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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 2018年預留五億元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並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擔任主席的跨部門督導委員會，統籌、檢視及監察有關工作，加強政府內部

協作。故此，少數族裔人士在教育、就業、社會服務、傳譯及翻譯服務等方

面，都漸漸得到改善。但政府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仍有不少改善空間。

本會就著「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言語支援服務及專責外展服務隊」，提出以

下三項重點建議。  

 

（一）加強政府各部門的傳譯及翻譯服務 

 

  社署轄下有 10個服務單位安裝了視頻設施，本可提供視譯服務，有助工

作員與少數族裔人士之間的溝通；可惜設施安裝了十年，卻從未使用 1，視

譯服務「零使用量」。此外，社署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的數字一直

偏低。在 2018年 4月至 12月期間，只提供 347次傳譯服務（包括法庭傳譯、「融

匯」中心及其他服務承辦商）。而在同期，醫管局提供 12,453次傳譯服務，

比社署多 35倍。社署傳譯服務的使用量亦少於其他政府部門（包括懲教署、

衛生署、法援署、勞工處等等）。多年來，社署前線同工很少使用傳譯服務。

建議社署訂定提供傳譯服務的指引，簡化內部行政程序，採用便捷的方式，

以鼓勵前線同工提供傳譯服務給少數族裔人士。另外，建議社署定期收集及

公佈使用傳譯及翻譯服務的次數、傳譯服務的提供者、按少數族裔語言劃分

的服務數字、未能成功安排傳譯服務的數字及原因等等，以便增加傳譯服務

的透明度。   

 

  其他政府部門在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方面，亦有改善空間。在 2019年的

區議會選舉中，選舉事務處並沒有提供候選人的中英對照資訊。由於大部份

候選人的資料及政綱只有中文，令少數族裔人士難以參與 2。故此，建議在

即將來臨的立法會選舉中，提供候選人的英文資訊及政綱。還有，在抗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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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少數族裔人士的資訊經常滯後；少數族裔語言版本的防疫資訊更出現遺

漏，宣傳單張欠缺重要訊息 3，包括：避免去醫院、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

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等。少數族裔人士未能獲取適時適切

的防疫資訊，不但增加他們的感染風險，也對香港整體的公共衛生帶來威

脅。早前有尼泊爾確診者需要送院，衛生署卻誤把病人的父親送院 4。建議

衛生署加強使用傳譯服務，甚或聘用少數族裔同工，以確保少數族裔人士

在疫情期間，仍能獲得適切及正確的資訊。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簡稱《指引》)於 2010年推出，要求所有政

策局、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在制定、推行及檢討有關政策及措施時，要注意

種族多元及共融的意識，給予公平合理的考慮。其中，包括為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在 2015年《指引》涵蓋 23個政府部門，但過去五年來，

採納《指引》的政府部門並沒有增加。再者，2018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優化《指

引》，但至今仍未有公佈優化的具體內容及措施。建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推

動更多政府部門採納《指引》，加強監察《指引》在各政府部門的相關措施

及執行情況，以及盡快提供優化《指引》的詳情及時間表。 

 

（二）提供培訓給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及支援聘用的非牟利機構 

 

  本會欣見社署於 10月推出「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在 9個較多

少數族裔人士居住的地區，撥取資源聘請 46個「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加強

對少數族裔社群的福利支援服務，亦增加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機會。建議社

署為「少數族裔社區大使」提供在職培訓，加強他們對社會福利制度及各種

服務的認識。在職培訓亦提供了互助平台，加強同儕支援及服務交流。同時，

提供支援給聘請他們的非牟利機構，包括僱主、人事部及中心同事，促進僱

主、僱員及「少數族裔社區大使」之間的溝通，提供各種翻譯文件的範本，

幫助機構克服文化差異及語言障礙所產生的問題，讓「少數族裔社區大使」

盡快適應及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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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專責外展服務隊與主流福利服務的協作 

 
  少數族裔外展隊屬於嶄新服務，以外展手法識別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

士，並轉介至合適的主流福利服務，期間部份個案可能要共同處理。專責外

展服務隊亦須為主流福利服務的前線社工提供文化敏感度培訓，所以，專責

外展服務隊必須與所屬區域的主流服務有密切聯繫，建立轉介及協作關係。

專責外展服務隊現正處於服務發展的初期，其他主流福利服務對其認識不

多。建議社署採取主導，提供不同層面的協作及溝通平台，促進專責服務隊

與各類主流福利服務之間的協作，包括綜合家庭服務、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長者地區中心、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等等。  

 

  現時全港只有三隊專責外展服務隊，每隊所覆蓋的地區非常廣泛，例如

新界外展隊要服務七區（荃灣、葵青、屯門、元朗、北區、大埔、沙田），

與地區青少年外展隊只負責一區的工作十分不同，即使有流動車服務，相信

也難兼顧七區的外展服務。另外，香港島的外展隊要兼顧離島、香港島及觀

塘區，覆蓋的地域分散港九及離島。長遠而言，社署須檢討三隊少數族裔外

展隊的覆蓋範圍及服務模式，以及三隊外展隊是否足以應付全港少數族裔

人士的需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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