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就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首份報告大綱之意見書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成立於1964 年，為香港第一個由視障人士組成的自助團體，並以推動

香港視障人士實踐平等、機會、獨立為宗旨。本會一直關注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於香

港的實施情況，並藉公約實施兩週年，香港特區政府須透過中央政府向聯合國提交報告的機

會，表達本會的立場及意見。 

 

第五條 平等和不歧視 

「一、締約國確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權不受任何歧視地享有法律給予的平等保護

和平等權益。 

 

二、締約國應當禁止一切基於殘疾的歧視，保證殘疾人獲得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護，使其不

受基於任何原因的歧視。 

 

三、為促進平等和消除歧視，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提供合理便利。」 

 

現況及本會立場(一) 

現時香港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處理有關歧視方面的投訴，然而從本會會員的親身經歷反

映，平機會未能有效保證殘疾人士獲得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護。早前本會會員曾去信平機會，

投訴九巴未有為視障人士提供巴士車外報站系統，有歧視視障人士之嫌。投訴過程中更經歷

多個月的文件書信往來，為投訴人帶來極大不便，數月後，九巴最終拒絕派員出席平機會的

調解會議，而個案亦就此完結，平機會只回覆投訴人可自行申請法律援助或透過平機會尋求

法律意見，瞭解能否協助提出訴訟。從這事例反映，投訴人因面對法律訴訟所需花費的大量

時間及精力很容易會就此卻步，故我們對平機會在促進平等和消除歧視方面，是否已採取一

切適當步驟為殘疾人士提供合理的協助，實在存有疑問。 

 

第九條 無障礙 

「為了使殘疾人能夠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確保

殘疾人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質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信息和通信，

包括信息和通信技術和系統，以及享用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向公衆開放或提供的其他設施和服

務。」 

 

現況及本會立場(二) 

過去數年，政府透過撥款1 億元推動公共屋邨設立無障礙的設施(如引路徑、報讀樓層升

降機)，運輸署亦在街道上設立發聲交通燈，這些措施對於幫助視障人士獨立地在社區生活有

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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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與理想仍有距離，根據最新由屋宇署制定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新落成的建築物在興建時都要符合手冊內的要求，然而，我們發現不少新落成 

建築物的公共地方都未有跟隨手冊的要求，如為視障人士提供通道設施，這反映政府未 

能有效執法。另外，除了政府建築物外，由領匯或私人管理的商場、商廈，很多仍然缺 

乏無障礙的設施，如引路徑及報讀樓層升降機的設立，不少大廈的升降機更採用輕觸式 

按扭設計，視障人士完全無法使用。另外，不少商場的設計及燈光照明，都未有顧及視 

障人士在顏色反差及光度上的需要，情況令人失望，而政府在當中的監察力度明顯不足。 

 

交通工具方面，除鐵路設有報站系統外，巴士公司在改善無障礙設施的投入明顯不 

夠。九龍巴士有限公司雖已提供車內報站設施，但聲量過細及準確度不足的問題仍然常 

常出現，且未有積極改善方案。其他巴士公司一是未有設立報站系統，一是報站系統的 

測試波折重重，距全面運作仍遙遙無期。另外，由於沒有巴士站報站及車外報站系統， 

視障人士都只能倚靠其他乘客或車長提示，才能確認到達巴士的號碼及路線。 

 

第十九條 獨立生活及融入社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所有殘疾人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的選 

擇，並應當採取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以便利殘疾人充分享有這項權利以及充分融入和參 

與社區，包括確保：…(二) 殘疾人獲得各種居家、住所和其他社區支助服務，包括必 

要的個人援助，以便在社區生活和融入社區，避免同社區隔絕或隔離；」 

 

現況及本會立場(三) 

根據政府統計處《第48 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內的資料顯示，殘 

疾人士的年齡中位數達七十二歲，而現時給與殘疾長者的支援及服務明顯不足。以早前 

因牛頭角下邨清拆而要搬遷到牛頭角上邨的視障長者為例，本會透過探訪，發現不少視 

障長者都未有足夠支援以瞭解新社區狀況及設施，只能終日困在家中，而一些無障礙設 

施損壞後亦未有即時作出維修，這方面政府的反應，與公約希望消社區隔絕或隔離的主 

張有所距離。 

 

第二十條 個人行動能力 

「締約國應當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殘疾人盡可能獨立地享有個人行動能力，包括： 

(一) 便利殘疾人按自己選擇的方式和時間，以低廉費用享有個人行動能力；」 

 

現況及本會立場(四) 

由於視力的限制，不少視障人士都面對就業困難，或只能獲得低收入的工作，故此 

收入有限，而香港高昂的交通費用，大大影響了他們無法以低廉費用享有個人的行動能 

力。現時只有船公司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半價優惠，各公共巴士營 

辦商都拒絕回應殘疾人士如長者一樣享有半價優惠的要求，而房屋及運輸局更拒絕承擔 

督促及推動交通半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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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表達意見的自由和獲得信息的機會 

「締約國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下列措施，確保殘疾人能夠行使自由表達意見的 

權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二條所界定的一切交流形 

式，尋求、接受、傳遞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一) 以無障礙模式和適合不同類別殘疾的技術，及時向殘疾人提供公共信息，不另收 

費； 

(二) 在正式事務中允許和便利使用手語、盲文、輔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及殘疾人選用 

的其他一切無障礙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 

(三) 敦促向公衆提供服務，包括通過因特網提供服務的私營實體，以無障礙和殘疾人 

可以使用的模式提供信息和服務；」 

 

現況及本會立場(五) 

互聯網及電子學習資料已經成為未來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可惜現時不少公私營及 

非政府機構的網頁設計都未有顧及視障人士的需要，亦未能達到無障礙閱讀的要求。此 

外，現時政府亦未有強制要求出版商依據《2007 年版權修定條例》提供相關的閱讀文本 

予視障人士使用，故政府在協助殘疾人士表達意見的自由和獲得信息的機會上仍未達 

標。 

 

第二十四條 教育 

「一、締約國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了在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實現 

這一權利，締約國應當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終生學習…」 

 

「二、為了實現這一權利，締約國應當確保：…(四) 殘疾人在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 

要的支助，便利他們切實獲得教育； 」 

 

「五、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能夠在不受歧視和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普通高 

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和終生學習。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確保向殘疾人提供合 

理便利。」 

 

現況及本會立場(六) 

政府一直積極推動融合教育工作，但接受融合教育的視障學生仍然面對不少困難， 

例如學生現時仍無法同步取得可閱讀版本的教科書，學習進度因而受阻，政府亦未有要 

求出版商一定要提供殘疾人士可閱讀的版本。而在新高中學制及通識教育的發展中，政 

府仍須交待如何切實地協助視障學生適應有關的教學轉變。 

 

此外，在推動電子學習的計劃上，政府仍未有全盤的措施公佈，包括電子學習計劃 

督導委員會的角色、設計標準的指引、以及如何對視障學童、相關人員，以致學校提供 

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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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接受基礎教育的學童，其他視障人士於在職進修或自費報讀專上教育課程時 

困難亦不少。從獲得取錄的機會，以致取得可閱讀的課程資料、教材，以及參考書版本 

都存在困難，有關的決策局必須督促教育機構平等對待申請入學的視障人士，並要求有 

關機構協助他們在課程資料上最得無障礙的版本。 

 

第二十五條 健康 

「締約國確認，殘疾人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締約國 

應當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獲得考慮到性別因素的醫療衛生服務，包括與健康 

有關的康復服務。締約國尤其應當： 

 

(一) 向殘疾人提供其他人享有的，在範圍、質量和標準方面相同的免費或費用低廉的 

醫療保健服務和方案，包括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方面； 」 

 

現況及本會立場(七) 

現時全港有接近100 萬的長者及6200 位正等候各類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政府的 

護養院及持續照顧宿位遠遠未能回應需求，我們擔心部份人士仍要等候長達__________6 至10 

年的時間才能獲配宿位，對長期等候的殘疾人士，以致照顧者本身都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 

 

另外白內障患者要輪候超過2 年的時間才能接受手術，等候期間患者的視力問題將 

大大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以致自我照顧能力。 

 

從這兩個問題反映，殘疾人士在醫療保健服務方面的支援非常不足，未達公約要求。 

 

第二十六條 適應訓練和復康 

「一、締約國應當採取有效和適當的措施，包括通過殘疾人相互支持，使殘疾人能夠實 

現和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立，充分發揮和維持體能、智能、社會和職業能力，充分融入和 

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組織、加強和推廣綜合性適應訓練和康復 

服務和方案，尤其是在醫療衛生、就業、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這些服務和方案應當：…」 

 

「三、在適應訓練和康復方面，締約國應當促進提供為殘疾人設計的輔助用具和技術以 

及對這些用具和技術的瞭解和使用。」 

 

現況及本會立場(八) 

針對視障人士適應訓練和復康需要，現時政府主要透過一間服務視障人士的機構提 

供支援，然而就本會理解，由於資源所限，申請人需輪候一段長時間才能入讀復康班。 

另外，隨著整體人口老化，患上視力問題的人數將持續上升，新失明人士的服務有逼切 

的需要，政府過去雖已投入資源，但力度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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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工作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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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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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及本會立場(九) 

在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方面，政府現時正進行最低工資立法的工作，本會認為視障人 

士應同樣應受到最低工資的保障，政府在制度執行細則時，包括評審機制須充份考慮在 

職視障人士的影響。 

 

在殘疾人士就業方面，本會認為政府的支援仍然不足。政府只強調鼓勵商界自發聘 

請殘疾人士，但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政府仍未有訂立就業配額制度以鼓勵各部門聘請 

殘疾人士，亦沒有提供誘因，如效法中國內地給與稅務減免以推動商界聘請更多殘疾人 

士，我們認為在這方便未能符合公約要求。 

 

在投考政府職位時，我們亦發現在綜合招聘考試加時安排和機制上，各部門的做法 

並不一致，這個情況直接影響了視障申請人成功入職政府職位的機會。 

 

不單低學歷的視障人士，本會高學歷的會員同樣面對就業困難，就算有入職機會， 

他們很多都只能獲得半職或短期的工作機會。視障人士的工作能力實與一般人無異，這 

個不公平的現象，政府需要正視及處理。 



 

總結 

整體而言，本會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在落實有關條約方面雖取得一些進展，但在上述 

各方面提出的問題仍需加強具體政策的落實，以協助視障人士獲得均等機會全面融入社 

會。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