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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檢討《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實務守則》及重建整全院舍發牌及

監察制度，在智障成人輪候資助宿位期間，可以讓他們選擇暫時居住，但亦能享受優

質的服務和生活保障。 
4. 全面檢討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運作模式及改善服務內容，增設生活支援服務。加

強社區照顧，增加日間服務和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及提供服務的密度。例如設立 24 
小時生活助理，讓有中度及輕度支援需要的殘疾人士可以得到適時的生活支援。提

供到位的社區支援服務予智障人士及其照顧者，尤其在疫情期間各社福機構也需提

供緊急支援服務。 
5. 增撥資源增加日間暫託和暫宿服務的名額，尤其需要高度護理的人士，讓照顧者有

喘息的空間。建議「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增加家居清潔、送飯、洗澡、陪診、

及假日等服務；容許 60 歲以下但有迫切服務需要的殘疾人士使用「綜合家居照顧服

務」，並將家居照顧服務普及至中度殘疾人士。 
  
（二）針對照顧者的需要 

1. 重新檢視殘疾人士（尤其智障人士）之照顧者的支援政策和服務，向照顧者提供整

全的經濟、社區和情緒支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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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議有

關計劃能降低申請門檻，讓更多家庭能受惠於現金津助，以減輕照顧者的日常照顧

開支。 
3. 考慮「錢跟人走」的經濟資助形式，讓照顧者可以選擇切合殘疾子女需要的服務，

避免因為輪候冗長的資助服務而耽延子女獲得適切的訓練和照顧，甚或一些逼切的

醫療照顧和心理輔導。亦可考慮為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提供服務券，讓他們可以選擇

切合自己需要的服務和支援。 
4. 為正輪候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家務助理津貼，讓照顧者可以聘請家傭或購買鐘

點/上門照顧服務，為照顧者提供喘息的空間，舒緩情緒及精神壓力。建議可提供到

戶支援照顧服務，為照顧者提供實質支援，例如：陪診或看顧服務等。 
5. 建議設立照顧者支援熱線，二十四小時運作，為殘疾人士家長／照顧者提供電話輔

導服務，提供即時危機介入及情緒支援。 
6. 為殘疾人士提供教育和照顧服務的所有工作人員提供適切的培訓及專業發展，個案

社工亦需客觀評估照顧者是否有充分心理準備和照顧能力，迎接子女離宿重返家庭，

提高意識偵察照顧者面對壓力的回應機制及偵察家庭承受壓力的臨界點。期能及早

發覺照顧者面對家庭突變和生活環境轉變的適應，身心狀況和情緒出現異常或危機

時，社工需即時提供心理輔導，並配對適切的支援服務，例如：盡快安排殘疾人士

緊急入住院舍暫宿以減照顧者壓力，及早預防悲劇發生。 
7. 將兩年一次向家長自助組織提供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支援服務〉一筆過撥款改為恒

常撥款，並增加資助金額，以讓家長自助組織能有更多資源提供〈同路人〉支援服

務，發揮互助功能，協助紓緩照顧者長期照顧壓力。 
  



 
總結： 
我們認為一宗悲劇也嫌多！本會呼籲政府盡快以行動回應照顧者的訴求，需要盡快實施切

合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實際需要的支援措施和服務。我們希望政府認定我們有特殊需要的

子女也是人，擁有天賦人權，有權獨立生活和參與社區生活，並受到法律上的充份保障。

基於他們的殘障，社會是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他們生活所需的一切援助，包括各類型社區支

援和住宿服務，以協助他們繼續在社區生活。政府並且需要以人為本，切實考慮殘疾人士

在人生不同階段的需要，盡量提供給他們及其照顧者所需的支援。 
  
政府統計處需要透過人口普查，統計不同殘疾類別和不同殘疾程度的人士之數量，才能讓

政府制定貼近殘疾人士需要的康復政策和推算各類服務的需求，以加速各類型服務的設立。

政府並需成立「殘疾人事務委員會」，跨部門統籌及制定康復政策和措施，支援殘疾人士

不同方面的需要，讓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權益都受尊重和保障！ 
  
  
   
  
  
   
  
協康會同心家長會簡介： 
同心家長會為協康會轄下一個家長自務組織，於 2001 年正式成立。目的旨在促進家長間

的聯繫和經驗交流，鼓勵家長們互助互勉，並提高家長對復康服務的認識，並就有關政策

向政府反映意見，為子女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權益。透過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本會現已凝聚

了接近四千個家庭會員，子女的年齡由幼兒至三十多歲。 
  
同心家長會在過去廿載，為保障子女的公民權利和福祉、積極關注政府及相關部門針對各

類殘疾人士之需要而設的復康服務與政策的制定，並就著服務不足和隙縫之處，以不同形

式和方法，包括致函、約見面談、於立法會公聽會發言等，向政府及相關部門反映照顧者

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