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復諮詢委員會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 0 2 4 年 4 月 1 0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 時 3 0 分  

地點︰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地下 6 號會議室  

 

出席者  

馮伯欣先生  （主席）  

劉健華博士  （副主席）  

張文滔先生   

林文軒博士  

林文榮先生   

林耀國先生   

梁媛琴女士  

李笑芬女士   

盧德臨醫生  

呂慧翔醫生   

明偉傑教授  

繆志仁先生  

吳家麗女士  

蘇永通先生  

宣國棟先生  

施恩傑先生  

鄧凱雯女士  

黃金月教授  

王文揚醫生  

楊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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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少康先生   

于健安先生   

何慕琪女士  教育局代表  

梁芷薇醫生  衞生署代表   

梁綺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代表   

馬淑婷醫生  醫院管理局代表  

王秀慧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  

劉建志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康復）  2（秘書）  

 

列席者  

劉焱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陳珊珊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康復專員  

譚國鈞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高級行政經理（康復） 2  

桂鈺婷女士  手語翻譯員  

陳燕青女士  手語翻譯員  

只出席議程  I I  下的會議  

杜潔麗女士  保安局副秘書長 1  

張佩珊女士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E  

郭廷女士  保安局助理秘書長 E 3  

陳誠昌先生  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鑑證科）  

麥秀山先生  香港警務處警司（鑑證科）  

彭彥睎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督察（支援課）（鑑證科）  

何大偉先生  香港警務處一級行政主任（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辦事處）（鑑證科）  

只出席議程  I I I 下的會議  

張玉清女士  屋宇署助理署長／拓展（1）  

朱煒堯先生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九龍  

黃山先生  顧問團隊項目總監  

關國樂博士  顧問團隊海外研究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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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缺席者  

朱世明先生  

郭芙蓉女士  

賴君豪先生  

李寶珍女士  

梁翠嫻女士  

廖偉芬女士  

黃宇彤先生  

閻宇明女士  

  

 

會議內容  

 

主席歡迎 11 位新任委員首次出席會議。  

 

 

I .  通過 2 0 2 3 年 1 2 月 2 8 日的會議記錄  

 

2 .  秘書處於 2 0 2 4 年 2 月 2 日向委員發出 2 0 2 3 年 1 2 月 2 8 日

的會議記錄擬稿，沒有收到修訂建議。上述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I I .  擴大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擴大查核機制）的建議安

排  

（康復諮詢委員會 2 / 2 0 2 4 號文件）  

 

3 .  保安局副秘書長 1 及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E 藉投影片向

委員簡介擴大查核機制的建議安排。  

 

4 .  主席邀請委員發表意見。委員對擴大查核機制的提問撮錄

如下：   

 

( a )  擴大查核範圍後合資格申請人的數目，以及可否加快處理

申請以助僱主盡早作出聘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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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由於查核申請的有效期將延長至3 6個月，如申請人在期間

轉換工作，可否撤銷前僱主查核紀錄的授權；  

 

( c )  查核範圍擴大至涵蓋志願工作者後，機構主管是否有酌情

權豁免查核沒有直接接觸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

志願工作者；  

 

( d )  查核範圍擴展至所有現有僱員及自僱人士後，合資格申請

人是否包括由外判服務機構派往其他機構工作的僱員；  

 

( e )  在網上申請平台推出後，申請人仍要預約輪候指紋採樣，

優化措施能否有效節省申請時間；  

 

( f )  如何確保擴大查核機制不會被僱主濫用作聘用從事與兒童

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以外的用途；以及  

 

( g )  會否考慮擴大查核範圍至涵蓋非主要服務兒童或精神上無

行為能力人士的群體，例如居家保姆及家庭補習導師的家

人，以保障居家託管及於導師家中上課的兒童或精神上無

行為能力人士。  

 

5 .  保安局副秘書長 1 和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鑑證科）感謝

委員的提問，並綜合回應撮錄如下：  

 

( a )  香港的總僱員及志願工作者為數龐大，相信數以十萬計，

因此建議按風險評估分階段擴大查核機制的涵蓋範圍，以

確保系統有足夠的承受能力。此外，警方會優化查核機制

的電子系統設備，並建立網上申請平台，以電子方式加快

處理查核申請；  

 

( b )  如有需要，申請人可隨時遞交申請撤銷其查核帳戶；申請

人亦可申請更改查詢密碼，以免個別曾獲申請人授權的僱

主使用查詢密碼繼續查核紀錄；  

 

( c )  查核機制屬於自願性質，若個別機構經評估後認為個別志

願工作者並不會單獨接觸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

或有信心屬下的志願工作者會受到適當監督，便無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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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志願工作者進行查核；  

 

( d )  在現時的查核機制下，合資格申請人已包括由外判服務機

構派往其他機構或企業工作的僱員；  

 

( e )  由於現時只有一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辦事處，並只在星

期一至五的辦公時間辦理申請，因此所需的時間或會較長。

擴大查核範圍後，警方會在全港五區（北角、油麻地、牛

頭角、屯門及荃灣）加開五間指定警署，並增設二十四小

時套取指紋服務，申請人可預約到以上任何一個地點進行

指紋採樣。屆時公眾亦可經由網上平台遞交申請表格和相

關文件、繳交申請費用、預約時間及地點套取指紋，有助

節省申請時間；  

 

( f )  在現時的查核機制下，僱主須向合資格申請人提供僱主證

明書，證明申請人可能會受聘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

能力人士有關的工作。擴大查核範圍後，申請人及僱主同

樣要作出聲明；如作出不實聲明，將需負上刑責；以及  

 

( g )  現階段暫不會擴展查核範圍至涵蓋非主要服務兒童或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群體，例如居家保姆及家庭補習導師

的家人，以保障居家託管及於導師家中上課的兒童或精神

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若要考慮將查核範圍進一步擴展至這

類人士，當局需要考慮涉及類似情況的個案數目，以平衡

有關安排對整體查核流程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6 .  委員對擴大查核機制的建議及意見撮錄如下：  

 

( a )  可考慮運用載有用戶指紋紀錄的「智方便」（ i A M  S m a r t）

系統查核申請人的刑事定罪紀錄，以節省進行指紋採樣的

時間及提升申請處理量；  

 

( b )  可考慮增加「智方便」的指紋採樣至全部十隻手指，以支

援查核機制核對警方的刑事定罪紀錄；  

 

( c )  確保查核系統可藉文字訊息（例如電郵或  W h a t s A p p）通

訊，方便未能使用語音通訊的殘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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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查核範圍擴大後，僱主、僱員及義工均有機會使用網上申

請平台，須確保視障人士也可獨立操作查核系統；  

 

( e )  由於一個僱員可能同時受聘於多個僱主，建議在網上申請

平台加入「撤銷」選項，讓僱員可直接取消個別僱主查核

紀錄的授權，以減省申請更改密碼的時間和程序；以及  

 

( f )  在北區增設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辦事處，以便該區人士使

用服務。  

 

7 .  保安局副秘書長 1 和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鑑證科）的綜

合回應撮錄如下：  

 

( a )  查核機制要求申請人必須進行全部十隻手指的指紋採樣，

以便與警方的刑事定罪紀錄核對，確保查核結果的準確性。

「智方便」只以生物認證或密碼作身份認證，不能用作取

代查核機制的指紋採樣程序，否則可能會出現定罪紀錄

「假清白」的情況；以及  

 

( b )  政府當局備悉委員上述的建議。  

 

8 .  委員留意到申請人如在查核申請有效期完結前提出續期申

請，不需要重新進行指紋採樣。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常任

秘書長建議在推行擴大查核機制時，可作出有關宣傳以免申請

人重複申請手續，有助節省申請時間。  

 

 

I I I .  檢討《設計手冊  :  暢通無阻的通道 2 0 0 8》（2 0 2 1 年版本）

（《設計手冊》）的顧問研究  

（康復諮詢委員會 3 / 2 0 2 4 號文件）  

 

9 .  屋宇署助理署長／拓展（ 1）及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九

龍藉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檢討《設計手冊》的顧問研究。  

 

1 0 .  主席邀請委員發表意見。委員的提問撮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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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會否提供公開平台讓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表達意見；另外，

部分人士並不擅長使用網上平台，可否安排實體平台收集

意見；  

 

( b )  更新《設計手冊》後會否修改相關法例及預計時間表；  

 

( c )  會否提供誘因鼓勵持份者遵從《設計手冊》的規定和指引；  

 

( d )  鑑於無障礙設施會佔用建築物的空間，會否考慮補償物業

持有人在使用空間上的損失；  

 

( e )  查詢諮詢持份者名單；以及  

 

( f )  勞福局在 2 0 2 2 年發表《提升香港實際環境暢通易達程度

顧問研究》報告，除檢討及更新《設計手冊》外，其他建

議的跟進情況。  

 

1 1 .  屋宇署助理署長／拓展（ 1）、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九

龍及顧問團隊的綜合回應撮錄如下：  

 

( a )  顧問團隊會展開研究工作及收集不同持份者，包括非政府

組織、專業機構、學術機構和相關政府決策局／部門等的

意見。過程中會採取不同方式進行諮詢，包括實體會議、

諮詢論壇、網上平台及問卷等；  

 

( b )  現時有關私人樓宇暢通無阻的通道及設施的設計規定載於

《建築物條例》（第 1 2 3 章）下的《建築物（規劃）規例》

第 7 2 條及附表 3。預計在顧問團隊制定新《設計手冊》的

初稿階段，便會啟動修例的準備工作；  

 

( c )  顧問團隊會研究誘因鼓勵機構遵從《設計手冊》的規定和

指引，以響應有關「環境、社會和管治」（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S o c i a l  a n d  G o v e r n a n c e，簡稱 E S G）方面的要求；  

 

( d )  政府對鼓勵物業持有人設置無障礙設施的誘因持開放態度；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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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顧問團隊於會後將提供諮詢持份者名單。  

[會後備註：顧問團隊提供的諮詢持份者名單，已於 2 0 2 4

年 4 月 1 9 日經電郵發送給委員參閱。 ]  

 

1 2 .  勞福局康復專員表示，勞福局在 2 0 2 2 年發表的顧問研究報

告提出共 20 項建議，除檢討及更新《設計手冊》外，秘書處正

協助跟進多項建議，包括聯繫測量專業團體製備暢通易達樓宇

管理指引；協調勞福局資助團體籌辦推廣關愛共融的公眾教育

活動等；聯絡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動無障礙網頁／流動

應用程式設計等。秘書處會繼續統籌相關政府部門跟進建議的

進度資料，更新《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策略建議的實施報

告，從而向委員匯報進展情況。  

 

1 3 .  委員的建議及意見撮錄如下：  

 

( a )  除私人樓宇外，建議同時檢討特建院舍（p u r p o s e - b u i l t）

的無障礙設施標準；  

 

( b )  部份處所的無障礙設施因日久失修已不能使用，應在新

《設計手冊》加入定期檢驗和維修無障礙設施的守則／指

引，並邀請殘疾人士參與巡查；  

 

( c )  檢討《設計手冊》的指引，要求院舍預留足夠空間讓活動

吊架進出通道和轉換位置，以便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可在院

舍範圍內使用有關設施；  

 

( d )  建議制訂具體諮詢計劃，預留足夠時間讓有不同需要的殘

疾人士表達意見；  

 

( e )  鼓勵機構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

計劃  ( C a r i n g  C o m p a n y )，透過頒發「商界展關懷」標誌，

彰顯機構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會的長期承擔；  

 

( f )  只是處所內暢道通行並不足夠，應研究與有關部門協調，

令周邊環境也暢通易達，才能真正方便殘疾人士出入；  

 

( g )  由於建築物興建完成後便難以改裝通道或加建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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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建築物在設計階段已融入無障礙設計；以及  

 

( h )  對於在有關規定生效前已存在的舊有建築物，可制訂建議

的良好作業指引，促請店舖降低地舖入口的地台或加裝斜

台，以方便輪椅使用者進出。  

 

1 4 .  屋宇署助理署長／拓展（ 1）、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九

龍及顧問團隊的綜合回應撮錄如下：  

 

( a )  顧問研究會包括檢討特建院舍的無障礙設施標準，但由於

有關的要求較為嚴格，因此不會包括在適用於一般私人樓

宇的《設計手冊》內，而是通過其他方式（例如立法）實

施；  

 

( b )  市民如發現無障礙設施有日久失修的情況，可向有關政府

部門提出投訴。新《設計手冊》會包括維修保養的章節，

提示相關人士遵從；以及  

 

( c )  政府當局備悉委員上述的建議。  

 

 

I V .  《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方案》）策略建議實施進展  

（康復諮詢委員會 1 / 2 0 2 4 號文件）  

 

1 5 .  主席告知委員，秘書處已在 2 0 2 4  年 3 月 1 8 日向委員發出

有關《方案》截至 2 0 2 4 年 1 月底實施進展的文件，和有關決策

局／部門因應委員在去年 1 2 月 2 8 日會議上的提問的書面回應。  

 

1 6 .  一位委員查詢策略建議 3 7 有關「探討爲殘疾人士提供多樣

化社區照顧及日間服務的模式，包括就各項社區支援服務（包

括照顧者支援）的優先次序及就資助模式的不同選項進行研究」

尚未落實的原因。  

 

1 7 .  勞福局康復專員回應時表示，康復諮詢委員會（康諮會）

建議政府應先集中加強其他社區支援措施，委員可參閱《方案》

策略建議 2 5 的實施進展情況，載列了社會福利署（社署）持續

加強提供予殘疾人士及其家庭／照顧者的各項社區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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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福局常任秘書長指出，策略建議 3 7 旨在探討提供各項殘疾人

士的社區支援服務的優先次序及新的資助模式。社署正推出不

同的社區支援服務，包括最近推行支援照顧者的新措施。由於

現正處於拓展服務的起步階段，待更多服務推出後再探討支援

服務的優次或不同的資助模式會較適合。  

 

1 8 .  就策略建議 11 有關職業訓練局（職訓局）提供的新培訓課

程，一位委員查詢職訓局有否開辦以英語上課的課堂供報讀生

選擇。她表示對於一些打算回流或來港的海外家庭，能否為其

有特殊需要的子女在港安排持續進修或職業培訓的機會，是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秘書處會邀請職訓局作出書面回應，並於

下次會議匯報跟進情況。  

 

1 9 .  一位委員就策略建議 3 4 有關殘疾人士住宿照顧服務，查詢

現時申請轉往「非活躍」輪候冊的佔比，以及會否探討如何提

供合適的社區支援服務，從而減少殘疾人士過早入住院舍的情

況。社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回應時表示，申請

轉往「非活躍」輪候冊的個案佔比應不同殘疾類別而有差距，

平均則約佔十多個百份點。由於「非活躍」輪候機制只實施了

約一年，加上大部分申請人只會在獲得通知編配宿位時才提出

轉往「非活躍」輪候冊的申請，因此需要累積更多數據進行分

析，才能掌握實際情況及規劃相應的社區支援服務。  

 

2 0 .  一位委員關注策略建議 3 5 有關「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

（基金）資助院舍購置科技產品。他知悉院舍分開自行採購產

品，有時會出現不同院舍採購同一款產品卻出現差價的情況。

為善用公帑，建議探討機制集合多間院舍進行統一採購，以降

低價格及爭取較佳的保養條件；或委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為基

金擬備「認可科技應用產品的建議清單」時，同時與供應商磋

商最低價格。社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回應時表

示，由於政府的採購政策有一套既定指引和程序，為院舍進行

統一採購未必是最合適的做法，她備悉委員的其他關注和意見。  

 

2 1 .  主席表示，如委員就個別策略建議有任何查詢，可在下次

會議前以書面形式向秘書處提出，以便提前邀請相關政府部門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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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其他事項  

 

2 2 .  一位委員建議邀請運輸署到康諮會介紹《運輸策劃及設計

手冊》中關於在公共運輸設施方面提供無障礙運輸的標準和指

引。秘書處會將委員的建議轉達運輸署考慮。  
 

2 3 .  主席總結會議，並於下午 4 時 3 0 分宣布會議結束。  

 

 

 

 

 

康復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2 0 2 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