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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今年 2 月公布「2016 年中期人口統計」的簡要報告，在 2016 年香港

有 8%少數族裔人士。本港有逾十一萬名南亞裔及東南亞裔的少數族裔人士(不包括外

傭)，佔整體人口 1.6%，主要包括印度、尼泊爾、巴基斯坦人、菲律賓、泰國及印尼。

在 2011 至 2016 年間，少數族裔的人口每年增幅達 3.6%，是整體人口增長的五倍。 

 

政府在 2014 年公佈「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發現南亞裔人士貧窮問題嚴重。

南亞裔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30.8%)高於全港有兒童住戶貧窮率(16.2%)近一倍。少數族裔

扎根香港，有不少更是土生土長，已是香港的一分子，但語言障礙一直窒礙其發展。根

據上述報告，南亞裔人士當中超過四成不能聽或講中文，超過六成不能閱讀及書寫中

文，故一般只能從事基層工作，體力勞動兼工時長，收入微薄，難以脫貧。 

 

上述報告亦發現超過 85%未曾使用政府服務或未曾面對困難，當局應致力提升少數族裔

人士的中文語言能力，並向他們加強推廣及宣傳就業及公共服務，主動提供傳譯及翻

譯，以便能提供適切的支援。鑑於少數族裔的特別需要，「一視同仁」的政策及措拖並

不足夠，社聯認為政府應設立高層次跨部門的委員會制定、統籌及監管少數族裔政策，

以平等機會及「無障礙」為原則，提供針對性的政策及措施，才能有效幫助少數族裔人

士脫貧，減少跨代貧窮的情況出現。 

 

社聯就此提出三方面具體建議： 

 

教育：出版中文為第二語言教材及習作，增加撥款透明度，提高家長及學生知情權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簡稱「學習架構」）已實施近三年，但仍未能

提供相關的課程、教材及習作，建議教育局盡快就著「學習架構」設計、編制及出

版一套完整的教材及習作，讓所有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老師均可使用。同時，訂

定「學習架構」的成效指標，包括長中短期的具體目標、量度指標及監管方法等。 

 現時取錄十個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中小學共有二百多間，這些學校每年獲政府額外

撥款 80 至 150 萬支援非華語學生，但這些學校的名單一直都沒有公開；故此有需

要增加透明度，提高家長及學生的知情權，以便選讀合適的學校。 

 

 



就業：檢視公務員職系的中文書寫要求，加強就業支援及推廣聘請少數族裔 

 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的競選政綱，政府應有系統地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書

寫要求，另建議政府各部門在不同職級聘用固定比例或數目的少數族裔公務員，為

他們提供更多加入政府工作的機會。 

 上述政綱亦指出有需要加強就業的支援，建議勞工處的就業中心應主動向少數族裔

求職者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聘請少數族裔人士協助提供就業服務，為少數族裔人

士提供免費的個人化就業服務，包括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和轉介，並積極向僱主推

廣少數族裔人士的工作能力。 

 

公共服務：增加文化敏感度，主動提供傳譯服務，收集及公佈少數族裔的相關數據 

 加強為公職人員提供少數族裔文化敏感度訓練，確保每個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前

線員工均接受相關培訓，主動提供傳譯服務給少數族裔服務使用者。政府部門及公

營機構須制定傳譯及翻譯服務的使用流程，並確保前線員工熟識其使用方法。 

 收集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公共服務（包括社會福利署、房屋署、勞工處、衛生署及醫

院管理局等）的數據、服務成效及滿意程度、傳譯及翻譯服務的使用次數等，並定

期公佈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相關數字，以便訂定及改善服務措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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