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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文：吳秉東 

 

今年，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迎來了 60周年的里程碑。在鑽禧之年，我們回望本會一路

走來的歷程，不僅是對視障人士的權益倡議、就業支援與社會融合的努力，更是見

證一個社群如何從被動的受助者，蛻變為積極的參與者、貢獻者，並在不同的角色

中推動改變、創造價值。 

 

從《為社群爭取權益，為社會帶來價值》一文中可見，本會在權益倡議上的堅持與

突破。從發聲交通燈到政策規劃階段吸納視障人士聲音，我們不僅爭取權益，更推

動制度與文化改變。這些努力展現了視障人士的能力，讓他們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

重要力量。 

 

商界的支持亦是協進會發展的重要一環。《企業如何創造金錢以外的價值？》提到本

會與企業的合作形式，從早期的單向捐助，發展成近年共創價值模式。雙方透過合

辦活動，讓企業員工與視障人士攜手合作，實在地推廣共融理念，這不單提升了企

業的品牌形象，也讓視障人士的價值被更多人看見。 

 

在教育與就業層面，《從學習至社會參與和貢獻：一甲子的蛻變》回顧了視障人士從

特殊教育到主流教育的融入，再到多元化就業的過程。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意識

的提升，視障群體不再受限於傳統職業，而是活躍於不同領域，成為社會進步的重

要參與者。 

 

60年來，我們的角色不斷蛻變，從倡導者到推動者，從受助者到貢獻者。未來，本

會將繼續堅守初心，與社會各界攜手，推動更多改變，為建設多元共融的社會而努

力。 

 

 

 

 

 

 

 

 

 

 

 

 



題：為社群爭取權益，為社會帶來價值 

文：何睿知 

 

一甲子以來，權益倡議都是本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各位在街上見到的發聲交通燈，

或是港鐵月台的引路徑等，它們的出現均有本會成員的身影。事實上，權益倡議不

但是惠及視障社群的「利己」行為，也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利他」之舉。 

 

 從政策受益者到推動者，參與倡議工作 20年的本會會長黃俊恆和副會長陳志

剛，都不約而同回憶起他們早年與公共機構會面的場景。「不論是巴士公司，房屋

署或康文署，他們願意聆聽你在會上申訴，但卻較少主動處理投訴範圍之外的部

分。」本會倡議行動的理念乃是不只求被看見，更要帶來改變。陳志剛指，當《聯

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在香港實施以後，當局意識到需在政策規劃階段吸納殘疾人

士的聲音。他現正代表本會參與屋宇署的「無障礙設施諮詢委員會」，印證了本會

推動文化和思維改變的角色。 

 

 倡議工作讓大眾更立體地認識視障社群。黃俊恆在大學修讀公共行政，為實踐

所學，便在課餘時義務投身本會的倡議行列。「倡議除了讓公眾了解我們的權利和

需要，更能展現我們對議題的深入研究和客觀分析，並且有理有節地將之公開發

表，這不正是體現我們的分析，表達和游說相關技巧，繼而讓大眾認清我們能力的

最好方法嗎？」 

 

 近年社會經歷劇變，倡議的手法也要因時制宜，以取得更佳果效。另一位投身

倡議工作 10多年的本會執委施恩傑見證了不少友好團體因為各種原因，把推動政

策改變的工作放輕或放下。「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要承擔為視障群體發聲的使

命，在目標為本的氛圍下，我們需要的是提出平衡各方利弊的解決方法，不卑不亢

與不同持份者協商。」本會能以倡議為根本，以自身經驗去啟發、鼓勵和維繫他

人，持續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也算沒有辜負六十年來前輩的初心。 

 

 最後，筆者以三個「重視」概括本會倡議工作的核心思想——重視推動制度性

改變，重視體現視障人士的能力，重視公民社會的維繫與建構。筆者期盼本會的倡

議工作能走得更遠，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與可能。 

  



題：企業如何創造金錢以外的價值？ 

文：何灝源 

 

協進會創會 60周年，一甲子以來努力與商界建立關係。在創會初期，創會會長、

當年 20多歲的曾昭華（華叔）畢業後在生力啤酒當接線生，在沒有社工轉介工作的

年代，華叔積極開拓僱主網絡，曾向牛奶公司、嘉頓餅乾廠等企業叩門，期望商界

能給與視障人士一個工作機會。 

 

近年來，商界開始重視發展 ESG，即環境、社會和治理概念，致力提升企業品牌

形象，一方面增強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為此，不同企業積

極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本會亦多有受益，在過去一些大型活動，也獲得企業捐款或

物資贊助。然而 ESG的發展不止於此，除單一的捐助形式外，本會亦嘗試創造多元

化的合作形式，期望能為合作企業創造金錢以外的價值。 

 

在本會剛舉行的大型活動─「國際白杖日 2024 心睇力行慈善步行暨共融嘉年

華」中，我們得到大型護膚品牌贊助禮品。除了物資的捐助，他們更邀請本會的視

障人士教授其員工書寫點字，一起為每一份禮品貼上點字標籤，期望獲得禮品的人

士能感受到其企業對視障群體的重視及關愛，又讓前線員工學習與視障人士相處的

技巧，間接提升服務質素及推廣企業共融文化。 

 

此外，本會早前和煤氣公司攜手舉辦「看不見的照顧者—好『煮』意大比拼 」

烹飪比賽，期望喚起公眾對視障照顧者的關注以及認識視障人士的能力。比賽前，

煤氣公司邀請了本會的視障共融大使教授實用的領路及溝通技巧，務求煤氣公司義

工與視障參賽者在廚房裡合作順利，藉此促進互相理解和文化共融，同時向社會展

現其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管治理念。 

 

在 60年間，協進會緊隨社會轉變，調整與商業機構合作的形式，從單純接受資

源和協助，演變到現今能為企業們產生利潤以上的價值。未來，我們期望視障人士

能繼續以自身力量，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共同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出貢獻。 

 

 

 

  



題：從學習至社會參與和貢獻：一甲子的蛻變 

文：周俊昌 

 

在過去的 60 年裡，香港的視障人士在學習和社會參與上經歷了顯著的角色轉

變。由 90年代以前大多視障學童入讀視障或其他特殊學校，到步進千禧世紀，越來

越多視障學生進入主流學校接受教育。而學生畢業後，不少年輕人很快積極投身職

場，標誌著視障教育和就業上有著顯著進步，當然，仍有不少改善空間，但也體現

了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識和接納程度提升。 

 

時至今天，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對平等機會的重視，特別是讀屏軟件和其他

輔助科技產品的出現，令視障人士能更容易獲取信息，亦有助他們接受高等教育及

開拓視野的機會。 

 

本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與不同持份者致力推動融合教育。我們深信視障學生可

按其能力和需要，選擇入讀專為視障學童而設或是普通的主流學校， 學習及參與多

元的群體生活。我們亦不斷推動政府及教育機構，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支援，以確保

視障學生在不同教育環境中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發揮最大的學習效能。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們見證到越來越多的視障學生不僅能夠在主流學校中

學習，並且在學業上表現優異，在事業發展也不比其他人遜色。職業選擇也不再只

是按摩或文職，而是能夠在不同領域中發揮所長，包括：老師、音樂工作或表演者、

咖啡師、培訓顧問、律師、資訊科技專才等。他們的成功，展示了視障人士的潛能，

也成為更多視障學生的榜樣。這一切反映了社會大眾對他們能力的認同。 

 

現時，不少企業和機構開始正視視障人士的需要，過去曾多次邀請本會會員參

與生活及科技產品測試和設計，又檢視公司網頁或程式的無障礙及通達程度，確保

產品和服務能惠及視障人士。一方面標誌著社會的共融和多元發展，另一方面也推

動了視障人士的社會參與。 

 

展望未來，本會希望能繼續推動視障人士在教育和就業上的更多突破。隨著教

育水平的提升，我們期盼視障人士能夠在社會中發揮自己潛能，為社會作出更多貢

獻。 

 

 

  



活動回顧 

 

2024年 10月 27日 

國際白杖日「心睇力行」慈善步行暨共融嘉年華 

今年有過百位視障人士及接近 300位企業義工、公眾人士組成多個隊伍，參與國際

白杖日「心睇力行」慈善步行。我們亦在山頂設置由視障人士參與創作的共融嘉年

華攤位及舞台表演，向大眾展示「手執白杖，獨立自強」的訊息。 我們衷心感謝所

有支持者，包括贊助商拜耳香港、Chellaram Foundation、Johnson & Johnson、Aesop、

信和集團、香港建築業物料聯會、支持機構、表演團體、義工、步行參加者！活動

能夠圓滿成功，離不開各位的參與。當日為本會籌得 36萬善款，將會用作支持新失

明人士及視障長者的服務。 

 

2024年 10月 12日 

看不見的照顧者 – 好「煮」意大比拼 

本會獲煤氣公司邀請合辦《看不見的照顧者 – 好「煮」意大比拼》視障照顧者烹

飪比賽，喚醒大眾對視障照顧者的關注。活動當日由 21位視障人士及煤氣公司義工

齊集煤氣烹飪中心，在一小時限時內合作烹調一道菜式。烹調過程全由視障人士作

主導，由設計食譜、切菜備料，到明火烹調，全都得心應手，說明視障人士亦能越

過重重困難，勝任照顧者的角色，希望社會對他們有更多支援。 

 

2024年 8月 24日 

第一屆共融電競比賽 

視障朋友也熱愛玩電腦遊戲。有見及此，職教中心早前舉辦第一屆共融電競比賽，

成功招募一眾視障朋友及公眾人士參與電競比賽。當日有 10位視障朋友及近 10位

公眾人士和義工齊集職教中心，一分高下！即場亦提供口述影像直播賽事，讓未能

出席的人士也能感受比賽的狂熱氣氛，打破大眾對視障人士既定的觀念。 

 

2024年 7月 17日 

賽馬會開聲體 - 香港單車館導賞活動 

場地單車作為香港奧運代表隊重點項目之一，賽馬會「開聲體」和視障朋友有幸獲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邀請，於 7月 17日一同前往香港單車館參加導賞活動，在奧運開

賽前夕溫故知新！活動中他們能踏上真正賽道，透過觸感感受場地接近 43 度嘅坡

度，參加者都顯得十分興奮。感謝中國香港單車總會的特別安排。 

 

2024年 7月 5日 

無障礙智慧出行 - CityGeni 

協進會社企 GATE與科技公司Mapxus合作，透過開發 CityGeni 室內定位及導航手機

應用程式，繼續推動本地無障礙室內定位及導航的服務。協進會很高興能夠與



Mapxus攜手合作，透過 CityGeni實現視障人士無障礙智慧出行，讓殘疾人士亦能感

受到智慧城市及創新科技所帶來的益處。歡迎下載 CityGeni，一起感受智慧城市和

創新科技帶來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