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香港智障人士公開就業的困難：現況及建議 

研究摘要 

很多海外研究顯示，殘疾（包括智障）人士公開就業不只對他們個人而言，對企業、

公共開支、社會共融等都有利。公開就業是指殘疾人士在公開的勞動市場中得到有薪工作。

香港政府其實已投放不少資源從小培育智障人士，可是智障人士的就業率似乎依然不理想。

有見於此，本研究致力尋找問題所在，從持份者、現行服務、外國經驗等方面深入了解情

況，並大膽地提出一些問題及建議，希望進一步促進智障人士公開就業。 

智障人士現時在香港公開就業的情況可説是模糊不清，並沒有數字有系統及全面地說

明他們的就業比例及情況。根據特殊學校近年對離校生去向的統計，近九成學生接受職業

訓練、職業康復、日間訓練服務或其他護理服務，只有不足一成的輕度智障學生能直接公

開就業。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2007）清楚表明，政府在協助殘疾人士就業的目標是使他

們在平等機會下公開就業，為達到這目標，政府推出一系列的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大部

分有能力公開就業的輕度智障青年從高中畢業之後，會進入綜合職業訓練中心作就業準備。

部分從綜合職業訓練中心畢業，有能力卻未能公開就業的輕度智障人士，會參加社署協助

殘疾人士就業的計劃如「陽光路上」、「在職培訓計劃」等服務，或被轉介到輔助就業服

務。 

為了更深入了解智障人士公開就業的困難，研究小組訪問了特殊學校的校長、老師、

社工、智障人士及他們的家長、職前訓練機構、聘用商户及社會企業、勞工處的展能就業

科，以及關心智障人士福利的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博士。簡單來説，智障人士自身的局限令

他們需要多方面及較長時間的支援才能成功就業。社會對智障人士的能力認識不足，對聘

用智障人士的宣傳又不夠，再加上父母傾向過分保護子女，這些因素都對智障人士就業構

成阻力。至於成功就業的要素則包括社工及家長的支援、僱主的投入及愛心，跟一套合適

及有效的培訓方法。受訪者亦認為現時支援就業的計劃有重疊之處，並建議重組計劃，而

對香港應否實行配額制度的看法則有分歧。 

不少外國的例子都證明職業支援服務（supported employment）能協助嚴重殘疾

人士，包括精神、智力和學習障礙者，成功公開就業。根據歐洲職業支援服務協會



（European Union of Supported Employment）的介定，職業支援服務可分為五個階

段：客戶參與、職業分析、尋找工作、僱主參與及持續的就業支援。職業支援服務的關鍵

元素就是給予正在求職及在職之殘疾人士持續支援，包括在職指導（job coaching）、專

業培訓、個人化督導、技術和其他就業支援。除此以外，職業支援服務若要成功，還需要

穩定及持續的資源及社福政策的配合。 

針對以上的就業困難及參考外國例子，研究小組提出若干建議，以促進智障人士就業，

建議主要分為三個範疇： 

第一，從現行政策及制度層面上： 

改善有關殘疾人士的社會津貼制度；改善服務與服務之間的銜接和流轉機制；重組就業支

援計劃；靈活處理就業支援期限；檢討特殊學校高中課程及職業培訓計劃；有策略地廣泛

宣傳聘請智障人士。 

第二，新增政策： 

建立智障人士的數據庫；推動殘疾人士就業服務的個案管理；設立工作指導員；設立職場

指導員。 

第三，新增計劃： 

鼓勵未就業智障人士參與義務工作；設立智障人士網上就業平台；識別適合智障人士的潛

在職位。 

這些建議旨在填補現有政策和服務的漏洞，以協助智障人士在共融的工作環境中發揮

所長，推動智障人士充權和融入社會。雖然當中牽涉到政策的建議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的蘊

釀及商討，但如果得到足夠資源的話，有些建議在短期內仍是能夠開展的，這些建議包括： 

 建立綜合智障人士就業平台 

 識別適合智障人士的潛在職位 

 延長智障人士在職支援服務 

 設立職場指導員 

 鼓勵未就業的智障人士參與義務工作 

 有策略地宣傳聘請智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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