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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在
香港的共融生活

指導老師︰吳淑君老師、林凱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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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定義01



舊有定義

1980 年世界衞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世衞 WHO）訂定的「國

際損傷障礙與殘障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s,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簡稱 ICIDH），就主要是以醫學

模式為基礎。 ICIDH 將疾病或意外造成的傷殘

（impairment），視為導致殘疾（disability）

── 個人的生活或工作能力減少，以及無法參

與社會活動（例如接受學校教育、外出工作）

的殘障（handicap）主因。



現有定義

為彌補醫學模式分類的不足，世衞在 2001 年公布「國際功能、殘疾和

健康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簡稱 ICF），將醫學模式和社會模式觀點結合， 取代純粹依從

醫學模式制定的 ICIDH，將人們對造成殘疾原因的理解，由過去只把問

題放在殘疾人士身 上，轉為由環境、制度以及社會態度納入思考傷殘人

士出現「殘疾 Disability」的主要範疇。



現有定義

根據 ICF 的定義，所謂殘疾（disability）就是

在以上一個或多個層面出現失能的情況，即身

體功能或結構出現傷殘、活動能力受到限制或

參與遇到障礙。ICF 取代了過往單從醫學診斷

結果判斷一個人的殘疾或對殘疾分類，改以個

人的身心功能作評估依據，而這些功能受健康

狀況、個人因素（例如年齡、學歷、生活習慣

）及環境因素（例如科技、建築設計、家庭支

援、社會態度）所影響，使整個分類方法既能

應用於不同社群，同時做到使個別化的差異於

評估中反映出來。



背景 : 現況01



現況
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發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進行的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

在二零二零年，約有534 200名居住於院舍及住戶內的殘疾人士

，佔全港人口的7.1%。這些殘疾人士有一項或多於一項以下的殘疾

類別：（一）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二）視覺有困難；（三）聽

覺有困難；（四）溝通能力有困難；（五）精神病／情緒病；（六

）自閉症譜系障礙；（七）特殊學習困難；及（八）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由於所採用的殘疾定義已因應搜集殘疾統計數字的最

新國際發展而作出更新，這次調查的結果不能與過往的結果作直接

比較。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2/17/P2021121700350.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2/17/P2021121700350.htm


現況
上述統計調查亦有搜集有關居住於院舍及住戶的智障人士的資料。然而，根據

統計調查結果得出的居住於住戶的智障人士數目有明顯低估的情況。根據統計

處基於不同相關數據來源的粗略統計評估，二零二零年全港智障人士的總數可

能為77 000人至90 000人。

統計調查結果亦顯示，約有1 799 100人需要長期（即持續最少6個月的時間）接

受藥物治療、覆診或打針服藥以治療某種（或多於一種）疾病。這些長期病患

者佔二零二零年全港人口24.1%，而二零一三年則佔19.2%。

上述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概念、定義及統計方法已列載在《第63號專題報告

書》。除了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人口及社會經濟概況，報告書亦載有這些

人士的照顧者、交通安排及資訊科技運用情況的資料。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2/17/P2021121700350.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2/17/P2021121700350.htm


困難和共融方法
➢聽障

02



聽障

聽覺受損可按受損程度分類：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聽障人士的困難

聽障人士的語言發展或會較慢，對抽象概念的認識或會較弱，
他們也往往較難建立和維持人際關係，自信心也較低。

❖ 發音未必十分準確

❖ 使用手語時表情略為誇張

❖ 更多時候需別人重複話語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or-

educator/learn-about-hearing-impairment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or-educator/learn-about-hearing-impairment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or-educator/learn-about-hearing-impairment


與聽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聽障人士需要視覺上的指引以彌補聽覺的不足

❖ 指示牌要大而清楚。他們不能向人問路，故只能自己尋找。

❖ 發聲的家居裝備，如：火警鐘、門鐘及電話，可裝上閃燈，

以視覺效果補救聽覺上不足所引致的困難

❖ 聲音必須清晰，使輕度聽障人士聽得較清楚。

http://www.easrs.org.hk/zh_hk/accessible-design/smartips/details/3

http://www.easrs.org.hk/zh_hk/accessible-design/smartips/details/3


與聽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在演講廳和其他公共地方，可裝設電子助聽系統，例如無線電調

頻 (FM) 收音器、感應圈系統等，令聽障人士也可參與其中活動。

❖ 適當的生活環境設計能協助聽障人士解決某些困難，但他們要面

對一個較特別的困難：在外表看來他們與普通人無異，難以得到

旁人即時的諒解，容易使人反感和不耐煩。因此，除改善他們的

生活環境外，我們必須給予聽障人士更多的同情和了解。

http://www.easrs.org.hk/zh_hk/accessible-design/smartips/details/3



困難和共融方法
➢視障02



視障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視障人士的困難

❖ 視障人士需要透過觸覺和聽覺的指引以彌補視覺上的

缺陷。

❖ 各種凌空伸出的障礙物，對視障人士構成極大危險。

❖ 公眾的樓梯底和斜坡底是十分危險

❖ 門閘不應向走廊外開啟，否則容易導致意外。



與視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地面不可濕滑，地毯或地板不可鬆脫。

❖ 樓梯應鋪上特殊質料的地板，提示視障人士要上落樓梯

❖ 行人斜道表面應鋪上與旁邊路面不同的物料，藉以幫助視障人
士辨別。

❖ 玻璃門應加上門框或指示，減少危險

❖ 重要指示牌、門牌號碼等均需採用凸起的字體，方便視障人士
觸摸。

❖ 電梯內外應設易於看見的指示及發聲的訊號。

❖ 指示牌須大而清楚，並放於光線充足的位置。



與視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扶手應髹上與牆身對比鮮明的顏色。

❖ 視障人士須特別注意日常生活的安全設施，如氣體爐具能發

出聲音和氣味，故較適合視障人士在家居採用。電爐在關掣

後仍然是熱的，因此要設有其他聲音提示。有離火自動關掣

功能的電磁爐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 有圍邊的儲物架比較安全。



與視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門的把手—圓形把手較曲形把手好，因後者容易把衣服

衣鉤住。除非採用特別的雙曲柄把手。

❖ 具特別觸摸或聲音效果的雕刻可供視障或聽障人士「欣賞

」。

❖ 一些有關辨別方向和活動能力的訓練是十分重要的，這可

增強視障人士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和自信



與視障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口述影像是什麼?

「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 AD) 是「影視翻譯」(Audiovisual 
Translation)之一，是一種專業描述技巧。口述影像員會利用簡潔、生動
的語言，將影像訊息描述，傳達給視障人士，協助他們理解其內容。以
電影口述影像為例，口述影像員要在盡量不干擾對白、聲效和背景音樂
的情況下，描述演員的表情、動作及場景等等。

口述影像主要分為：「預錄口述影像」及「現場口述影像」

http://audeahk.org.hk/index/

/%E5%8F%A3%E8%BF%B0%E5%BD%B1%E5%83%8F%E6%98%AF%E4%BB%80%E9%BA%BC/

http://audeahk.org.hk/index/
http://audeahk.org.hk/index/zh/%E5%8F%A3%E8%BF%B0%E5%BD%B1%E5%83%8F%E6%98%AF%E4%BB%80%E9%BA%BC/


口述影像示例影片

請按圖片
前往觀賞
影片

https://youtu.be/KBxkF3HoUM0/%E5%8F%A3%E8%BF%B0%E5%BD%B1%E5%83%8F%E6%98%AF%E4%BB%80%E9%BA%BC/

https://youtu.be/KBxkF3HoUM0
https://youtu.be/KBxkF3HoUM0/%E5%8F%A3%E8%BF%B0%E5%BD%B1%E5%83%8F%E6%98%AF%E4%BB%80%E9%BA%BC/


困難和共融方法
➢肢體傷殘02



肢體傷殘

參考香港醫學會在 1994 年提出的意見，《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採用

以下定義來界定肢體傷殘人士： 「任何人士如因骨骼、肌骨骼或神

經器官殘障，並主要損及運動機能，以致某方面或多 方面的日常活

動受到妨礙或限制，皆可視為肢體傷殘人士。」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Disabilities_Paper_20130201v1.pdf


肢體傷殘人士的困難

- 就業困難

殘疾人士不時面對求職困難，整體就業率不高。據政府統計處2013年調查，15歲

或以上殘疾人士就業率為13.6%，當中持專上學歷的殘疾人士就業率約為34.7%。

政府於2014年12月公布《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况報告》(下稱《貧窮情况

報告》)，近18萬名18至64歲適齡工作的殘疾者中，僅39.1%從事經濟活動，低

於整體人口相同年齡層的72.8%。 近年愈來愈多僱主願意聘請殘疾者，但大多是

較低技術職位，難助高學歷殘疾人士的社經地位向上流動。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肢體傷殘人士的困難

- 生活不便

殘疾人士未必適合於家中照顧，故院舍服務非常重要，惟本港的殘疾人士

宿位不足，輪候期愈來愈長。截至2016年10月1日，全港共有310間殘疾

人士院舍，合共提供約1.7萬個宿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輪候時間由

2012/13年度約7.2年，升至2018/19年度約15.5年。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肢體傷殘人士的困難

- 無障礙設施不足

充足的無障礙環境有助傷健共融，可關顧行動不便及肢體殘疾人士外出的需

要。香港復康會2018年實地考察全港市區149個公廁，發現約30個沒有為殘

疾者而設的洗手間，當中威靈頓街公廁要走樓梯才能進入。推廣共融團體「

親切」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實地考察香港25個商場，發現達七成商場的

設施不符殘疾人士需要，如缺乏供視障者使用的引路徑和觸感點字地圖等。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肢體傷殘人士的困難

- 社會認知不足

團體「親切」於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訪問逾1400名主流人士及逾70名

肢體障礙或視力障礙人士的意見，從主流人士問卷中發現對殘疾人士的處境

及認知貧乏，如五成誤以為視障人士等於失明人士、88%誤以為輪椅使用者

有別人幫助能經過小級台階。有89%肢障及視障人士曾受商戶以惡劣態度對

待，86%曾遇歧視，76%曾受不公平對待。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91128/hk-gfh2_er_r.htm


與肢體傷殘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溝通篇

❖ 與傷殘人士保持彼此平等的關係，以對待其他人的禮儀對待傷

殘人士

❖ 明白每個人的生而不同，以「同理心」了解對方困難及處境

❖ 尊重自我決定權，協助前先禮貌詢問對方是否需要，無須因為

被拒絕而感到難受

❖ 直接表達自己的說話，以輕鬆自然的態度與傷殘人士相處

❖ 主動接觸，表現細心關注

https://www.hkedcity.net/sen/pd/basic/page_5264f09025b7190e35000000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or-educator/learn-about-physical-disabilities

https://www.hkedcity.net/sen/pd/basic/page_5264f09025b7190e35000000
https://www.eoc.org.hk/zh-hk/discrimination-law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for-educator/learn-about-physical-disabilities


與肢體傷殘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溝通篇

❖ 尊重傷殘人士所使用的輔助工具

❖ 尊重和禮貌對待陪同者／照顧者

❖ 專心聆聽對方的說話

❖ 交談時讓對方舒適地望著你

❖ 部份傷殘人士的聽覺或有障礙，說話時應留意音量、速度、音調高低、

語氣及用詞等，適當的身體語言配合手勢動作可令說話更易被明白理解

https://www.hkedcity.net/sen/pd/basic/page_5264f09025b7190e35000000

https://www.hkedcity.net/sen/pd/basic/page_5264f09025b7190e35000000


「傷健PHAB」一詞於1970年由當時英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outh Clubs的總監瑪

莉羅便臣女士引進香港，象徵傷殘人士(Physically-Handicapped)與健全人士(Able-

Bodied)兩者間無分彼此、共同參與，等同今日「傷健共融」的意思。

香港傷健協會自1972年成立，致力推廣「傷健共融」的理念，務求使不同年紀的傷

殘及健全人士，都能夠在無障礙環境下，並肩參與各項社交、康樂、文化、藝術、

體育、個人發展活動及就業，並從中增進兩者間之互動和互助，締造一個和諧共融

的社會。

傷健共融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與肢體傷殘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社會篇

https://hkphab.org.hk/wp-

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

E%8D%E6%95%99%E8%82%B2%E8%A8%88

%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https://hkphab.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D%E6%95%99%E8%82%B2%E8%A8%88%E5%8A%83-2021-2022-combined-1.pdf


與肢體傷殘人士有關的共融方法 - 社會篇

https://hkphab.org.hk/wp-

content/uploads/2021/07/%E5%85%B1%E8%9E%8

D%E6%95%99%E8%82%B2%E8%A8%88%E5%8

A%83-2021-2022-combine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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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03



!

!

這份專題研習搜集了有關殘疾人士在香

港的共融生活，內容包括︰聽障、視障

和肢體傷殘人士在香港生活所面對的困

難，以及社會各界對他們的支援。



反思04



經過今次的專題研習，我學會原來我們要把一

個殘疾人士看待成為一個正常人士，不要過度

憐憫他們，否則他們會覺得自己很無用。

我看到傷殘人士都十分積極面對生活上的困難

，沒有放棄自己，還樂觀面對，達到自己的目

標。因此，我更加要積極面對生活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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