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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25⽇⽴法會 

⽀援殘疾⼈⼠事宜⼩組委員會會議意⾒書 

殘疾⼈⼠住宿照顧服務 

社會福利署⼀直致⼒以提供住宿服務形式⽀援殘疾⼈⼠，住宿服務本應是可令家庭照 
顧者安⼼的⽀援，無奈因各種原因，院舍監管及運營⼀直較難令家⼈放⼼。去年出現
服務使⽤者受到侵犯，甚至有因⼈為疏忽導致死亡的事件，消息公報嚴重滯後，⽽社
署官⽅資料亦⽋詳情，令資料使⽤者完全不能掌握發⽣的是何事，也無法判斷事件的
嚴重性，令很多智障⼈⼠的照顧者⼼⽣疑慮！ 

部份殘疾⼈⼠院舍於疫情後仍以私穩、防疫和不同理由，對家⼈探訪作出各種限制，
包括時間、次數和地點，不禁令公眾對院舍⽣活環境有各種猜測，亦與《殘疾⼈⼠院
舍實務守則》的精神相悖。 

住宿照顧服務對殘疾⼈⼠和其家⼈⼗分重要。殘疾⼈⼠入住院舍的年期可以長達數⼗
年，以至終⽼，照顧者當然希望家⼈能安居於院舍，就算願望不能百分百實現，也期
望管理政策及營運⼿法可盡量令服務⽤者的⼈身安全、身⼼健康及尊嚴得到基本保
障，⽽不是令家⼈覺得政府令殘疾⼈⼠得以存活已是恩賜，⽽不去考慮殘疾⼈⼠作為
⾹港市民的需要。因此，我們有以下建議： 

1. 促進家庭照顧者與院舍營運的良性互動和協作 

院⽅應主動與家庭照顧者商討後者於院舍內參與照顧及護理服務使⽤者的可能性，⼀
直以來，照顧者都⼤⼒爭取於院舍（包括公⽴醫院）及殘疾⼈⼠宿舍陪伴服務使⽤
者，為的是讓家⼈能得到較適切的照顧及安定家⼈情緒。⼀些⽇常⽣活活動，如餵
食、簡單運動及傾談等，是家庭照顧者希望參與的部份。照顧者的參與可減低院舍員
⼯的⼯作量，⽽照顧者的智慧及經驗，也能有效地安定服務使⽤者的情緒。在資源緊
拙的情況下，院舍應積極邀請家庭照顧者參與。誠然，家庭照顧者於院舍範圍照顧⾃
⼰的家⼈牽涉權責問題，所以這種協作必定要事先共同協商，雙⽅達到共識後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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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這個協商過程能否順利進⾏，取決於家庭照顧者與院⽅的互信關係基礙，若雙
⽅都是本著服務使⽤者的最佳利益出發，肯定有達成共識的空間。由於院舍所能使⽤
的資源必然多於個別服務使⽤者及其家庭，這種安排應由院⽅牽頭，並邀請法律界專
家參與過程，務求令安排合情、合理、合法。 

2. 撤銷家⼈探訪的不同限制 

現時⼤部份院舍都對家⼈探訪限時、限次數及限會⾯地點，此舉不但令家⼈有較多猜
疑，防礙互信關係基礎的建⽴，也增加了院⽅做物流安排的⼯作量。同時，這些限制
亦令《殘疾⼈⼠院舍實務守則》中的16.3及16.4條 - 即院舍應⿎勵家⼈定期探訪院友，
提供情緒⽀援協助他們適應院舍⽣活，以及加強院友在院舍外的社交⽣活 ，其中包括
接受家⼈和朋友的探訪 – 難以實現。我們建議院舍盡快取消探訪限制，只於有實際
需要時做例外安排，⽽不是恆常性地限制家庭照顧者接觸其家⼈。 

3. 增加照顧者參與度 

雖然社署不時強調院舍要與家屬保持良好的溝通，然⽽現時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未有將
家庭照顧者列入服務對象，加上部份院舍採取不同程度的探訪限制，以致照顧者未必
能真確了解親⼈，特別是嚴重智障⼈⼠，在院舍內的⽣活狀況，容易產⽣誤解，⽽院
舍亦未必設有家屬會，加上擔⼼「⼈質」在⼿，照顧者往往難以表達意⾒。我們建議
住宿照顧服務的津貼及服務協議加入家族照顧者為服務對象，並且要求營辦機構就院
舍成⽴家屬會，邀請獨⽴⼈⼠參與，發揮互相交流溝通及質素監察的作⽤。 

4. 增加院舍⼈員對精神科藥物的認識 

家庭照顧者反映院⽅不時向家⼈施加壓⼒，要家⼈安排殘疾⼈⼠⾒精神科醫⽣，並要
家⼈要求醫⽣處⽅藥物，務求令殘疾⼈⼠的⾏為變得更可控。坊間最近有藥劑師開展
與業界的對話，期望院舍⼈員不要軟性地⽤「食藥」作為條件要脅家⼈（即除非殘疾
⼈⼠服藥令到⾏為⽔平達到院舍或中⼼的管控要求，否則除舍或中⼼可能終⽌該⼈⼠
原先使⽤的服務），並引導院⽅考慮其他非藥物為本的介入⼿法。藥劑師及精神科醫
⽣是主導這類教育及對話的最佳⼈選，我們建議政府促進專業界別間的溝通，令殘疾
⼈⼠及家⼈不需受到不必要的化學束縛及脅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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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實務守則》對使⽤約束措施已訂出指引，但只涵蓋身體約束物品和隔離約
束，對使⽤精神科藥物則未有規定。我們建議在《守則》增加合理使⽤精神科藥物的
指引，避免這些藥物被過度使⽤，損害服務使⽤者的健康和⽣活質素，其中可包括在
什麼情況下考慮需要使⽤精神科藥物︔有否結合⼼理或其他療法︔評估⽤藥後的成
效︔以及檢視⽤藥的期限。 

5. 增加殘疾⼈⼠服務的專屬標準 

⽬前適⽤於社會福利服務類別的⼀般性「服務質素標準」（SQS)⾃1999年已開始實
施，隨著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聯合國《殘疾⼈權利公約》的實施，以及院舍機構著⼒培
訓關愛領袖，落實「以⼈為本」的照顧和⼯作⽂化，我們建議可考慮按殘疾⼈⼠服務
的使命和特點制定專屬標準，以《公約》精神為基礎，旨在為殘疾⼈⼠提供⾜夠的⽀
援和保障他們的權益，以提升住宿照顧服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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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殘疾⼈⼠及其照顧者的經濟⽀援 

為了⿎勵殘疾⼈⼠在社區⽣活，減輕照顧者的經濟壓⼒，政府需要增加經濟⽀援，我
們提出以下建議： 

1. 容許與家⼈同住殘疾⼈⼠獨⽴申請綜援  

殘疾⼈⼠需要復康⽤品，甚至醫療輔助儀器及醫療消耗品以維持⽇常⽣活。雖然社署
提供不同的津貼，但都以家庭為單位作經濟審查，⽽津貼⾦額又未⾜以⽀付⽀出，以
致非綜援的殘疾⼈⼠家庭經濟壓⼒沉重，容易起引紛爭，變相家⼈或被逼放棄⼯作，
或被迫分離，殘疾⼈⼠盡早入住院舍，以便申請個⼈綜援，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實有
違政府⿎勵殘疾⼈⼠在社區居住的原則。 

我們建議政府開展研究（或委任⼤學主理），考量修改綜援申請條件的可⾏性。研究
除了看綜援⽀出，亦要看受障⼈⼠居於社區⽽不是津助院舍可減省的成本。研究中政
府或許會發現利⼤於弊︔就算是弊⼤於利，政府也能以數據及分析向市民解釋政策改
變的實際難處，過程中能顯出政府對殘疾⼈⼠的承擔及誠意。 

2. 整合和優化現有的津貼及社會保障制度將有助減輕家庭經濟壓⼒： 

• 「嚴重殘疾⼈⼠特別護理津貼」改為第三層傷殘津貼 
• 放寬照顧者津貼申請⾨檻，豁免福利對冲，並將申請資格與輪候指定康復服務
脫鈎 

• 嚴重肢體傷殘⼈⼠「租⽤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特別津貼」及「購買醫療消耗品的
特別津貼」由每季發放改為每⽉，並改善津貼與綜援實報實銷機制，免由殘疾
⼈家庭及綜援家庭墊⽀ 

• 增加殘疾⼈⼠或殘疾⼈⼠照顧者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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