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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4)699/19-20(08)號文件  

香港聾人褔利促進會 

 
就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及提高殘疾人士就業之建議： 
 
1) 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 
香港對於「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已經討論超過三十年，但一直得不到香

港政府的正面回應，政府指出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方面的政策目標，是確保

他們有平等機會在公開就業市場擔當具生產力和有酬勞的工作。因此已訂

立了合適的法例，以防止在工作間及僱傭方面的殘疾歧視。政府又認為國

際的主流趨勢是制定反殘疾歧視法例和其他加強支援殘疾人士就業的措

施，而不是制訂就業配額制度。 
 

政府如此說法，卻與國際上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做法有互相矛盾之處，例如

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亞洲的日本、韓國、泰國 1等 都實行了「殘

疾人士就業配額制」。而根據中國對殘疾人士就業的規定，用人單位應當

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工種、崗位。用人單

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該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 1.5%。用人單位

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規定比例的，應當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 2 。實行

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可確保殘疾人士得到就業的公平機會，而公平就業機

會是殘疾人士的人權，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絕對應該保護此殘疾人的人

權。 
 

立法可以漸進式推行，最初應該由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先實行，當運作暢

順之後，便可推行至其他私人機構。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的比例應該先由

較低基數開始 (如 2%，政府現時聘請約 2%的殘疾人士為僱員 3)。將來比

例如何增加，讓社會大眾討論有共識後再提高。 
 

稅務優惠亦是一個誘因令企業願意聘請更多的殘疾人士就業，建議政府對

聘請殘疾人士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如果聘請殘疾人士超出政府所訂定的

比例，稅務優惠可以提高，讓企業有誘因聘請更多的殘疾人士。 
 
2) 提升能力訓練 /再培訓： 
建議加入考慮直接資助以一筆過撥款的型式，向現時已為不同類別殘疾人士提供

                                                      
1 國際勞工局「通過立法實現殘疾人就業機會均等指南」2004  
2 國務院《殘疾人就業條例》2007 
3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背景資料簡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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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援服務的機構，提供舉辦就業掛鉤短期課程資助。政府可以預先撥款給機

構，以便大小型的機會均有能力舉辦多元而切合機構服務對象的就業掛鉤短期課

程，同時政府亦定立時限，若機構未能舉辦課程，需要退還資助金額。 
 
有關建議主要是針對補足，現時 ERB、殘疾人士職業訓練學、持續進修資助課程

回應不同殘疾人士需要之不足。以下是有關論點，由於任何機構舉辦以上課程，

全部均需要經過學術評審或課程評審，需要之時間甚長，而且內容為滿足學術評

審或課程評審課程的設計及內容亦缺乏彈性，以致難以很快應個別僱主的勞工及

職位技術的需要，同時內容通常以綜合需要為主，未能回應個別殘疾類別人士於

課程上的需要。 
 
由現時已為不同類別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的機構提供就業掛鉤短期課程， 
方面不同機構有較大的服務群，是同一類別殘疾人士，多年來對相關人士的服務

經驗較多，了解他們的需要透徹，在課程設計上會更切合不同類別殘疾人士不同

需要。另一方面，機構舉辦的不是學術課程，不需要太著重課程的認證及結構性，

可以較具彈性設計課程，提升不同類別殘疾人士工作技能，以更快速回應不同公

司在人力資源上的需要。 
 
3) 傷健共融文化： 
政府應考慮為現時已為不同類別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的機構，提供為已聘

請不同類別殘疾人士的僱主，舉辦公司內部傷健共融活動資助。在過去服務過程

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不少殘疾人士就業後，未能融入公司的群體，而令他們無法

維持身心平衡的工作狀態，令他們難以持續就業。雖說不少公司管理層有聘用殘

疾人士的良好意願，但很多時前線的同事未必懂如何與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相處，

單靠服務機構個別跟進，有時未能為殘疾人士營造共融的工作環境，所以政府應

關注工作配對、個別就業支援、技能培訓以外的軟性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