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全面支援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

•• 非華語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志向和中文語文能力
選擇不同的學習途徑。由2014/15學年起，教育局
會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和支援
教學材料，幫助小學和中學的非華語學生有效學
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以期促成他們銜接主流中文
課堂。

•• 在高中提供與資歷架構第一至三級掛鈎的應用•
學習（中國語文）科目，有關的成績會列載於香港•
中學文憑證書。

•• 非華語學生報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國際普通•
中學教育文憑及普通教育文憑的中文考試，可獲•
考試費資助。他們考取的成績獲得國際認可，且在

就業

提高少數族裔人士在公營及私營機構的就業機會

政府職位

•• 推行措施，確保少數族裔人士在投考政府職位時，
享有平等機會。這些措施包括在維持良好工作•
表現的要求的基礎上，檢討和修訂相關政府職位
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和招聘安排。

•• 警員的招聘測試程序已經修改，要求投考人除以•
中文外，以英文記述模擬警務行動中的情形。•
投考人如通曉外語/少數族裔語言，會獲給予額外
分數。

•• 聘用少數族裔人士擔任警察社區聯絡助理，•
以加強與少數族裔社羣的聯繫。至今，14個警區
共有15個警察社區聯絡助理職位。

•• 懲教署二級懲教助理的招聘安排經修改，以小組
面試取代中文寫作測試。

•• 其他紀律部隊如政府飛行服務隊及消防處，•
都正採取措施，改動中文語文能力要求或招聘•
安排。

報讀本地專上院校和大學時，獲接受為其他中國
語文科資歷。

•• 過往在關愛基金下資助低收入及非在學少數族裔
人士及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報考語文考試和報讀
僱員再培訓局的專設語文課程的計劃，已納入為
恆常的支援服務。

•• 為肄業離校的非華語學生發展獲資歷架構認可的
職業中文課程。

•• 由2014/15學年起，大幅增加有關學校的額外•
撥款，以協助學校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撥款額較2013/14學年增加約兩倍。
（由2013/14學年起，為學校提供的額外撥款已•
不再局限於所謂的「指定學校」，所有取錄10名•
或以上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均獲得額外撥款，•
為其非華語學生提供校本支援服務。）約有
15•000名學生直接受惠於這項措施。

•• 在2014年第一季推出專業進修津貼計劃，以提升
中文教師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
預計在推行計劃的首三年，約有450名教師受惠。
同時，我們亦會為2•000名來自約500間收錄•
非華語學生學校的教師，提供更多教授中文作為
第二語言的教師培訓課程和經驗分享機會。

•• 鼓勵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讓子女在學前階段開始•
學習中文。我們為三至九歲的非華語兒童舉辦•
地區為本計劃，透過有趣的活動，激發他們學習•
中文的興趣。我們亦鼓勵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與•
入讀小一，以及升讀小二、小三或小四的子女一同
參加暑期銜接課程。

私人機構職位

•• 勞工處在所有就業中心特別設立專門櫃檯，•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工作轉介服務；此外，•
更定期舉辦專為他們而設的就業講座，協助•
他們認識本地就業市場情況及改善求職技巧。•
少數族裔人士也可與就業顧問會面，以尋求•
意見和切合他們需要的就業服務。

•• 勞工處搜羅適合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的職位空缺，
並舉辦招聘會，以協助他們就業。

•• 僱員再培訓局提供以英文授課、配合少數族裔•
人士就業需要的專設課程。該局的培訓機構亦有
為已完成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的少數族裔人士•
提供就業跟進服務，協助他們投入就業市場。

•• 建造業議會推行推廣活動，並聯同業界舉辦•
招聘會，吸引少數族裔人士加入建造業，以及吸引
在職的少數族裔建築工人參加培訓課程，提升•
技術水平。

Mohammad Heina Rizwan

Gado Jazz

協助少數族裔社羣
香港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他們的父、祖輩早年
已來港定居，在香港的發展歷史中擔當重要的 
角色。這些少數族裔社羣在這裏落地生根，融入
香港這個大家庭，成為社會的一分子。

政府現正在教育、就業、社區外展等方面加強 
措施，幫助少數族裔人士，特別是年輕的一代 
和新來港者，順利融入社會。

我來香港中途插班讀一年級時，只會說 
巴基斯坦話。中文老師在課後幫我透過聽收音機、 

看電視機、努力練生字學中文。我很開心
我的中文已跟得上本地同學，又可以 
讀主流班！我明年會讀中一。         

最初我是透過元朗區少年警訊認識警務工作， 
後來擔任警察社區聯絡助理。我很高興能與 
非華裔社羣分享工作經驗，且在 
促進警民融合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去年，我被建造業議會的培訓課程 
所吸引，報讀了金屬棚架課程，學會了 
很多搭建金屬棚架的技巧。現在，我已經是註冊 
半熟練技術工人，並從工作中取得很大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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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仁杰



社區外展

加強支援服務，幫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

•• 在葵青區開設一間新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
中心，提供專設學習班、輔導服務，以及融和•
活動。新中心啓用後，共有六間中心及兩間分中心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

•• 在所有支援服務中心和分中心設立青少年專責•
小組，為少數族裔青少年提供專設計劃，例如體育
及文化活動，以協助他們的個人成長發展。

•• 推行青少年大使計劃，聘用約六名全職和30名•
兼職、熟悉少數族裔文化和語言且背景相近的•
大使，主動接觸少數族裔青少年，與他們分享自身
的經驗，向他們提供意見，並在有需要時安排•
轉介。

•• 民政事務總署會加強人手支援，增聘五名熟悉少數
族裔文化和語言的員工，以推行這些措施。

•• 現時少年警訊已有超過1•900名少數族裔會員。•
警方會繼續鼓勵少數族裔青少年加入少年警訊，
並藉着少年警訊的活動和訓練，培養少數族裔•
青少年的領導技巧，向他們灌輸正面的價值觀。•
現時的目標是在五年內將少數族裔少年警訊會員
的數目增至2•500名。

健康

確保少數族裔人士不會因為語言障礙而無法使用
公共衞生服務

••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公立醫院及診所現時為少數•
族裔病人提供17種語言的傳譯服務。

宣傳教育

促進相互了解和推廣反歧視信息

•• 與香港電台合力製作電視特輯及推行學校外展•
計劃，協助公眾了解不同族裔人士的文化及習俗。

•• 在平等機會委員會之下成立少數族裔人士專責•
小組，負責推廣反歧視信息。

歐陽慧蘭

幾年前剛來港時，學習廣東話對我來說是一項 
巨大的挑戰。我從一個電視節目中知道少數族裔
支援服務中心，立即被中心的服務所吸引， 
後來報讀了中心的廣東話和電腦班。 
中心的服務對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 
幫助，現在我已經可以用簡單的廣東話與 
本地華人溝通。

少數族裔病人到診，有時會因語言障礙，以致在
溝通時出現困難。我發現當我們安排了傳譯員 

透過電話或以面對面方式提供傳譯服務， 
與病人溝通便容易了很多。我可以更 
清楚他們的健康情況，及更有效地解釋 
治療的方法。

身為國際傳媒集團的人力資源總監，我清楚明白
員工中有不同種族背景人士的好處和重要性。 
我們堅定支持 《種族歧視條例》，禁止 
對少數族裔人士作出歧視行為。

前瞻
政府每年額外投入2億元推行上述措施，目的是 
藉着大家的共同努力，讓本港的少數族裔人士 
發揮潛能，同時使香港成為真正共融的社會。

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聯絡相關部門。

教育： 3540 7447（教育局）

就業：   2810 2639（公務員事務局）  
 2860 2860（香港警務處） 
 2717 1771（勞工處）  
 182 182  （僱員再培訓局）  
 2100 9101（建造業議會）

社區外展： 2835 1747（民政事務總署） 
 2860 6157（香港警務處）

健康：  3509 8765（食物及衞生局）

宣傳教育： 2810 2059（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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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u Shamdasani

潘醫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採用環保油墨及用再造紙印製）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有關決策局
2014年1月

扶助少數族羣
2 0 1 4 年 施 政 報 告 新 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