

殊學校高中畢業後，剩下的路只有職業技能訓練課程、綜合職業康復中心、庇護工場等，職業技能訓

練中心的課程選擇局限性大，未有藝術、文化、學術等全人教育的課程，而且大部份課程均沒有資歷

架構認可，欠缺屬於智障/殘疾人士的學習規劃及升學階梯及持續學習的需要。 

 

然而，香港對智障/殘疾人士的就業保障嚴重不足，只以鼓勵企業自願聘請的政策如「有能者聘之約

章」，是不足以增加聘用的機會，因這些政策只是鼓勵性質，沒有法律效力，導致智障/殘疾人士就

業率長期偏低的情況。 

 

根據第 62 號專題報告書，數據顯示殘疾人士的就業情況欠佳，就業的殘疾人士只佔全港整體就業人

口的 2%，近 19 萬適齡殘疾人士只有 37.7%被界定為從事經濟活動，遠低於整體人口的 73.7%，顯示

大部分殘疾人士都無法投身勞工市場，而據《2013 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殘疾人士失業

率為 6.7%，較整體人口的 3.7%高，以上資料反映殘疾人士就業非常困難。 

 

即使智障/殘疾人士能公開就業及享有法定最低工資，但大多數都只能以兼職形式從事一些低技術，

勞動性的工作，部份智障/殘疾人士更為了增加就業機會而「自願」參與生產能力評估機制，令到智

障/殘疾人士無法享受到最低工資，收入十分不穩，造成在職貧窮。 

 

另外，在公開就業中，智障人士與健全人士人事關係上會遇到困難，根據慈善團體親切 Treats 於 2016

年發表「關注智障人士參與職場的排斥現況」調查結果指出六成受訪的在職人士認為他們的情緒及行

為難以理解，受訪者缺乏相關的認識，例如：認為他們難以溝通合作、有滋擾及暴力行為，存有廣泛

的負面情緒及寧可與他們保持距離。而兩成半人認為智障的同事難以學習新技能，更有三成半人認為

他們只適合作簡單而重複的工作或只能在庇護工場工作，此舉令智障人士難以融入社群。 

 

因此本組對智障人士的貧窮問題有以下建議： 

1 實施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藉著強制就業推動智障/殘疾人士職場共融文化，讓智障/殘疾人士

發揮所長及與社會接軌，減少智障/殘疾人士對福利的依賴，釋放智障/殘疾人士的勞動力。要求

以下機構率先實行： 

1.1 政府必須帶頭聘請殘疾人士，並必須達到每年聘請不少於 2%為指標。 

1.2 社福機構於短期內需將 2%聘請殘疾人士的指標列入社福機構各單位的津貼及服務協議(即

FSA) 中，並增撥資源予社福機構用作聘請智障/殘疾人士。 

2 增設「工作調適員」，協調機構和智障/殘疾僱員，協助調適工作，改善智障/殘疾人士在工作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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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被誤解的情況，以協助提升職員對智障/殘疾人士的認知。 

3 政府必須為已啟動生產能力評估機制的智障/殘疾顧員提供工資補貼援助，使他們不會因為已啟動

生產能力評估機制後，未能獲得法定最低工資而影響智障/殘疾人士的生活所需。 

4 重新檢討特殊學校畢業生的出路規劃，於職業技能訓練中心開辨更多符合到智障人士的能力並貼

近現今發展需要 (例如：應用程式開發、網頁開發、多媒體製作、小型裝修工程…) 及具有資歷

架構級別的課程，甚至在大專院校中增設適合智障人士個人發展的課程，令智障人士多一項職業

訓練或進修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