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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交代無障礙立法時間表及檢討評估制度

為更好地協助障別人士康復及融入社會，特區政府於2013年底成立「康
復服務十年規劃跨部門研究小組」（下稱「研究小組」），旨在研究、
協調、跟進和評估本澳協助障別人士康復及融入社區的整體性發展計劃。
本澳的首份《康復服務十年規劃》於2016年展開，在今年即將完成「十
年規劃」之際，審計署於去年9月公佈《視障人士的無障礙步行設施》衡
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指「研究小組」在規劃上沒有明確目標、執行上亦
沒有做好把關、匯報的完成率更與實際成效不符等，明顯首份「十年規
劃」存在不少問題。

審計署總結：「本澳無障礙設施所呈現的碎片化、分散化情況是非常值
得正視的問題，如果能妥善改進，掃除影響這類基礎建設的障礙，即可
對需要使用這些設施的人士提供生活上的便利。透過今次的審計，相關
部門應全面檢視工作上的各種不足，加快填補漏洞，盡最大努力兌現既
有的承諾。」

在無障礙設施方面，本人亦多次表示，現時本澳規範無障礙設施的
第9/83/M號法律《建築障礙的消除》生效至今已超過40年，期間並未作
出修訂，有關內容未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要，雖然特區政府於2017年公佈
《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下簡稱「指引」），惟「指引」
不具法律性質，僅規範政府興建的樓宇、公共企業或公共服務專營公司
所興建的樓宇對大眾開放的部分，對私人企業對公眾開放的場所和私人
樓宇不具任何約束力，不利於本澳成為真正的「共融社會」。

除了無障礙建築相關的法規不合時宜，《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
發證制度》行政法規同樣未有與時並進。有障別人士反映，按現時的評
估標準未能完全反映障別人士的實際狀況，甚至部份障別人士未能獲得
殘疾評估登記證，尤其是肢體障礙方面。另外，現時本澳使用的評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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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亦未能與時並進，例如用作評估智力的韋氏智力量表，政府雖然
於2017年作出批示更新條文，將原本列明使用指定版本的智力量表的條
文刪除，但據相關人士反映，本澳目前仍在使用舊版的韋氏智力量表，
並未及時更新工具。

更重要的是，現時《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的評估僅
用作發放登記證，並只按輕度、中度、重度和極重度分為四級；但實際
上障別人士在日常生活或辦理程序時亦需要提交相關證明，即使是政府
部門，亦不承認社工局殘疾評估登記證的資料。例如稅務優惠方面，經
適當證實其永久傷殘程度等於或高於百分之六十的僱員及散工可獲一定
限額的職業稅豁免；又例如在車輛使用牌照稅方面，用作個別運輸殘疾
人士，但該等人士須為具相等於或高於百分之六十無能力程度者，且車
輛僅得為普通型號及汽缸容積不超過一千六百cc者，享有車輛使用牌照
稅的豁免。上述的申請均要求證明殘疾程度為60%，但由於殘疾評估登
記證的評估未有列明殘疾程度的百分比，因此未能通用，令障別人士在
進行類似申請時需處理更多更繁複的手續，造成不便及浪費評審資源。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

一、本澳首個《康復服務十年規劃》即將於今年結束，審計署在公佈
《視障人士的無障礙步行設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時指出「十年規劃」
在小組在規劃、執行、匯報等工作上均未如理想，當局曾回應表示會重
新檢視及落實方案的執行情況，未來亦會進一步從需求與成效方面進行
規劃和評檢，在可行條件下盡量具體化地將各項方案的內容呈現。作為
社會最為關注的《建築障礙的消除》等 「無障礙」軟硬件環境的法律修
法及立法工作，政府有何具體的公開諮詢時間表及立法時間表，會否將
前述的目標明確寫入下一個《2026-2035康復服務十年規劃》？

二、隨著時代發展及科技進步，現今的無障礙設施除了是實體的建築設
計和硬件設施，對於確保障別人士平等享有無障礙環境，電子化設備及
手機應用程式等的無障礙設計同樣重要，例如近年政府大力推的「一戶
通」已成為居民日常處理生活事務的必要工具，但其設計並未能成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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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視障人士使用輔助工具；現時市面上十分常用的移動支付工具同樣
出現類似問題，未來政府會否就政府及公共服務手機應用程式無障礙應
用訂立清晰統一指引或規範？短期內會否參考鄰近香港政府的做法推出
《無障礙流動應用程式手冊》，提供標準指引讓程式擁有者或開發員有
例可依？未來會否就「無障礙應用程式」與「無障礙設計指引」一同立
法？

三、本澳的《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行政法規已經推
出14年，當局何時會對該行政法規作出全面檢討、更新及完善有關條文，
尤其是評估標準方面？對於該評估未能適用於其他政府部門的申請，當
局會否考慮擴大殘疾評估登記證的適用範圍，避免障別人士過度重複地
進行評估及浪費評估資源，真正簡化行政程序便利雙方？政府已於2017
年修改《殘疾分類分級評估的工具及方法》部分條文，包括刪除使用指
定版本的評估工具，現時當局是否已使用最新的評估工具；若否，原因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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