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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賽馬會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 

就《康復計劃方案》檢討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意見書 

 

賽馬會職業及教育資源中心為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屬下單位，本中心一直倡導平等教

育及就業機會、支援視障人士解決學習及工作上的困難。本中心就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第三階段「建立共識」中「教育」與「就業」兩個範疇有以下回應及意見︰ 

 

一. 教育 

1. 視障學童的定義 

現時不少視障教育及支援服務只提供給中度弱視至全失明的視障人士 (例如報讀心

光學校或入讀主流學校而參與心光學校視障學童支援計劃)，且現行制度以矯正後最

佳視力的眼睛評定視障程度，故無論是雙眼輕度弱視甚或一邊眼全失明或嚴重弱視、

另一邊輕度弱視均被定義為「輕度」弱視，因而得不到支援服務，故除主題十九：策

略建議 57 提及之更新視障的分類標準，更需檢視現時各種教育及支援服務對象，確

保所有視障學童包括輕度弱視學童能的到適切服務，保障兒童平等接受教育之權利。 

 

2. 主題一：學前康復服務 

2.1 本會歡迎報告中提出增加學前康復服務名額以達至「零輪候」的目標。政府應

把握 0-6 歲對視障幼童是及早介入的黃金期，除增加服務名額外，更需要為服務單

位提供足夠資源及專業團隊人手，以免增加服務名額而資源、人手不足影響服務質

素。建議服務提供顧及地區因素，增加視障幼童復康訓練地點而不只於心光一地。 

2.2 認同報告提及諮詢中有持分者提及的「先支援、後評估」模式，畢竟輪候評估

需時，服務應提供一定彈性讓有需要之幼童能及早接受訓練，以把握介入黃金期。 

2.3 檢討現時心光幼兒中心中康復訓練、知識傳授及點字訓練的平衡，讓學童學習

上能順利銜接心光小學或主流小學課程。 

 

3. 各學習階段的銜接 

3.1 同意主題二、策略建議 4 所建議幼小之間需要有健全資料傳遞機制。然而現行機

制未能確保小學有足夠資源、人手、知識執行個別學生所需支援，而在校本支援模式

下，教育局及家長亦沒有足夠空間監察校方是否為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3.2 資訊傳遞問題亦不單出現在幼小銜接階段，小學生銜接中學階段問題同樣嚴重。

建議可考慮設立中央特殊教育需要支援數據庫，按家長或學生意願將評估及支援內

容在入數據庫以方便新學校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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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檢討學童不同學習階段的復康訓練需要，不應於升讀小一後馬上終止。同意策略

建議 5 建議增加資源於 6 歲後的持續復康訓練。 

 

4. 主題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支援 

4.1 關於策略建議 6 改善融合教育的建議，同意學習支援津貼需要增加讓學校更有效

提供支援，但需加強學校在運用這些資源的問責及透明度。 

4.2 本學年全面設立教育統籌主任 (SENCO) 專職暫未能做到加強家校溝通之目標。

有家長反映學年至今 SENCO 未曾與家長接觸，亦未知有此專職。應持續檢討 SENCO

的實施情況。 

4.3 建議為每一位特殊需要學童均設個人學習計劃 (IEP)，以及增加所需資源及專業

評估及支援團隊，讓校方對學童的支援更個別化及更有效。 

4.4 關於策略建議 6、7 加強特數教育師資培訓，有家長反映即使是教育統籌主任亦

未能掌握視障學童的需要。其實以特殊教育需要範圍之廣，教育統籌主任所接受的

120 小時專業發展課程絕不足夠，更遑論其他一般老師所接受的正規教育學課程中有

關特殊教育的份量更少。建議增加老師在特殊教育需要上的師資培訓，以加強老師對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理解。 

4.5 檢討視障學生未能參與體育、藝術、IT 課程、STEM 教學活動及全校課外活動等

的問題，促進平等教育機會。 

4.6 建議在中、小學課程內或學習活動加入認識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公眾教育環節，

有助融合教育順利推行。 

4.7 由於學校及大專院校財政狀況各異，部分學校/院校未必可以提供足夠輔助儀器

支援視障學生。建議研究以「錢跟人走」方式資助學校/院校購買適當輔助儀器。 

 

 

二. 就業 

5. 主題四及主題五均與殘疾人士就業相關，主題四中的策略 10 及 11 就現時不同的

職業康復訓練提供改善建議；而主題五中有 6 項策略（12-17）則提出如何改善現時

殘疾人士就業情況不理想的狀況，包括建議為殘疾人士就業增加誘因及開拓工種、改

善僱主聘用殘疾人士的措施、推廣傷殘共融文化、改善現有輔助就業服務、以及推行

一站式就業配對服務等。 

 

6. 本中心樂見顧問報告以不少篇幅闡述如何推動及改善殘疾人士就業，期望建議落

實後能夠改善現時政策成效不彰的情況。然而，本中心認為這些建議主要針對現行政

策作小修小補，欠缺全盤的策略性建議。本中心連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黃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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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教授共同建議政府應以更積極的態度，為改善殘疾人士就業制定長遠的目標和策

略，包括： 

 

6.1  檢討現時的輔助就業服務，摒棄一式一樣的服務內容，應以不同殘疾人士自身的

獨特性，包括學歷、個人經歷及身體情況為依據，提供以人為本的輔助就業服務。 

6.2  改善現時公眾教育及宣傳的方式，建議以更迎合時代步伐的方法如善用社交平台

及互聯網，向公眾宣傳共融關愛的訊息。 

6.3 政府必須掌握更全面及準確的香港殘疾人士失業率數據，建議開展殘疾人士就業

情況的普查，並定期更新，以便各方能夠據實況而對症下藥，以開展適切的服務。 

6.4 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政府必須以身作則聘用更多殘疾人士，同時強制推動公營

和政府資助機構制訂聘用殘疾人士的指標，向商界展示帶頭的作用。 

6.5 為了更積極推動商界聘用殘疾人士，政府應考慮推行優惠政策，如為聘用殘疾人

士的僱主提供稅務優惠等。 

6.6 長遠而言，政府應考慮探討在香港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的可行性，配額制

度不單能夠推動更多企業聘用殘疾人士，亦有助於社會建立更廣泛及深遠的共融

文化。 

 

本中心於 2018 年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黃敬歲教授合作開展視障人士就

業現況調查，曾於上一階段將整份報告夾附於意見書一併遞交，現再次附上調查

報告，期望顧問團隊能夠清晰掌握視障人士的就業情況。 

 

 

–完– 

 

附件：視障人士就業現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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