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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娴女士  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  

石丹理教授  家庭议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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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委员  

 

欧阳伟康先生  

周伟忠先生  

钟丽金女士  

何志权先生  

叶柏强医生  

甘秀云博士  

李敬恩先生  

雷张慎佳女士  

马夏逦女士  

苏淑贤女士  

谭紫茵女士  

曾洁雯博士  

黄梓谦先生  

王晓莉医生  

王见好女士  

黄贵有博士  

 

秘书  

 

成韵桢女士  署理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

书长 (福利 )1 

 

列席者  

 

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  

 

郑嘉慧女士  政务司司长政务助理  

黄凯怡女士  政务司司长新闻秘书  

 

劳工及福利局 (劳福局 ) 

 

戴淑娆女士  署理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劳工

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张慧华女士  总行政主任 (儿童事务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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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卫生局 (食卫局 ) 

 

冯品聪先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3] 

 

食物及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

生 )3 

医院管理局 (医管局 ) 

 

李子良医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3] 

香港儿童医院医院行政总监  

李素轮医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3] 

玛丽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部门主

管  

杜蕴慧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3] 

 

香港儿童医院高级行政主任 (对外关

系及筹募 )  

教育局  

 

梅建邦先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教育局高级专责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

支援 4)  

吴慕贞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教育局高级督学 (特殊教育支援 3)1  

政府统计处  

 

罗翠凤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5] 

政府统计处助理处长 (社会统计 )  

黄子廉先生  

[只参与讨论项目 5] 

政府统计处高级统计师 (普查策划 )1 

 

社会福利署  

 

彭洁玲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 (家庭及儿童福

利 )  

陈丽珠女士  

[只参与讨论项目 4] 

 

总社会工作主任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

务 )1 

卫生署  

 

李敏尤医生  儿科顾问医生 (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

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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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缺席者  

 

黛雅女士  

郑煦乔女士  

郑佩慧女士  

吴堃廉先生  

潘淑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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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通过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四次会议记录  

 

第四次会议记录拟稿已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向委员

传阅。经采纳委员的意见后，会议记录第 3(e)、4 及 7(a)段已作

修订，并于会前向委员传阅。修订后的会议记录拟稿无须作进

一步修改，并获政务司司长及委员通过。   

 

[会后补注：苏淑贤女士因所属机构是为学前单位提供社工服务
先导计划第一和第二阶段的服务提供商之一，故于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日就第四次会议的议程项目 5“在小学和学前单位提
供学校社工服务”向主席及委员申报利益。 ]  

 

 

项目 2: 续议事项  

 

2. 按政务司司长的邀请，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向委员简述上次委员会会议的续议事项进展：  

 

(a)  为监察进展而拟备的跟进行动一览表已在二零一九年

八月十五日向委员传阅。秘书处会在每次委员会会议后

更新该份一览表，并向相关政策局／部门传阅，以供提

出意见及采取跟进行动。在每次委员会会议前，秘书处

会把最新的一览表连同其他会议资料送交委员；  

 

(b) 正如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委员会会议上所讨论，

儿童高峰会可包括在二零二零年由行政长官主持的一

系列高峰会议内。当局会在适当时候就举行此高峰会的

最佳时间及其应涵盖的特定主题咨询本委员会；以及  

 

(c)  秘书处亦会跟进有关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就委员会的

工作举行一个较小型论坛让持份者参与的决定，以及与

委员举行集思会的事宜。秘书处会在适当时候向委员阐

述详细安排。  

 

3. 在会议举行前，一名委员建议增加四个讨论项目，即 (i)

在最近的社会事件中委员会就保障儿童一般福祉所担当的角

色；(ii)经修订的《保护儿童免受虐待  - 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

拟稿； (iii)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及其报告；以及 (iv)拟在二

零一九年年底举行的儿童高峰会。政务司司长建议而委员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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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项目 (i)及 (ii)可在“其他事项”下讨论，而项目 (iii)涉及的事

宜由于已在研究及公众参与工作小组的上次会议上讨论，故将

在关于各工作小组报告的议程项目 6 下汇报。至于项目 (iv)，其

最新进展已在议程项目 2“续议事项”下汇报 (即上文第 2(b)段

中所述 )。  

 

 

项目 3: 儿童的早期介入与发展及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  

  [文件第 10／2019 号 ] 

 

4. 石丹理教授于会上提交一份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期刊，供委员参考。  

 

5. 欧阳伟康先生因所属机构一直为怀疑有发展问题的儿

童提供检测服务，故就此项目申报利益。  

 

6. 政务司司长请食物及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生 )3 向

委员简述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 (医管局 )为有发展问题的儿童和

青少年提供的识别、检测、诊断和介入服务。  

 

7. 委员的意见及建议撮述如下：  

 

(a) 在整体政策及提供服务方面：  

 

(i) 在提供检测、康复及福利服务时各政策局／部门之

间应加强协调。有委员指出，在弱势社群儿童的死

亡个案中经常发现有多次虐儿及其他形式的虐待

情况，显示现有服务或许未能主动接触到这个属于

高危的儿童群组。在识别和支援高危家庭方面，政

府应改善跨专业和跨界别 (例如社会工作、医疗、法

律 )之间的协调；  

 

(ii) 应设立有特殊需要儿童和青少年中央登记册，以方

便为他们提供一站式服务 (由检测、诊断至康复阶

段 )；  

 

(iii) 应改善医护人手规划，包括增加人手供应，以及加

强医护专业人员的培训。可考虑进行研究，分析有

特殊需要儿童的情况，藉此确定所需的人手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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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iv) 政府应加快推展为不受法定规管的医疗专业制定

的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有关的认证可让家长就

其子女接受的专业医护服务作出知情选择；  

 

(v) 优质的刺激对儿童发展很重要。政府应加强家长教

育，以鼓励和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此外，家长应

参与为其子女进行的检测及介入过程，这会有助他

们的子女在家中接受康复治疗；以及  

 

(vi) 应提供更多资源，用以研发度身订造的检测工具，

切合本港儿童的需要；  

 

(b) 在提供检测及介入服务方面：  

 

(i) 应提供补充资料，按区域 (即港岛、九龙及新界 )显

示轮候各项服务 (尤其是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 )的

时间；  

 

(ii) 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的轮候时间长，原因是现行

检测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倚赖医生去作出诊断。其

他专业人员 (例如教育心理学家 )其实可分担涉及个

别儿童某几类发展问题的工作量。政府应考虑到最

新的服务需求，着手检讨沿用了数十年的儿童体能

智力测验机制；  

 

(iii) 政府应为轮候体能智力测验服务的儿童提供暂时

支援，例如为有关的家庭及儿童提供训练津贴。可

考虑推出医疗券计划，让家长可使用市场上由非政

府机构及其他服务机构提供的训练及检测服务；  

 

(iv) 应为学前儿童提供类似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推行

的周年健康检查；  

 

(v) 在寄养家庭／院舍居住的儿童很可能会有行为问

题，但他们参与检测及接受跟进服务的比率却相对

地低。政府可考虑把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扩展至在寄

养家庭及儿童院居住的有特殊需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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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游戏、体能活动、休息、眼睛及口腔健康，以及避

免过早和过度使用电子装置等，对儿童的发展十分

重要。赛马会童亮计划为儿童提供各方面的全面支

援，政府在为有发展迟缓／问题的儿童规划服务时

可作参考；以及  

 

(vii) 儿童接受检测后没有得到足够的跟进支援。医管局

专科服务的轮候时间长，而只患有一类残疾的儿童

并不符合资格接受学前康复服务。政府应考虑如何

填补服务不足之处；  

 

(c) 在少数族裔儿童的服务支援方面：  

 

(i) 为少数族裔儿童提供的检测应尽量以他们的母语

进行，并最好在无需翻译人员协助的情况下由医护

专业人员负责。卫生署亦应为医护人员提供训练，

以加强他们对少数族裔文化及语言需要的认识；  

 

(ii) 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少数族裔儿童被要求离开

他们正在就读的私立学校。教育局应调查这些个

案，以确定是否有任何歧视及违反政府种族共融政

策的情况；以及  

 

(iii) 要求食卫局及卫生署就接受各类服务的儿童数目

提供按族裔和性别分列的统计数字；  

 

(d) 为全面探讨有关问题，应就各类支援服务 (包括有关早

期介入及发展的社会及医疗服务 )进行更透彻的讨论。

有建议认为可在日后的委员会会议另订议程项目进行

讨论；以及  

 

(e) 委员要求政策局／部门日后拟备会议文件时应提供全

面的统计数据资料，以助评估有关成果，例如可纳入就

推行优化措施前后的情况比较服务成效的统计数据资

料。  

 

 

 



- 9 - 

8. 劳工及褔利局局长表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可为正在轮

候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的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训练。在二零

一九／二零学年，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名额会增至 7 000 个。政

府亦正探讨如何试行为有特殊需要迹象的儿童 (即接受第一层

支援的儿童 )提供适切的服务。  

 

9. 食物及卫生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卫生 )3 回应如下：   

 

(a)  政府在二零一二年成立一个督导委员会，就医疗人力及

专业发展进行策略检讨。食卫局在二零一七年发表检讨

报告。该督导委员会提出多项建议，当中包括建议每三

年进行一次医疗人力规划和推算工作。在前瞻人力规划

方面，食卫局已就 13 个医疗专业展开人力调查，有关

结果会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公布。为应付服务需求，政

府亦会探讨增加儿科医生供应的方法，包括吸引海外专

科医生在香港工作；  

 

(b) 食卫局已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就有发展问题儿童的个案

转介事宜进行讨论。至于一名委员提到推出医疗券以供

使用市场上服务机构提供的训练及检测服务的建议，政

府亦会探讨其可行性；  

  

(c)  食卫局赞同委员的意见，认为不同的政策局／部门有需

要在支援有特殊需要儿童方面加强彼此的协调。为协调

各政策局／部门的工作，食卫局联同教育局、医管局及

社署推出“医教社同心协作计划”。在该项计划下，在

每间参与中／小学已成立一支由教师、教育心理学家、

学校社工及精神科护士组成的跨专业团队，负责提供适

切的支援服务，包括识别学生的需要，并为他们提供康

复服务；  

 

(d) 在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方面，听力学家和言语治疗师

这两个医疗专业的认证程序已经完成，而营养师、教育

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认证程序预计会在二零一

九年八／九月完成；以及  

 

(e)  食卫局会向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反映委员的意见，以期

制订措施加强支援服务，令所有有需要的的儿童都获得

协助。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亦会推出一个大型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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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及教育运动，对象包括一般市民及特定界别，例如

医护专业人员。  

 

10. 卫生署社会医学顾问医生 (家庭及学生健康服务）表示，

卫生署会研究如何加强为学前儿童提供的儿童健康服务，例如

透过与学前服务机构加强合作。卫生署同意有需要改善对少数

族裔文化及语言需要的认识，以提供更佳的服务。该署亦会研

究改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的轮候时间和测验完成率的措施。 

 

11. 医管局的杜蕴慧女士表示，非操广东话或英语的少数族

裔家长及儿童会获提供传译服务。她赞同委员的意见，认为最

好可尽量安排能说少数族裔家长及儿童的母语的医护人员进行

检测工作。  

 

12. 考虑到委员的意见，政务司司长表示食卫局应在适当时

候向委员简报任何有关发展。  

 

[会后补注：苏淑贤女士因所属机构是数间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独立幼儿中心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学前康复服务的营
办者，故于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就本议程项目向主席及委员
申报利益。 ]  

 

  

项目 4: 为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的加强支援  

 [文件第 11／2019 号 ] 

 

13. 教育局副局长应政务司司长的邀请作开场发言。高级专

责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 4)简述政府为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

的加强支援。  

 

14. 委员的意见及建议撮述如下：  

(a) 在为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支援时，除了应参考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外，也应参考《残疾人权利公约》、

《萨拉曼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后者

强调融合教育、及早识别和介入策略的重要性，以及应

尽量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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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为学前儿童提供支援服务方面：  
 

(i) 鉴于在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推行到校学前

康复服务为教师带来额外行政工作，政府应考虑向

学前单位提供额外资源，以推行融合教育及像中小

学般增聘职员 (例如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 )，藉此

减轻教师的负担；  

  

(ii) 社署应考虑加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下由职业治疗

师提供的服务，以应付殷切的需求，以及考虑豁免

“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提供学习训练

津贴”援助项目的家庭入息限额；  

 

(iii) 目前，除了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兼收计划 (兼收计划 )

外，怀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前儿童并没有其他教

育支援。可考虑在学前单位提供“支援及评估并进”

服务。在兼收计划方面，建议加强对特殊幼儿工作

员的专业支援；  

 

(iv) 应检讨为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的学前支援，例如早

期教育及训练中心 (为初生至3岁的儿童 )、特殊幼儿

中心 (为 2至 6岁的儿童 )、兼收计划 (为 2至 6岁的儿

童 )及到校学前康复服务 (为2至6岁的儿童 )，以助进

行更有效的政策规划、服务整合及资源重新配置。

应改善教育局与社署之间的协调，以应付对学前康

复服务急剧增加的需求，并加强协助儿童由幼稚园

顺利过渡至小学。在学前环境下，亦应致力培养社

会共融的文化；以及  

 

(v) 应小心规划幼稚园的处所间隔，顾及有需要为提供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社工及其他有关的支援服务预

留额外的房间；  

 

(c) 在推行融合敎育政策方面：  

 

(i) 由于推行融合敎育对教师造成了很大压力，应为有

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就读的学校加强心理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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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关于在公营普通学校推行的优化措施，政府提供的

额外资源似乎只提供予官立及资助学校，而非直接

资助计划学校；  

 

(iii) 教育局在推出任何新政策／措施前，应先与学校充

分沟通。此外，亦应加强对教育局督学人员的培训，

以能更有效支援学校推行融合敎育的工作；以及  

 

(iv) 鉴于融合敎育早在一九九七年已开始推行，委员认

为有迫切需要根据所取得的经验就有关政策进行

全面检讨。该项检讨应包括但不限于转介有特殊需

要儿童往接受特殊教育的机制、针对特定年龄层的

学生的措施、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就读的学校提

供的支援、各个医护专业的人手需求，以及研究和

发展方面的资源；  

 

(d) 在支援非华语少数族裔儿童方面：  

 

(i) 随着少数族裔人口不断增加，政府应制订计划以照

顾少数族裔儿童的需要，尤其是他们面对的语言和

文化问题。目前，本港只有两间早期教育及训练中

心提供有限的英语服务。特殊幼儿中心并没有提供

英语服务以支援有严重需要的少数族裔儿童，而本

港所有特殊学校均以广东话授课；  

  

(ii) 年龄 14至 15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少数族裔儿童退

学率很高。以英语为第一授课语言的私立国际学校

及直资学校应录取更多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少数族

裔儿童。现时有一至九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

学生就读的学校会获提供100,000元津贴，用以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但这个津贴额并不

足够。当局亦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  

 

(iii) 幼稚园和小学的教师未必具备专业技巧，识别有语

言迟缓问题的少数族裔儿童，从而及时转介他们接

受评估。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务预期会有助及早识

别这些儿童，并为他们提供跟进服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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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倘若心理学家或跨专业团队不能操少数族裔语言

或了解他们的文化问题，校本教育心理服务及与精

神健康有关的支援服务未必能发挥效用。可考虑把

有关服务外判，以便为少数族裔社群提供更适切的

服务；  

 

(e) 在社区层面的家长支援方面，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学

生提供的课余托管服务并不足够。由于照顾者与儿童的

比例高，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有限，同时由私营服

务营办机构提供的服务亦有限。政府应考虑向非政府机

构提供额外津贴，让其可聘用更多职员以加强服务；  

 

(f) 由于过去数年患有自闭症及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的儿童人数不断上升，香港赛马会与香港大学、教育局

及部分非政府机构合作推行两项计划，为学生、教师和

家长提供校本支援。鉴于获得正面的评价，建议教育局

待这些计划在约两至三年内完成后予以恒常化；  

 

(g) 应就正在轮候相关评估和医疗／其他支援服务的儿童

人数提供补充资料；以及  

 

(h) 应指定一个负责牵头的政策局，以协调和监督不同的政

策局／部门就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所推行的政策及

工作。此外，相关持份者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

家庭 )亦应参与其事。  

 

15. 教育局副局长感谢委员提出宝贵意见，并承诺在进行持

续检讨时会考虑这些意见，力求改善。教育局对委员的意见回

应如下：   

 

(a) 政府一直有分配更多资源，用以在公营普通学校推行下

列优化措施：  

 

(i) 逐步优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务，该项服务在学校系

统、教师支援及学生支援层面涵盖补救性、预防性

及发展性的工作，以照顾学生的不同教育需要。由

二零一六／一七学年开始，校本教育心理服务已推

展至所有公营普通中、小学。在取录较多有特殊教

育需要学生的学校，教育心理学家与学校的比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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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1:4，教育心理学家会更频密到访有关学校，

提供全面和定期的个案跟进和介入服务。在二零一

九／二零学年，这项优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务会扩展

至涵盖约20%的学校，而目标是到了二零二三／二

四学年，优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务会扩展至约 60%的

学校；  

 

(ii) 由二零一七／一八学年开始，教育局拨款在三年内

分阶段为每所学校开设一个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

任的职位，以支援融合教育的推行。此外，由二零

一九／二零学年起，取录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

的学校会获资助开设约1 000个职衔为“特殊教育需

要支援老师”的常额教师职位。为学校提供特殊教

育需要统筹主任和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师后，将可

加强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iii) 由二零一九／二零学年开始，教育局会在三年内分

阶段开设校本言语治疗师职位，以支援有言语障碍

的学生；  

  

(iv)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生可同时受惠于教育

局为非华语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提供的相

关支援及服务。此外，由二零一九／二零学年起，

教育局发放“有特殊教育需要非华语学生支援津

贴”，让学校可灵活运用这笔津贴聘用教学助理、购

买翻译服务、提供社交和情绪管理训练等，以加强

对这些学生的支援，帮助他们适应校园生活和顺利

过渡不同的学习阶段；以及  

 

(v) 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必须曾接受特殊教育培训，

例如已完成由教育局提供以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

学生为主题的基础、高级及专题课程 (三层课程 )，

或具同等学历。此外，他们也须完成为特殊教育需

要统筹主任开办的专业培训课程。教育局亦正就特

殊教育师资培训进行检讨，并会与本地专上教育院

校联系，充分考虑持份者的意见，以便加强有关的

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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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育局一直为直资学校提供支援融合教育的相关资源。

按照我们与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议定的安排，由二零

一九／二零学年起，学习支援津贴会以独立资助项目的

形式发放，以确保取录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直资

学校会获得相应金额的额外资源。除此之外，直资学校

亦须调配一名教师担任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以便在

特殊教育需要方面提供更佳的支援；  

 

(c) 教育局认同在推行任何新政策及措施之前与学校和家

长沟通的重要性，而且一直致力加强彼此的沟通。举例

来说，在融合教育优化措施于二零一九／二零学年推行

之前，已就这些措施举办了一系列的咨询会和简介会； 

 

(d) 教育局赞同委员认为应检讨融合教育的意见，而事实上

有关的检讨一直持续进行。“主流学校推行融合教育工

作小组”在二零零五年成立，负责检讨融合教育的推行，

并透过定期的会议，收集学校的意见和关注事项。教育

局亦会访问学校，以便就如何妥善运用资源适时提出意

见。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已不断改善，而学校亦获提供更

多资源，用以加强不同界别的专业支援。在跨局协作方

面，教育局和劳福局已把融合教育列入《康复计划方案》

检讨之内。按委员的建议，教育局亦会一并检讨幼稚园

的有关服务，以取得更佳的协同效应；以及  

 

(e) 关于幼稚园与小学衔接的安排，现时已设立一个机制，

把学生的发展进度报告以电子方式从学前康复服务单

位送交他们就读的小学，以便可适时采取跟进行动。  

 

16. 总社会工作主任 (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 )1 表示：  

 

(a)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在二零一八／一九学年已恒常化，而

在二零一九／二零学年服务名额更会增至 7 000个。根

据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评估研究作出的建议，社

署会加强每队跨专业服务队的人手，包括因应有特殊需

要的学前儿童有言语障碍的情况明显地普遍存在，把言

语治疗师的数目由1名增加至2名，另外亦把助理社会工

作主任的数目由 1名增加至 1.5名，以加强对家长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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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在职业治疗师及其他人手方面，社署会继续留意有

关需求。在二零一九年十月，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现时其

中一间专门为非华语学前儿童提供服务的营办机构会

把服务名额由50个增至100个；  

 

(b) 目前，“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提供学习训练

津贴”援助项目提供两类训练津贴供申请人申请。特殊

幼儿中心轮候名单上的儿童无须经过家庭入息审查便

可获提供每月 6,075元的高额津贴，而早期教育及训练

中心、兼收计划及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轮候名单上的儿童

如通过家庭入息审查，可获提供每月 3,050元的普通津

贴。鉴于推行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及其他新增和持续进行

的福利措施已令辅助医疗专业人员的人手需求甚为紧

张，在决定取消“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儿童提供

学习训练津贴”下普通津贴的入息审查前，需小心考虑

市场上有关人手及服务的供应情况；  

 

(c) 经参考部分非政府机构的经验后，社署会推行一项试验

计划，为有特殊需要迹象或边缘发展问题而又未被到校

学前康复服务涵盖的学前儿童提供第一层支援服务。这

些儿童会获提供早期介入服务，透过加强学习支援及适

切的个人／小组训练，以照顾他们不同的需要；以及  

 

(d) 社署已在二零一九年六月开展一项纵向研究，旨在掌握

那些曾接受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及在二零一九／二零学

年升读小一的儿童的表现及适应情况，从而探讨如何加

强为这些学生提供所需的过渡支援。  

 

[会后补注：苏淑贤女士因所属机构是数间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独立幼儿中心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学前康复服务的营
办者，故于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就本议程项目向主席及委员
申报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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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项 : 2021 年人口普查：有关儿童的主题性报告  

  [文件第 12／2019 号 ] 

 

17. 委员就政府统计处 (统计处 )拟在二零二三年初出版有

关儿童的主题性报告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撮述如下：  

 

(a) 有关的统计调查提供一个好机会，可以更多了解青少年

的意见及关注的问题。委员建议除了收集基本统计数据

(例如人口、教育及住户特征 )外，也可纳入一些特别针

对不同年龄组别儿童的较深入问题；  

 

(b) 建议把多个数据项目纳入有关统计调查，项目包括有特

殊需要／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幼稚园上课时段 (全日

制、半日制、长全日制 )、医疗病历及宗教背景；  

 

(c) 应审慎考虑如何把少数族裔人口纳入主题性报告内。有

委员留意到在统计处以往出版的主题性报告中，属种族

(race) 类 别 的 “ 白 种 人 ” 却 被 列 为 其 中 一 个 族 裔

(ethnicities)，而“阿拉伯”又被误列为一个族裔。此外，

例如香港的印度人与其他南亚少数族裔人口比较，明显

有较高的中位收入和具有其他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这

些特征应在主题报告内单独分开呈列；以及  

  

(d) 可考虑另行委托顾问进行统计调查，以取得更多有关青

少年的数据。  

 

18. 政府统计处助理处长 (社会统计 )在回应时表示：  

 

(a) 主题性报告拟把儿童定义为 18岁以下的人士，并再划分

为四个年龄分组，以便与人口的就学年龄相符。与特定

年龄有关的问题已包括在内，例如 15至17岁的儿童可能

已经投身工作，故此会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收入和工作时

数的资料；  

  

(b) 人口普查的主要目的旨在搜集有关本港人口社会经济

特征的最新基准資料，用以研究人口转变的方向和趋

势。由于人口普查规模庞大，普查结果可以就特定人口

分组及细小地理分区提供详细的分析。二零二一年人口

普查将有46个数据项目。为了让访问可以在合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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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无需细致划分统计数字 (例如按地区层面 )的数

据项目或性质复杂／敏感的问题不会列入普查内。至于

有特殊需要／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将会透过二零一九

至二零年度统计处进行有关残疾人士及长期病患者的

全港性统计调查获取更详细的资料。有关的报告书会涵

盖九项残疾类别，包括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及智

障；  

 

(c) 统计处进行的统计调查通常不会问及有关宗教的问题，

因为这类问题可能会被认为较敏感；  

 

(d) 统计处的人口普查把少数族裔定义为非华裔人士。在检

讨有关族裔的分类时，统计处会考虑委员的意见及国际

做法；以及  

 

(e) 委员会可考虑雇用市场上的服务，就选定的课题进行主

题性统计调查。如有需要，统计处会提供外判工作方面

的意见。  

 

 

第 6 项 :有特殊需要儿童事务工作小组、宣传儿童权利和发展、

教育及推广工作小组和研究及公众参与工作小组的报

告   

  [文件第 13／2019 号 ] 

 

19.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 (福利 )1 应政务司司长的邀请向

委员简述该三个工作小组的进度报告。经商议后，委员通过有

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儿童福祉及发展资助计划申请的建议，

以及把“有特殊需要儿童事务工作小组”的名称改为“有特别

需要儿童事务工作小组”的建议。由于考虑到儿童死亡个案检

讨委员会报告和网上欺凌这两个课题的重要性，委员亦同意安

排在委员会的另一会议上作更透彻的讨论。  

 

 

第 7 项 :其他事项  

 

20. 由于政府总部实施特别出入安排，会议在下午六时三十

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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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务司司长表示，稍后会另行安排一个会议，以便继续

讨论“其他事项”下的待议事项。  

 

[会后补注：委员会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举行茶叙并完成  

“其他事项”下待议事项的讨论。 ]  

 

 

 

 

儿童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一九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