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焦點小組會議  

主要意見  
 

整體意見  

 

  邀請少數族裔人士加入政府的諮詢委員會，聆聽他

們的意見。  

 

  制定多元文化政策，並委任多元文化事務專員以協

調跨部門工作。  

 

  督導委員會在收集公眾意見時應由下而上吸納意

見，就不同議題設立焦點小組，並邀請少數族裔人

士加入焦點小組，讓他們可以持續表達意見。  

 

  督導委員會應協調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服務的定

期研究及監察，以確保少數族裔人士可以公平享用

所有公共設施及服務。  

 

 就少數族裔人士的人口特徵、地域、家庭及健康狀

況等應進行全面普查及定期更新，以更好識別少數

族裔人士對公共服務及教育的需要，從而作出長遠

規劃。  

 

 加強協調所有涉及提供服務予少數族裔人士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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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強制這些政府部門執行《促進種族平等行

政指引》 (《行政指引》 )。  

 

  執行《行政指引》的政府部門必須保持與少數族裔

持份者溝通，收集相關數據以更好地了解他們的服

務需求及檢視服務成效。  

 

 為公務員安排必修課程以提升文化敏感度。  

 

 提供予少數族裔人士的新服務可以先導形式在選

定地區推行，在掌握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需求及檢

討服務後，再考慮將服務恒常化或大規模推行。  

 

 在分配資源方面應以地區為本作原則，顧及不同地

區的少數族裔人口。  

 

教育  

 

 將在中小學推行的「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

構」延伸至幼稚園，讓教師有適當的教學和評估工

具，有系統地在中文培訓方面教導非華語學生。  

 

 為取錄少於八名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提供基本資

助，並就提供予取錄八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幼稚

園的資助進行檢討，以按收生比例的形式增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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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  

 

 強制所有教師就文化敏感度接受培訓。  

 

 加強教師就向非華語學生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的職前及在職培訓，並提供教學支援。  

 

 提供資助為向非華語學生教授中文發展合適的課

程、教學法、教材及評估系統。  

 

 以廣東話（而非普通話）向非華語學生教授中文。 

 

 對非華語學生增加學習支援，尤其是在學習中國語

文科及中國歷史科。  

 

 將青少年精神健康教育納入學校課程。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發展評估工具。  

 

 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由幼稚園至專上

程度教育的服務模式進行 (或委託顧問進行 )研究。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安排工作

坊，以加強他們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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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撥資源為少數族裔家長提供兒童發展及親子教

育的支援，以及加強他們對本地教育制度的認識。 

 

 強制學校在其網站提供中、英文資訊。  

 

就業  

 

 政府更主動聘請少數族裔人士，包括聘請他們作為

少數族裔大使以加強與少數族裔人士的溝通，增進

少數族裔人士對現有公共服務的認知，以及相關政

策局和部門對多元文化的了解。  

 

 政府定期檢討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文能力要

求，確保有關要求不高於工作所需，使少數族裔人

士與其他申請人一樣在申請政府職位時享有平等

機會。  

 

 向非政府機構投放資源，委託它們成立專隊，負責

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支援，包括鼓勵僱主檢視職位

的實際中文語文能力要求，在少數族裔人士入職後

提供較長期的個案跟進以協助管理僱主及少數族

裔僱員的期望，以及加強少數族裔人士在相關方面

如勞工權益及職業安全等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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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少數族裔就業資助計劃」，發放資助 /薪金津

貼鼓勵僱主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為少數族裔人士提

供職前啟導、職業技巧訓練、工作實習及實習後的

跟進服務等。  

 

 加強與商界的協作，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較多元化

的就業機會。  

 

 提供資助予中小型企業，以提供一個多元的工作環

境  (例如公司內部資訊均以雙語傳達 ) ，及鼓勵僱

主容許少數族裔僱員在工作時間參加中文學習課

程。  

 

 增撥資源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更全面的中文課

程，尤其增加在職少數族裔人士的中文培訓課程的

種類及提高課程的水平。  

 

 就提供予在職少數族裔人士的培訓課程在收生標

準及上課時間上增加靈活性。  

 

 加強成人課程的教師就教授非華語學生及教授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  

 

 在「展翅青見計劃」及其他職業訓練計劃下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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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人士提供更多英語課程，相關行業考試試卷亦

應提供英文版本。  

 

社會福利及醫療  

 

 收集相關數據，儘早識別及規劃少數族裔人士（尤

其是少數族裔長者）在醫療及社會服務上的需要。 

 

 為非華語長者發展評估工具。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有關精神健康的教育。  

 

 為少數族裔婦女提供有關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教

育。  

 

 為社福機構提供支援津貼，聘用少數族裔人士作為

傳譯員或職員。  

 

 加強社區外展工作，設立專隊到較多少數族裔人士

的社區，為有需要人士 (尤其是新來港的少數族裔

人士 )推廣服務，及協助他們申請社會福利及社會

保障服務。  

 

 提供更多以少數族裔語文編寫的社會福利及醫療

服務資訊及服用藥物的指示，甚至使用圖像顯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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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理解。  

 

 提供幼兒照顧培訓予少數族裔婦女，讓他們可以在

少數族裔社群中協助提供幼兒照顧支援。  

 

 更多關注少數族裔更生人士的情況，並提供更多跟

進服務以防止他們再次墮入法網。  

 

 加強前線員工向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敏感度

及警覺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技巧。  

 

 為提供予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引進成效指標及監

察機制，確保服務達標。  

 

傳譯及翻譯服務  

 

 考慮不同少數族裔群組的需要，增加傳譯及翻譯服

務的語文 /語言種類。  

 

 增撥資源以提升傳譯及翻譯服務的質與量，並透過

成效指標確保服務達標。  

 

 提升公共服務前線員工對傳譯服務的認識，讓他們

可以加強鼓勵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傳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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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必須收集使用傳譯服務的資料及數據，以

更好地了解少數族裔人士的服務需求及檢視傳譯

服務的成效。  

 

 就少數族裔語言 /語文的傳譯及翻譯推行資歷認

證，以提升服務水平及加快服務發展。  

 

社區教育及共融  

 

 加強宣傳《種族歧視條例》。  

 

 應訂定「公平服務約章」，推動私營機構提供公平

服務。  

 

 應通過定期的社區及體育活動，提倡社區及學校內

華語及非華語人士的共融。  

 

 應為少數族裔人士熱衷的體育活動 (例如板球 )提

供合適的場地及設施。  

 

 應將種族共融課題納入學校課程。  

 

 應為新來港非華語人士及非華語學生家長提供更

全面的中文課程，以促進他們融入社會及支援他們

輔導子女學習。  



-  9  - 

 

 

公共服務的推廣  

 

 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協作，為機構提供資源，善用機

構的地區和服務網絡，以更聚焦及有效的宣傳方式

向少數族裔人士推廣公共服務；非政府機構亦可協

助轉介有需要的人士獲取合適的公共服務。  

 

 善用科技（例如網上平台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

推廣公共服務及傳遞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