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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於 2007 年於 7 月 9 日 

舉行的會議提交有關復康計劃方案的意見書 

 

經歷二年的諮詢檢討， 2005復康計劃方案檢討小組完成使

命。本會認同政府對推行部份服務的發展方向及建議，唯是對政府

所制訂的短期及長期目標則感到失望；所羅列的具體措施純屬口號

形式，實質執行的計劃、時間表、數額等均欠奉。政府認為以往側

重詳細預測每年康復服務供求情況的舊模式已不合時宜，預測未能

反映香港社會在急速轉變下的實際情況，以致影響未來服務的提供

和所需資源。彈性有效率地處理與日俱增的康復服務需求原意甚

佳，但過往政府自訂提供服務的名額也不能達標，本會冀盼現行宏

觀的政策不是逃避問責制的技倆，而是真正福為民開的措施。 

 

過去二年本會多次就報告中不同範疇的復康政策表述意

見，奈何大部份建議及關注事項均未獲正面回應，包括以下事項： 

 

(I) 住宿服務 

社署在多個不同場合已表明以資助院舍為首要目標，絕不仿

效老人院買位制度。政府既不提供資助，如何促進三線並行？

私營院舍及自負盈虧院舍究竟如何定位？本會建議 

1. 五年內為輪候名冊中有住宿需要的輪候者提供住宿服

務； 

2. 準確掌握每年有即時住宿需要及日間服務的智障人士名

額以使畢業學童能即時銜接所需服務； 

3. 嚴重智障人士不須評估，只須按住宿需要優次輪候住宿

服務； 

4. 加快政府空置物業改為復康住宿用途(推行以來毫無進

展)； 

5. 短期內落實院舍發牌條例及引入私營院舍員工資歷認可

計劃； 

6. 正視情緒問題、挑戰性行為及需高度醫療護理等人士的

住宿需要並安排合適服務； 

7. 各諮詢小組必須邀請不同類別殘疾人士的家長參與。 

 

(II) 日間照顧和社區支援 

1. 展能中心數量不足及分佈不平均，應按各區域需要增加

地方/區域服務，而不是原地加位來短暫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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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展能中心/日間護理質素問題； 

3. 落實幼齡學童暫宿/暫托服務； 

4. 檢討部份社區支援服務如日間護理、暫宿服務等收費； 

5. 服務機構提供交通配套。 

 

(III) 通道設施和交通服務 

1. 無障礙運輸環境自二零零三年推行仍是遙不可及； 

2. 港島區低地台巴士嚴重缺乏，未來 90部巴士更換低地台

的時間表及路線欠奉，「更暢達的運輸服務」如何及何時

達到？ 

3. 「改善公共交通交匯處的設施」進度緩慢，大部份巴士

總站可供輪椅人士上落點仍是欠缺，紅磡海底隧道的交

匯處設施如何方便輪椅人士使用？ 

4. 覆診的交通問題仍嚴重，多間醫院(包括大口環根德公爵

夫人兒童醫院、瑪嘉烈醫院、聯合醫院、明愛醫院、瑪

麗醫院、東區醫院)位於山上，週圍環境通道設施不暢

達，就算可乘搭低地台巴士也不能直達醫院門診； 

5. 復康巴士電召服務嚴重缺乏；  

6. 租用改裝供輪椅使用者乘搭的私家七人車及小型巴士車

費不菲及安全設備成疑，何時落實復康的士計劃？ 

7. 落實公共交通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半費優惠； 

8. 政府應負起典範作用，所有的康樂文娛場所、社區會堂

及辦事處的公共設施不單只符合《設計手冊：暢通無阻

的通道》的强制性規定，還要提升至手冊建議的作業範

例標準以符合「提升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各界對設立無障

礙運輸和通道設施的認同和支持」。 

 

(IV) 其他 

1. 為嚴重弱智人士的終生學習及持續發展設立政策； 

2. 高中學費減免入息審查應包括醫療護理開支； 

3. 照顧者培訓及資歷認可。 

 

現今香港經濟逐步好轉，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承如報告所言增

撥所需資源，推行具體措施以落實方案列載的各項政策。本會亦建

議政府定期舉辦諮詢會以監察康復計劃方案的施行及確保殘疾人士

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