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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流程
2021.3.29

時間 項目

15:00 致詞

15:05 播放宣傳短片

15:10 引介十年規劃背景及工作成果

17:00 意見交流

17:30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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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成果
(1)生活
(2)醫療
(3)教育及工作
(4)住宿
(5)出行

1. 背景

目錄

背景

自2008年8月31日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對澳門特別行
政區生效

2012聯合國亞太地
區經濟社會委員會
通過《仁川戰略》，
提及跨部門、多利
益攸關方及多層面
建立伙伴關係。

2013年行政長官：
透過跨部門研究小
組，積極跟進康復
服務十年規劃的各
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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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

預防殘疾 康復及融入社會 機會均等的權利及義務

願景



4

服務範疇
十年規劃13個服務範疇：

1. 預防和鑑定

2. 醫療康復

3. 學前訓練及托兒所

4. 教育（包括非高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

5. 工作、就業和職業康復

6. 住宿照顧

7. 社區支援

8. 社會保障

9. 自助組織的發展

10. 無障礙通道設施和交通

11. 資訊及通訊科技應用

12. 康體及文藝活動

13. 公眾教育

中期評估報告五大領域：

1. 醫療(預防和鑑定、醫療
康復、學前訓練及托兒
所)

2. 教育及工作 (教育、工
作、就業和職業康復、
社會保障)

3. 生活(社區支援、自助組
織的發展、康體及文藝
活動、公眾教育)

4. 住宿(住宿照顧)
5. 出行(無障礙通道設施和

交通、資訊及通訊科技
應用)

短期階段

(2016至2017年)

152項措施

已完成155項

中期階段

(2018至2020年)

125項措施

已完成130項

長期階段

(2021至2025年)

72項措施

措施執行情況

執行率
102%

執行率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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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協調和執行機制

跨部門策導小組

行政長官
及

其授權司長

跨部門執行小組

復康事務委員會

監察、評估和檢討機制

評檢系統

年度評檢 中期評估 十年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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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分享

12

（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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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

目標：

為殘疾人士提供所需的訓練及支援，協助他們發展潛能，增強他們
獨立生活的能力，並保障他們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康樂、
體育、文化及藝術生活。

13

（一）生活

1. 增加各類日間、暫住、家居支援服務的名額，減輕家庭
的照顧壓力

14

服務類別 2020年與2015年比較

日間康復
智障人士日間展能服務 +70個名額

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支援服務 +135個名額

聽障人士日間支援服務 +115個名額

暫住 暫住服務 +24個名額

其家 家居支援服務 +2隊

合計 +344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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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
2. 進行照顧者津貼可行性研究，推出照顧者津貼先
導計劃

15

（一）生活
3. 跨部門優化輔具服務

16

助行架 輪椅閱讀放大器 助聽器義肢

 衛生局：醫療輔具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習輔具
 社會工作局：生活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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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
4. 持續對相關組織的財政及技術支援

2015年 2020年 成效

社會工作局在康復服
務設施的財政資助(定

期及偶發性活動)

約2億澳門元 約3.34億澳門元 +67%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
特殊教育方面的資助

(包括學校及機構)

約1億澳門元 約3.3億澳門元 +230%

（一）生活

5.支持殘疾人士參與各類康樂、體育、文化及藝術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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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9年 成效

適合殘疾人士參與的大眾體育興趣
班數

33 75 +127%

殘疾人士參與大眾體育興趣班人次 132 926 +601.5%

殘疾人士參與大眾體育活動人次 2,378 2,749 +15.6%

殘疾精英運動員培訓人次 6 12 +100%

殘疾運動員在國際賽事獲取獎項例
子

1. 2015年世界夏季特殊奧林匹
克運動會田徑、羽毛球等多
項賽事第1名；

2. 愛爾蘭卡爾頓殘疾人國際羽
毛球賽輪椅羽毛球-男子單打
2級第2名；

3. 2015泰國殘疾人乒乓球
公開賽乒乓球-女子單打6-7級
第3名、乒乓球-女子單打TT6
級第1名

4. 2015年亞太聽障運動會田徑、
游泳女子多項賽項第1、第3
及第4名。

1. 2019年世界夏季特殊奧
林匹克運動會（阿聯酋）
田徑、滾球、保齡球等
多賽事名次；

2. 2019年國際智障人士體
育聯盟全球賽（澳洲）
田徑、游泳、乒乓球多
賽事名次；

3. 國際乒聯亞洲殘疾人士
乒乓球錦標賽（中華台
北）女子乒乓球團體
TF6-7級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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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圖3.0展 —
感官牆

大英博物館館藏意大利文藝復興
素描展—無障礙參觀體驗

噴出繽紛世界

拈花惹草

（一）生活

22
為殘疾人士提供圖書遞送服務

設有視障閱讀機的圖書館：
 澳門中央圖書館
 沙梨頭圖書館
 青洲圖書館
 氹仔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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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
6. 加強公眾教育，致力推廣《殘疾人權利公約》，以及與其日常生
活息息相關的法律訊息

不同媒體宣傳

學校： 《公約》巡迴展板、
問答遊戲、《公約》教材
套工作坊、共融主題推廣

活動

多元模式推廣「有禮生活
約章」

公職人員推廣：晉級培訓
課程增加社會共融觀念、
前線接待技巧培訓課程加

入《公約》

研究及規劃：公民教育調查
中，了解公眾對社會共融精
神的認知與滿意度、第二次
“公眾對殘疾人士態度及對
《殘疾人權利公約》認識的

調查研究”

“殘疾人權利與保障”專題
講座

“殘疾人權利與保障”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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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禮生活約章」為主題開展宣傳計劃，向社會推廣包容、反歧視及互相尊重等
精神，潛移默化使之形成良好的社區意識與氛圍

表：2016至2020年以「有禮生活約章」為主題開展的宣傳工作
項目 內容 舉辦次數 參與人次

恒常性宣傳 海報、宣傳品、報章廣告、電視及電台
廣告、網絡平台如Facebook、

Youtube等
主題性推廣活動 贈送有禮揮春活動、作文比賽、書法比

賽、公民教育夏日好友營、巡迴展覽、
讀後感寫作比賽、講故仔比賽等

22次 41,000人次

網上活動 “找找看”益智小遊戲、“有禮生活．
齊齊讚”

10,000人次

公民教育資源中心活動 活動內容加入“有禮生活約章”的元素 410場

與團體合作的活動 “有禮生活約章”之“有禮待人”大專
院校辯論比賽、「愛在小城」、「散播
愛」外地僱員公民教育推廣、「民仔民

女」義工團社會服務實踐等活動

3,500人次

公民教育資訊 向青年活動中心、大專院校、圖書館、
主要團體及市政署對外服務等地點派發

25期 89,00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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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培訓達
標式培訓課

程

前線接待技
巧課程

共融觀念
殘疾人權利公約

 42班「必修班」
 20班「深化班」
 2015至2020年：1184人參與

將社會共融觀念加入公務人員核心價值

7. 推出“支持殘疾人士購置輔具先導計劃”，
透過資助分擔殘疾人士購買指定輔具的費用，
協助他們提升生活質素和參與社會的條件。

（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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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整體成效(1)
2015年 2019年 成效

社工局對康復服務設
施的財政資助

約2億澳門元 約3.34億澳門元 +67%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在
特殊教育方面的資助

(包括學校及機構)

約1億澳門元 約3.3億澳門元 +230%

適合殘疾人士參與的
大眾體育興趣班 33班 75班 +127%

殘疾人士參與大眾體
育興趣班人次 132人次 926人次 +601.5%

殘疾精英運動員培訓
人次 6人次 12人次 +100%

(一)生活—整體成效(2)

服務類別 2020年與2015年比較

日間康復
智障人士日間展能服務 +70個名額

精神病康復者社區支援服務 +135個名額

聽障人士日間支援服務 +115個名額

暫住 暫住服務 +24個名額

其家 家居支援服務 +2隊

合計 +344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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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

31

（二）醫療－目標

貫徹“預防優先，妥善醫療”的施政理念

持續優化社區衛生和專科醫療服務

關顧特定群體的醫療需要

達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的目的

致力預防因疾病、意外或其他原因而導致殘疾或精神殘疾的
情況，透過醫療康復、訓練及治療，恢復身體功能及精神功
能。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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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顯著成效

兒童早療服務

新生兒聽力篩查

社區精神科服務隊

康復服務

與私營和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

完善硬件建設

所有交通燈組安裝發聲提示設備，減低因意外致殘
的情況

33

（二）醫療
1. 兒童早療服務

由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社會工作局合作

設立兒童綜合評估中心和兒童康復治療中心

向非牟利醫療機構購買語言治療服務

輪候評估由最長一年縮短至4週內

輪候治療由最長兩年縮短至6-9週內

不斷優化環境，縮短輪候時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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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

2016年6月:兒童綜合評估中心

2017年6月:兒童康復治療中心

社會工
作局

教育及
青年發
展局

衛生局1. 兒童早療服務

為6歲及以下有需要的兒童提供發展評估、康復治療和轉介服務

52
104

4 6
0

50

100

150

輪候評估 輪候治療

兒童輪候評估及治療時間(週)

中心成立前 中心成立後

不斷優化環境，縮短輪候時間

嚴重個案
立即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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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家長培訓和工作坊 2020年1至11月

場數 20場

參與人數 超過1,000人次

38

2016至2020年

早療訓練服務
(社會工作局資助)

+204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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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

2. 開展共融托兒服務

39

包剪揼托兒所

嘉模托兒所

（二）醫療

3.新生兒聽力篩查

40

2006 2015 2018

高危新生兒 全澳新生兒 鏡湖醫院負責檢
測該院出生的新
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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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前檢查 兒童保健 新生兒聽力篩查

助聽器 人工耳蝸手術

2020年上半年，已篩查2,790人，
9人有聽力損失。

（二）醫療

4.社區精神科服務隊

患者

仁伯爵綜
合醫院精

神科

社區精神
健康專項

機構

衛生中心

社區服務
團體

四級聯防、四環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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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外展隊 跟進個案 社區隱藏個案

截至2020年10月 約540宗 120宗(約20%)

2016年7月，成立社
區精神科服務隊

精神科外展服務 多職系團隊跟進

（二）醫療

5. 加強及深化社區精神康復服務

舉辦一系列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精神健康急救導師培訓課程、
與利民會合作設立寛樂身心健康服務站

寛樂身心健康服務站 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精神健康急救導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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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

6.設立社區康復病房及加強康復服務

2016年，將科大醫院四樓的仁伯爵綜合醫院社區綜合

病區改為社區康復病房，加強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等

康復服務。

目前有27張病床。

45

配合出院計劃、長者健康支援熱線、慢性病自我
管理。

加上工聯康復中心、九澳康復醫院和未來離島康
復醫院等設施。

46

加大對病人的康復服務
和離院支援，強化醫院
和社區間的無縫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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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
7.與私營和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

47

2018年推出電子醫療券，使用期延長至兩年

中西醫門
診

牙周潔治
學童牙溝

封閉

子宮頸癌
篩查

住院病人
護送

家居護理

心理治療
防治愛滋
病教育

善終（康
寧）服務

護理教育
健康推廣

活動

（二）醫療
8. 完善硬件建設

48

2019年：九澳康復醫院

2018年：青洲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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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20年：下環衛生中心

離島醫療綜合體、路環石排灣衛生中心
等工程，正有序興建

（二）醫療
9. 交通燈組全面安裝發聲提示設備，保障視障人士過
路安全，致力減低因交通意外致殘的情況發生。

50

2015年 2020年 成效
設置行人橫道
發 聲 系 統 (佔
交通燈路口百
分比)

686套(98%)
765套

(100%)
覆蓋所有交
通燈路口

交通意外宗數 15,804宗 10,194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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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整體成效

2015年 2020年 成效

兒童輪候評估時間 最長52週 一般個案平均4週 縮短48週

兒童輪候治療時間 最長104週 一般個案平均6週
嚴重個案立即治療

縮短98週

設置行人橫道發聲
系統(佔交通燈路口

百分比)
686套(98 %) 765套(100%) 覆蓋所有交通燈路口

交通意外宗數
15,804宗 10,194宗 -35%

（三）教育及工作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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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目標

1. 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及權利；

2. 充分發展學生潛能，培養自尊自重精神；

3. 增強獨立生活和適應能力，切實融入社會；

4. 享有同等就業機會、選擇工作的權利、公平和良好的工作條件；

5. 提供合適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專業康復服務，提升競爭力。

53

(三)教育及工作

1. 修訂《特殊教育制度》法規

2020年7月27日公佈了新修訂的第
29/2020號《特殊教育制度》行政法
規，法規自2021/2022學校年度之首
日起生效；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舉辦16場，
出席人數共1,086人。

54



28

55

修訂
重點

評估

專業性

課程

資優
教育

學位
安排

證書

治療/
訓練

服務與
支援

(三)教育及工作
2. 完成六個科目的特殊教育課程指引補充本

56

特殊教育
課程指引
補充本

中文

數學

常識、
科學與
人文

體育與
健康

資訊科
技

藝術

特殊教育課程指引補充本於2019/2020學年
起供學校參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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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

57

3. 開辦語言治療/訓練小組班

由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共舉辦73場
語言治療/訓練小組班，合共提供645對親
子培訓名額。

(三)教育及工作
4. 加強家長教育工作

自2010/2011學年開始舉辦「全方位
協助孩子成長」系列講座，提升家
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子女的認識及
照顧技巧。

58

年份 舉辦班數 名額

2016 9 300

2017 18 540

2018 24 904

2019 30 906

2020 12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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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

59

評估工具

韋氏幼兒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澳門版）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澳門版）

澳門地區小學1至3年級特殊學習困難學生診斷測驗

澳門地區小學4至6年級特殊學習困難學生診斷測驗

澳門地區初中學生特殊學習困難診斷測驗

澳門地區幼兒發展知能篩選量表

澳門地區幼兒發展知能診斷測驗

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語文版•澳門版）

陶倫斯創造思考測驗（圖形版•澳門版）

澳門兒童語言發展篩查量表

行動和動作創造思考測驗

5. 發展具澳門常模的評估工具，有效及準確評估不同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需要

(三)教育及工作

6. 保障身心障礙人士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60

學年 身心障礙學生（人） 就讀於本澳高校（所）

2016/2017 19 6

2017/2018 22 7

2018/2019 28 7

2019/2020 22 6

2020/2021 25 6



31

(三)教育及工作

7. 支持及鼓勵高校優化為身心障礙學生制定的考試及就學便利措施

61

 “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
考試”於2017年建立恆
常的身心障礙學生特

別考試安排

在校園設有無障礙設施為有關學生提供包括上課、作
業及考試的便利安排

(三)教育及工作

62

考室安排

試題及

作答安排

輔助設備

調整

考試時間

“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推出身心障礙學生特別考試安排

學年 申請個案 接受個案

2017/2018 5 5

2018/2019 3 3

2019/2020 4 4

2020/202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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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
8. 舉辦「工作體驗活動」，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獲得實際

工作體驗

63

年份 參與學校(間) 參與企業(間) 完成實習學生(人) 成功轉介就業(人)

2016 3 3 21 8
2017 5 4 21 9

2018 7 4 35 15

2019 9 7 44 20

2020 7 8 28 9

(三)教育及工作

9.殘疾人士求職登記及就業轉介服務

提供上門求職登記服務，派員到訪特殊教育學校及康復機構，為有意
就業的殘疾人士辦理求職登記

64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首次求職登記(人) 81 78 77 66 67

成功轉介就業(人次) 36 61 51 4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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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

10.透過「喜見・樂聘」活動，為企業及有就業需求的殘疾人士提
供直接面試的機會，提高企業對各類殘疾人士就業能力的了解
和接納

65

年份 2018 2019 2020

參與企業(間) 14 14 22

出席殘疾人士(人) 26 57 74

成功轉介就業(人) 8 19 14

(三)教育及工作

11. 提升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

為殘疾人士舉辦「展我才能」房務員培訓及補充課程、「手語教學證
書課程」



34

(三)教育及工作

12.持續開拓更多適合殘疾人士的職種

成功轉介新職種包括：

翻譯員
花藝

助理員

娛樂場
服務(電
子莊荷)

洗牌房
員工

屋苑維修
技工

控制室
操作員

郵遞中心
服務員

倉務部
助理

工程部
技工

建築工人
(紥鐵及

地盤雜工)

(三)教育及工作
13.舉辦「優秀殘障僱員暨識才僱主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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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
14.增加職業訓練及輔助就業服務名額

表：職業康復機構增加職訓及輔助就業名額情況

年份 機構名額 職訓及輔助就業名額

2016年 毅進綜合服務中心 42
2017年 寶利中心 100
2018年 寶翠中心 80

合計 222

(三)教育及工作
15.推出「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

殘疾金受益人每12個月有2次試工機會，並設有每次90日合共180
日的試工寬限措施和迅速返回機制，增加殘疾人重投勞動市場的
動機和自信。

參與「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統計

2018 2019 2020

申報人次 91 138 110

有效個案數 84 126 100

試工結果

就業 22 61 39

離職 45 51 46

觀察 17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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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及工作—整體成效

項目 2016至2020年

修訂《特殊教育制度》行政法規 法規自2021/2022學校年度之
首日起生效

特殊教育課程指引補充本 完成6個科目

語言治療/訓練小組班 73場，645對親子培訓名額

「全方位協助孩子成長」系列講座 93班，3,124個名額

成功轉介就業 209人次

職業康復機構增加職訓及輔助就業名額 222個名額

「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試工後成功就業
124人次

72

（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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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
目標：

為未能獨立於社區生活的
殘疾人士提供合適的住宿
照顧和所需訓練，協助他
們培養獨立生活能力，盡
可能融入社區生活。

73

（四）住宿

1. 檢討《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規

定》、《房屋局關於長者社屋設

計的規定》及《社會房屋翻新工

程指引》，以持續評估規定及指

引之適用性及有效程度，因應實

際情況作修訂；使指引更緊貼未

來長者及殘疾人士住屋設計的需

求。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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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規定及指引的編制情況

2017年6月
完成修訂《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並改名為《公共房屋設
計及建造規定》及《房屋局關於長者社屋設計的規定》。

2017年10月 完成編制《社會房屋翻新工程指引》。

2018年9月 完成修定《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規定－2018年版本》。

2021年1月 完成修定《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規定－2021年版本》。

已要求建設部門按規定對公共房屋進行設計及建造。

（四）住宿

2. 深化改善舊有社屋屋邨無障礙

環境，在有需要時進行公共部分

及室內改善工程，按實際情況增

設及改善無障礙設施等；以完善

舊有社屋屋邨無障礙環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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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階段 舊有社會房屋無障礙環境的優化項目

短期階段

對全澳社屋中72部升降機增加發聲裝置，及對64部升降機增加
盲文按鈕，以令現時社屋中的所有143部升降機均已配備盲文按
鈕及發聲裝置。

完成石排灣社屋樂群樓入口無障礙改善工程，令樂群樓全部12
個主出入口均具有無障礙通道。

中期階段

改善台山平民新邨居住環境工程，已完成合共3期工程，每期更
換96個住宅單位大門為無障礙趟閘、更換防滑地磚及平整地台
等。

為氹仔平民新邨第九座主出入口加裝了無障礙升降平台。

78

（四）住宿

3. 收集社會房屋殘疾人士住屋數

據資料，進行整合及分析，豐富

社會房屋殘疾人士資料數據庫之

內容；以更好評估殘疾人士住屋

需求，調整不同程度的無障礙設

施的社會房屋單位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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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

4. 增加殘疾人士住宿服務名額合共376個，縮短殘疾人士的輪候時間。

79

灣晴居 樂融山莊 朗程軒

80

類別 2020年與2015年比較 增加名額的住宿服務設施

住宿服務 +352個名額 灣晴居、朗程軒、聖路濟亞、樂
民居、樂融山莊

暫住服務 +24個名額 灣晴居、朗程軒、樂融山莊

合計 +376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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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
5. 為提升康復住宿設施的服務質素，支持留置人才

81

部分住宿設施開設了營養師及藥劑技術員等專業職種，更好
地照顧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開展「殘疾人士住宿設施服務質素管理
與評估制度」顧問服務

(四)住宿—整體成效

2016至2020年

舊有社會房屋無障
礙環境的優化項目

 社會房屋所有升降機(143部)：配備盲文按鈕及發聲裝置
 石排灣社屋樂群樓：12個出入口設置無障礙通道
 台山平民新邨：更換288個住宅單位大門為無障礙趟閘、更

換防滑地磚及平整地台等
 氹仔平民新邨第九座：主出入口加裝無障礙升降平台

住宿服務名額 +352個

暫住服務名額 +24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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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五）出行

（五）出行
目標：

為殘疾人士建設一個無障礙的建築及出行環境，以
及無障礙地利用資訊和通訊，加強他們獨立和充份
參與生活與社會事務的各個方面。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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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行
1. 跨部門完成制訂《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全面建設無障礙城市

85

2.加強無障礙的培訓
政府部門人員：《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認識及協

助殘疾人士

殘疾人士：無障礙檢測培訓

86

認識及協助殘疾人士培訓 無障礙檢測培訓

（五）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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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門特區無障礙共融社區約章」

87

（五）出行

參與單位：24個政府部門＋98間社服團體及設施

友善

關懷

4. 公共部門檢視及完善現存接待公眾的地方及設備是否符合《澳門特
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的要求

88

107個政府部門及受資助機構按照《指引》
開展了8,528項次的無障礙建設工作

（五）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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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完成增設公共道路無障礙設施工程(花王堂區) ，共完成街口數量514 個，增設
了 4964 塊導盲磚，調整了 207 個過路街口高度，更換了 669 米路緣石。

5. 構建無障步行環境，照顧居民的出行需要

（五）出行

90

 已完成「友誼大馬路近漁人碼
頭之行人天橋建造工程」，天
橋已開放使用。

 正進行「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走廊建造工
程」及「黑沙環三角花園行人天橋設施改善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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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增設公共道路無障礙設施工程(望德堂區)」，工程於2019年10月下旬展
開，2020年3月完成。

 已完成街口數量 282 個，增設了 2082 塊導盲磚，調整了 136 個過路街口高
度，更換了 210.8 米路緣石。

94

 「美化及改善祐漢及馬場一帶街道工程 (第二期)」工程於2019年4月完成。完成了麗華新邨、
康樂新邨、杏花新邨、美蓮大廈、華茂新邨、福泰工業大廈及僑光大廈周邊的行人道美化工
程。

 「美化及改善祐漢及馬場一帶街道工程 (第三期)」工程於2019年10月下旬展開，並於2020年3
月份完成。完成了樂富新邨、民安新邨、永添新邨及唯德花園周邊的行人道美化工程。

 「美化及改善祐漢及馬場一帶街道工程 (第四期)」工程於2020年9月下旬展開，並預計於2021
年第二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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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完成的行人天橋及步行系統工程資料

項目 工程完成年份 負責部門

1 愕街自動扶梯系統 2016 土地工務運輸局

2 九澳聖母馬路行人天橋 2016 土地工務運輸局

3 焯公亭連接東望洋斜巷行人隧道 2016 土地工務運輸局

4 焯公亭連接松山健康徑行人隧道及升降機 2016 土地工務運輸局

5 氹仔小潭山觀景台 2016 土地工務運輸局

6 林茂海邊大馬路行人天橋 2017 土地工務運輸局

7 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行人天橋 2017 土地工務運輸局

8 何賢紳士大馬路行人天橋 (改善工程) 2017 民政總署(現市政署)

9 嘉樂庇總督馬路行人天橋及大潭山斜行升降機 2017 土地工務運輸局

10 東望洋街行人天橋 (改善工程) 2018 土地工務運輸局

11 輕軌各車站行人天橋 2019 運輸基建辦公室

12
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走廊

(部份開放運動場道輕軌車站至運動場圓形地)
2019 土地工務運輸局

13
友誼大馬路行人天橋

(海港街及外港碼頭)連接橋
2020 土地工務運輸局

6. 改善社會服務設施無障礙設備
階段 受資助社會服務設施類別 2016至2020年完成的無障礙改善工程/項目

第一階段 長者及康復住宿設施

2,804項次
(81間設施)

第二階段 長者日間服務設施

第三階段 康復日間服務設施

第四階段 家庭及社區服務服務設施

94

社會服務設施增設無障礙櫃台、觸覺引路徑、無障礙開門掣等

（五）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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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化設施無障礙設備

95

（五）出行

 6處世遺景點增設語音導覽系統、無
障礙瀏覽功能、手語翻譯等

石排灣圖書館—無障礙書架、無
障礙洗手間、無障礙通道

8.全澳致力推動無障礙公共運輸出行環境

96

低地台設計及輪椅輔助設施列為新購中巴及大巴的購車規定準則

（五）出行

佔整體營運巴士

低地台設計 >60%

輪椅輔助設施 62%

愛心座(4至6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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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推出視障人士助乘發聲設備

97

「視障助乘巴士報站」手
機應用程式覆蓋15條路線

（五）出行

實時巴士站

巴士報站

巴士途經站點

98

10. 在特別的士公開競投中要求增加無障礙的士數目。

（五）出行

200部特別的士:
 10部無障礙的士
 20部大型的士

主動引入10
部機動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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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致力透過法規及技術層面改善的士的服務品質，持續優
化的士服務的質與量，方便乘客選乘安全可靠之的士服務

（五）出行

《輕型出租車
客運法律制度》

2019年6月3日
正式生效

行政管理 調查取證 調升罰款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18年 1878 1431 1291 1526

2019年 1702 1083 209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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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及2019年的士違規個案(宗數)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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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殘疾人士免費乘搭巴士及輕軌

101

2019

 4月21日起，持
殘疾卡免費乘
搭巴士

2018

（五）出行

 持殘疾人士輕軌通卡
可免費搭乘，並豁免
首次辦證費用

項目 2015年 2020年 成效

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乘車人次
約182萬人次 約230萬人次 +26%

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
車資補助總額

約516萬澳門元 約1,113萬澳
門元

+116%

低地台巴士佔營運巴士比例
58% 7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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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6年 2019年 成效

具無障礙設置之行人過路設施(天
橋、行人隧道)

25個 41個 +64%

行人過路設施無障礙設施設置率
(天橋、行人隧道)

45% 61% +16%

104

13. 推出非預約循環路線的復康巴士，制訂評鑑機制以提升質素。

駿暉穿梭復康巴士定時於固定路線接載殘疾人士

（五）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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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開展上落樓出行支援服務

105

（五）出行
2019年1至12月：

2,300人次

15 . 持續優化及拓展各項電子化服務，讓殘疾人
士能便捷地獲取政府服務

106

（五）出行

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
推出時間：2019年
服務項目：超過60項
使用人次：14萬(截至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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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持續推動電信營運商增強前線人員接待長者及
殘疾人士的能力、推動私人機構建設無障礙網頁

107

（五）出行

17 .提升手語翻譯的質量、本地化及普及化的發展

108手語社區推廣

手語翻譯員培訓

（五）出行

11個政府部門提供視像手語翻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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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行—整體成效(1)

2016至2020年

無障礙建設項目 超過1萬項

低地台設計佔整體營運巴士 70%

輪椅輔助設施佔整體營運巴士 62%

愛心座佔整體營運巴士 100%

無障礙的士數目 10部無障礙的士、20部大型的士、10部機
動的士

上落樓出行支援服務 2,300人次(2019年)

一戶通申請帳戶 超過9萬人

項目 2015年 2020年 成效

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乘車人次
約182萬人次 約230萬人次 +26%

殘疾人士車資優惠計劃—
車資補助總額

約516萬澳門元 約1,113萬澳
門元

+116%

低地台巴士佔營運巴士比例
58% 70% +12%

(五)出行—整體成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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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6年 2019年 成效

具無障礙設置之行人過路設施(天
橋、行人隧道)

25個 41個 +64%

行人過路設施無障礙設施設置率
(天橋、行人隧道)

45% 61% +16%

(五)出行—整體成效(3)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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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結束
多謝參與!

電郵:macau_rpp@ia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