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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協辦 

「福利的發展，社會的未來」- 五年福利焦點集思會 (2011 年 6 月 11 日) 

第一組︰長遠福利規劃總結 

 

福利理念定位 

 

1) 現時香港的福利政策觀仍處於救濟模式(Need Base/Remedial)，因此缺乏長遠的福利

政策的規劃。 

 

2) 福利觀應從現時的補救模式轉向以人為本的權利模式(Right Base)。讓接受福利的受

助者不被標籤及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權利。 

 

3) 有意見表示在外國很地方亦實行權利模式，但其中會產生爭議的問題，社會不同階

層不同的聲音、社會的承擔力及利益。因此香港是否全面實行權利模式應要小心考

量，福利政策在香港實行時應該在救濟式與權利模式的連續體中找一個可行的平衡

點。 

 

4) 現時香港社會福利模式仍然沿用多年前的服務功能劃分(如分為青少年、老人、弱能…

等)，此模式是否能全面配合社區現況及現時家庭的發展與需要。此模式能否仍提供

適切服務思考架構來分析、計劃長遠的福利政策目標。 

 

5) 有意見提出現時社會上的問題很多時是由社區轉變而產生的，建議可從一個社區角

度去分析及回應現時福利的問題。其中一個概念是「社區承托家庭」從社區是家庭

的基本，從社區層面去分析，讓家庭建立在社區上。另一個是以社區中心模式能較

全面及持續的方向處理家庭及個人問題。 

 

6) 福利政策不單單是福利問題，其中牽涉到人口政策、勞工政策、教育政策等等不同

政策局的部門，應要有跨部門的配合及商討。 

 

7) 「以民為本」福利政策要教育市民使市民更認識福利的概念，讓市民明白社區不同

人仕的權利、義務，從而互相體諒，讓福利服務在社區上更順利的推行，並且要吸

納聽取市民的聲音。 

 

8) 現時福利的提供有傾向成為政治工具，在很多的地區政治中作為推廣及宣傳、爭取

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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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機制建議 

 

1) 現時福利推行機制完全缺乏長遠規劃，如福利政策與人力政策出現很大的落差，如

福利界對的醫療需求及醫療人手供應不足，至今很多服務未能推行。有成員表示曾

向社署曾要求提供數字，但政府一直未能提供。 

 

2) 現時社福界缺乏有效與政府協作溝通及平台，要成立一個溝通的機制去草擬研究長

遠的福利政策。 

 

3) 現時很多有需要的服務，即使在冗長商議後能夠落實資源，但往往在地區諮詢中遭

到反對，而服務一再延遲。而很多時從中牽涉到地方的議員介入反對。有意見提出

在城市規劃中，將福利用地納入規劃的指引中，像消防局不需要諮詢是必需在區內

設立。 

 

4) 現時很多服務對象需要的產生以至到能夠提供服務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評估、研

究、審核、申請、批核、撥款….等等的過程，才到達服務對象，往往社會需要已經

改變了，甚至服務對象已成長到另一個年齡層，因而永遠處於未有服提供的夾縫。 

 

5) 現時同區的福利機構的缺乏彼此之間的溝通平台，互相溝通如何可以更有效的配合

運用資源，將服務更有效的提供給社區。 

 

6) 機構本身亦應有長遠的規劃，不要只為資源角逐，「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7) 機構亦需要對本身同工要有福利政策的培訓、認識及討論以裝備自己同工 

 

資源建議 

 

1) 現時社會福利的財政預算是包括綜緩在內，是政府開支除教育以外的第二大，而綜

緩佔三之分二的總社會福利開支，因此未能正確反映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往往官

員亦會以此表示已提供了大量資源給福利界，而未有真正檢視社會的需要及發展，

提供適切的規劃。 

 

2) 因此，建議將綜緩從社會福利開支分開計算，以重新估量社會福利開支。另一個意

見亦表達，緩綜正是反映社會福利其中保護網的概念，所以要小心討論。 

 

 

3) 現時整筆過撥款制度未能回應社會需要，大量的津貼及服務協議(FSA)，應重新檢討

是否切合社會需要。大量的文件工作亦影響了提供服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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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構本身要有長遠計劃，不要只競逐資源。 

 

曾討論議題 

 

1) 社區貧窮的形態改變，從以往有明顯的區域如木屋區、徒置區，而轉到私人樓宇、

如版間房、劏房…等等，隱藏在不同的社區中。 

 

2) 基層市民對現時政府外判、領匯的運作、最低工資等等議題有意見。 

 

3) 社會發展下是否抹殺低層的聲音，如觀塘區不斷的發展新型樓宇而一批貧窮的居民

未有任何途徑表達他們的聲音。 

 

4) 少數族裔主流化及社區層面對他們支援的考慮。 

 

5) 老人用家提出自己的擔心如現時醫療人手不足、綜緩購買力降低，強積金在人民幣

匯率上升下不能滿足未來退休生活等等。 

 

6) 現時政府派錢政策更適宜改為投資未來社會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