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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教育需要是指學生因各類殘疾而引致的需要。教育局把特殊教育需

要分為 9類：(a)視覺障礙 (視障)；(b)聽力障礙 (聽障)；(c)肢體傷殘；(d)智

力障礙 (智障)；(e)特殊學習困難；(f)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g)自閉症；

(h)言語障礙；以及 (i)精神病。政府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教育局會

根據專家的評估和建議，在取得家長同意後，安排有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兒童

入讀特殊學校，以便加強支援。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如可參與普通學

校的學習和日常活動，則會在普通學校接受融合教育。

2. 資助特殊學校由教育局根據《特殊學校資助則例》或《資助學校資助則

例》提供資助。資助特殊學校分為 6類：(a)視障兒童學校；(b)聽障兒童學校；

(c)肢體傷殘兒童學校；(d)智障兒童學校 (智障兒童學校再細分為輕度智障兒

童學校、中度智障兒童學校和嚴重智障兒童學校)；(e)群育學校；以及 (f)醫

院學校。部分特殊學校設有學生宿舍，目的是照顧嚴重殘疾學生的長期住宿需

要，方便他們在上課日接受學校教育。

3. 在2018/19學年，全港有60所資助特殊學校，其中28所提供寄宿服務 (某

學年的數字指截至該學年 9月 15日的情況)。在該 28所學校中，7所為群育

學校，其學生的寄宿服務由社會福利署 (社署)資助和管轄的院舍提供，其餘

21所特殊學校的宿舍部則由教育局資助和管轄。

4. 在 2018/19學年，60所特殊學校合共有 7 939名學生，包括 3 783名小

學生和 4 156名中學生。特殊學校學生大部分為智障學生 (包括輕度、中度或

嚴重智障學生)。特殊教育是教育局的工作綱領之一，在這方面的開支由

2014–15財政年度的 20.108億元，增至 2018–19財政年度的 27.127億元，增加

了 7.019億元 (35%)。為特殊教育提供的資源和支援計有人手 (包括教學人員、

專責人員和非專責人員)、工作人員的專業發展，以及各種津貼和支援。教育

局特殊教育分部下有兩個負責特殊教育服務的特殊教育支援組。審計署最近就

教育局推行特殊教育的工作和社署有關特殊教育的工作進行了審查。

特殊教育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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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和宿位的提供和管理

5. 並非所有區域均獲提供所有類別特殊學校學位 除醫院學校外，教育局

以區域 (合共 7個區域)或全港為基礎，提供特殊學校的學位。審計署檢視了

以區域為基礎提供的學位 (即 7所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和 41所智障兒童學校)，

發現：(a)離島區域沒有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和智障兒童學校；以及 (b)沙田和

西貢區域 (不包括將軍澳)沒有嚴重智障兒童學校 (第 2.2及 2.3段)。

6. 需要採取措施以處理部分學校收生不足的問題 在 2016/17、2017/18和

2018/19學年，群育學校收生率不高。8所群育學校的整體收生率分別為 51%、

53%和 57%。在 2018/19學年，8所群育學校每所的收生率介乎 40%至 74% (第

2.5及 2.7段)。

7. 需要為適齡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學生提供更靈活的入學安排 適齡學生
即準小一學生以外的學生。適齡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學生的入學安排有較多限

制：(a)準小一智障學生可報讀全港任何學校，但適齡智障學生只可報讀其居

住地點位於該校基本收生區域或延伸收生區域的學校；以及 (b)嚴重智障的準

小一學生可報讀全港任何學校，而肢體傷殘學生只可報讀其居住地點位於該校

收生區域的學校。至於在提供宿位方面，教育局認為嚴重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

學生都行動不便，因此他們的家長在申請宿位上受到相同限制 (第 2.10段)。

8. 需要檢視群育學校學生長期留校的原因 群育學校旨在為學生提供加強
輔導，使他們能盡早返回普通學校就讀。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預計可在入

讀後 3個月至 1年內離校；而並非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則預計大多可在

兩個學年內有顯著改善並可以離校。審計署分析了 2013/14至 2017/18學年期

間群育學校離校生的留校時間 (由入學至離校)，發現：(a)修讀短期適應課程

的學生中，平均有 41% (介乎 27%至 52%)留校超過 1年，最長留校 3年 8個

月 (2013/14學年離校的 1名學生)；以及 (b)並非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中，

平均有 46% (介乎 34%至 58%)留校超過 2年，最長留校 7年 (2015/16學年離

校的 1名學生)(第 2.12及 2.13段)。

9. 需要設法理順嚴重智障學生的宿位 審計署分析了截至 2018年 9月

15日嚴重智障兒童學校的宿位空置和輪候情況，留意到：(a)儘管有 26名學生

正輪候每周 7天的寄宿服務，每周 5天的寄宿服務卻有 40個空置宿位；以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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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機制下，申請人只可申請每周 5天或每周 7天的寄宿服務。教育局不會

權宜行事，讓輪候每周 7天寄宿服務的申請人在獲分配宿位前，暫時使用每周

5天的寄宿服務，以滿足部分寄宿需要 (第 2.19段)。

10. 需要進一步增加新宿位的供應 截至 2019年 6月 15日，共有 132名中

度智障學生正輪候宿位 (28人輪候每周 5天的寄宿服務，104人輪候每周 7天

的寄宿服務)。審計署留意到，在 28名輪候每周 5天寄宿服務的學生中，8人

(29%)已輪候超過 1年，最長輪候時間為 5年 10個月；在 104名輪候每周 7天

寄宿服務的學生中，65人 (63%)已輪候超過1年，最長輪候時間為3年9個月。

根據教育局對中度智障學生宿位的最新供求推算：(a)宿位嚴重短缺的情況在

2019/20和 2020/21學年持續，預計 2019/20學年短缺 161個宿位，2020/21學

年則短缺 125個宿位；以及 (b)儘管宿位短缺數目會由 2019/20學年的 161個

減至 2025/26學年的 29個，但以整段推算期而言 (為期 7個學年)，宿位仍然

不足 (第 2.21、2.22及 2.25段)。

11. 需要研究如何善用群育學校的宿位 每所群育學校及院舍只錄取單一性
別的學生 (男生或女生)。群育學校女生宿位的使用率由 2014/15學年的 73%

減至 2018/19學年的 43%，而空置的女生宿位則由 2014/15學年的 55個增至

2018/19學年的 153個 (第 2.26段)。

12. 需要協助特殊學校檢視現有宿生的寄宿需要 教育局交託特殊學校確保
不再需要寄宿服務的宿生退還宿位，讓最有需要的學生使用。特殊學校已制定

校本指引，定期檢視現有宿生的寄宿需要，但學校表示檢視工作難以進行。教

育局沒有有關通過學校定期檢視而騰出的宿位數字 (第 2.29段)。

13. 需要考慮以更靈活的方法為嚴重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學生提供每周 7天
的寄宿服務 教育局以中央輪候的方式處理每周 7天寄宿服務的申請。家長須

就他們選擇哪一間學校表明意向。嚴重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學生的家長如指定

某一所學校，只可指定一所其居住地點位於該校收生區域的學校。不過，如他

們沒有心儀的學校，則不論學生的住址，當任何學校有宿位可供分配，便會盡

快安排學生入住。教育局需要考慮以更靈活的方法，為嚴重智障學生和肢體傷

殘學生提供每周 7天的寄宿服務 (第 2.30及 2.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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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校的人手

14. 需要密切監察特殊學校教師的流失率 教育局把特殊學校的教師流失率
界定為離職教師數目佔上一學年特殊學校教師總數的百分比。審計署發現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a)特殊學校的教師流失率較普通學校的教師流

失率高；以及 (b)特殊學校的教師流失率由 2014/15學年的 6.8%大幅上升至

2018/19學年的 8.5% (第 3.2及 3.3段)。

15. 填補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職位的困難 在 2018/19學年，60所特殊

學校的專責人員的編制有 1 181人。在各類專責人員中，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

療師的職位尤其難以完全填補。為紓緩招聘有關人員的困難，教育局准許特殊

學校凍結未能填補的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職位以換取現金津貼，用作購買

短期或兼職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服務。審計署發現，凍結部分職位後，在

2014/15至 2018/19學年期間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的職位空缺情況仍然嚴

重：(a)未能填補的職業治療師職位的平均數目佔編制的百分比為37% (介乎22%

至 49%)，未能填補的物理治療師職位的平均數目佔編制的百分比為 44% (介乎

39%至 48%)；以及 (b)凍結部分未能填補的職業治療師職位後，職位空缺的

平均百分比仍高達 13% (介乎 8%至 17%)，而凍結部分未能填補的物理治療師

職位後，職位空缺的平均百分比仍高達15% (介乎10%至22%)(第3.8及3.9段)。

16. 某些類別的非專責人員職位空缺率高 在 2018/19學年，非專責人員的

編制有 792人。職位空缺率高的非專責人員有 4類，即教師助理 (18%)、廚師

(16%)、工場雜務員 (15%)和看守員 (12%)。審計署分析了2014/15至2018/19學

年期間這 4類非專責人員的職位空缺率，發現由 2016/17學年起，4類非專責

人員中有 3類 (即不包括看守員)的職位空缺率呈上升趨勢 (第 3.11至 3.13段)。

17. 需要監察教師培訓方面的達標情況 教育局在諮詢特殊學校界別後，在

2018/19學年為所有特殊學校訂定教師培訓目標，即在 2022/23學年完結前，

每所特殊學校應有85%至100%的教師完成指定的特殊教育訓練。審計署發現：

(a)特殊學校教師如已完成等同於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有系統培訓課程，

會獲教育局認可為完成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不過，教育局未有公布相關的認

可準則，以便教師和校長知道教師參加的課程是否等同於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

程；以及 (b)個別學校不知道其已完成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百分比 (第 3.18及

3.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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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需要增加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培訓名額 考慮到特殊學校學生有不
同的教育需要，教育局由 2012/13學年起專為特殊學校教師開辦特殊學校教師

培訓課程，每年提供 40個培訓名額。特殊學校界別對該培訓課程給予好評。

在 2018/19學年，該課程全部 40個培訓名額已滿。教育局需要留意特殊學校

教師培訓課程的培訓名額是否足夠，並在有需要時增加培訓名額，以便特殊學

校在 2022/23學年完結前達到 85%至 100%的教師完成特殊教育訓練的培訓目

標 (第 3.17、3.20及 3.21段)。

19. 具備特殊教育訓練資歷的特殊學校教師的百分比減少 在教育局管制人
員報告中，具備特殊教育訓練資歷的特殊學校教師的百分比，是衡量服務表現

的主要準則之一。審計署發現：(a)該百分比由 2014/15學年的 73.4%增至

2016/17學年的 75%，然後下降至 2018/19學年的 70.5%；以及 (b)在 2018/19學

年，在 60所特殊學校當中，7所 (11.6%)有不足一半教師具備特殊教育訓練資

歷 (第 3.22及 3.23段)。

為特殊教育提供的津貼和支援

20. 需要鼓勵學校參加分享會 教育局自 2009/10學年起採用點線面支援模

式，加強與特殊學校的溝通和合作，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自2016/17學年起，

教育局到特殊學校進行專題探訪後，便會舉辦分享會。在 2016/17至 2018/19學

年期間，分享會共舉辦了 4次。審計署發現，特殊學校參加分享會的百分比不

高，介乎 45.9%至 70.0%，平均為 54.4% (第 4.2及 4.3段)。

21. 需要確保津貼款額足以應付特殊學校的需要 “資助特殊學校醫療情況

複雜走讀生及走讀兼寄宿生額外支援津貼”(下稱走讀生津貼)在 2017/18學年

推出。特殊學校可運用走讀生津貼聘請額外員工 (例如護理員)、外購護理服

務或培訓員工。懷疑屬醫療情況複雜的學生個案由特殊學校提出。屬於兒科的

懷疑個案，由教育局安排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進行醫療評估。審計署發現：(a)

並非所有最初由學校呈報的懷疑個案均獲評估；以及 (b)由醫管局進行醫療評

估屬單次的特別安排。一旦醫管局不再為屬兒科的醫療情況複雜走讀生的懷疑

個案進行醫療評估，走讀生津貼的申請審批工作將會大受影響 (第 4.9至 4.11及

4.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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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以不同經費來源購買的家具及設備的資助方法不一致 一些家具及設
備 (例如天花吊機)，可大大加強特殊學校為醫療情況複雜的兒童所提供的支

援。審計署檢視有關天花吊機的資助情況，並留意到教育局為現有特殊學校和

一所新建的智障兒童特殊學校提供資助的方法不一致。該所新建的特殊學校可

運用整筆津貼，全數支付天花吊機的經常費用；而現有特殊學校則只可運用整

筆津貼的餘額，補貼由學校自費購買的天花吊機最多 25%的經常費用 (第

4.19及 4.20段)。

23. 需要向學生提供更多離校安排方面的協助 特殊學校離校生主要有以下
離校安排：(a)在公開市場就業；(b)繼續升學；(c)職業訓練；(d)職業康復服務；

(e)日間訓練或照顧服務；以及 (f)其他安排 (例如留在家中)。在 2013/14至

2017/18學年期間，已報名接受職業康復服務和日間訓練或照顧服務的特殊學

校離校生中均有很大百分比在輪候冊上 (分別介乎 13.2%至 38.0%和 13.3%至

64.7%)。此外，審計署審視了 2013/14至 2017/18學年期間特殊學校學生延長

學習年期的原因，發現在這 5個學年間，每年有 42.7%至 56.8% (平均為 48.6%)

學生在學校考慮到他們在作出離校安排方面有困難為其中一個因素後，獲准延

長學習年期 (第 4.23、4.25及 4.26段)。

審計署的建議

24.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

學位和宿位的提供和管理

(a)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考慮擴大特殊學校的對象學生涵蓋範圍，

使離島區域的肢體傷殘兒童，以及沙田和西貢區域的嚴重智障兒

童可在他們所屬的區域內獲得更佳照顧 (第 2.14(b)段)；

(b) 採取措施處理群育學校收生人數偏低的問題 (第 2.14(c)段)；

(c) 考慮為適齡智障學生和肢體傷殘學生提供更靈活的入學安排

(第 2.14(d)段)；

(d) 檢視為何平均超過 40%的群育學校學生留校時間較預期為長
(第 2.14(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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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確定應否向群育學校的轉介者提供更多指引和意見，以便他們可

以更好地識別出適宜修讀短期適應課程的學生 (第 2.14(f)段)；

(f) 研究可否推行措施，更有效運用嚴重智障兒童學校的宿位和縮短

每周 7天寄宿服務的輪候時間 (第 2.33(a)段)；

(g) 加倍努力，以探討可增加新宿位供應的有效方法，從而縮短中度

智障學生輪候寄宿服務的時間 (第 2.33(b)段)；

(h) 協助特殊學校檢視現有宿生的寄宿需要 (第 2.33(c)段)；

(i) 考慮以更靈活的方法，提供每周 7天的寄宿服務 (第 2.33(d)段)；

特殊學校的人手

(j) 研究採取適當措施，應對特殊學校教師流失率較高的問題

(第 3.5段)；

(k) 採取措施，應對特殊學校在填補職業治療師和物理治療師職位方

面遇到的困難 (第 3.14(a)段)；

(l) 監察特殊學校非專責人員的職位空缺情況 (第 3.14(b)段)；

(m) 公布有關培訓課程獲認可為等同於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準則

(第 3.25(a)段)；

(n) 定期查明各特殊學校內完成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百分比，監察達

到目標 (即在 2022/23學年完結前 85%至 100%的教師完成特殊
教育訓練)的進度，以及在有需要時增加特殊學校教師培訓課程的
培訓名額 (第 3.25(b)及 (c)段)；

(o) 採取措施，提高具備特殊教育訓練資歷的特殊學校教師的百分比

(第 3.25(d)段)；

為特殊教育提供的津貼和支援

(p) 採取適當措施，鼓勵特殊學校參加點線面支援模式下全面溝通機

制的分享會 (第 4.6(a)段)；

(q) 聯同醫管局行政總裁採取措施，確保特殊學校獲發的走讀生津貼

款額足以應付所需 (第 4.15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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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就特殊學校自費購買當時不包括在學校家具及設備一覽表內，但

其後獲列入新建特殊學校家具及設備一覽表的家具及設備一事，

研究如何支援特殊學校 (第 4.21(b)段)。

25. 審計署建議 社會福利署署長應留意群育學校院舍宿位的使用率，並繼
續採取適當措施，盡量善用空置的宿位 (第 2.34段)。

26. 審計署並建議 教育局局長和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與其他持份者協作，向
特殊學校學生提供更多離校安排方面的協助 (第 4.28段)。

政府的回應

27. 教育局局長和社會福利署署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