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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4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4 年 6 月 5 日 

 

專題演講：轉變中的香港社會福利面貌 – 挑戰及機遇 

 

講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  

 

張局長演辭 

 

張局長從宏觀角度分享社福界近年的轉變、挑戰及機遇，並以「務實有為、各方協作、

勇於承擔、敢於創新」來形容局方的工作方針。張局長強調政府高度重視與社福界的溝

通及與社聯的伙伴關係，亦重申政府及社福界需要改變思維，以配合社會的改變，使有

需要的市民大眾能得到適切的幫助。張局長接着闡述社福界的挑戰與機遇如下： 

 

社福環境的轉變 

近年，政府投放在社福界的資源增多。本年政府投放了 18.5%的經常性開支於社會福利

界及婦女事務，共 569 億，比去年 519 億增加了 50 億，增幅約 10%，而其中安老服務

及康復服務增幅分別約為15%及19%；另外亦會用約4億7千萬用以優化整筆撥款計劃。

2014 至 15 年度，當局亦計劃向兩個與社福界合作的重要政策平台增加注資，包括向攜

手扶弱基金注資 4 億元，鼓勵更多民商官合作項目。其中 2 億更會作專款，為基層家庭

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餘學習和支援項目。此外，當局亦會向兒童發展基金注資 3 億元，

讓基金得以持續發展，惠及更多基層兒童。社福資源的增加，為社會福利界帶來機遇，

但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社會正面臨不少挑戰。 

 

人口高齡化 勞動人口下跌 錢從何來？ 

人口高齡化為社會帶來財政壓力。預期到了 2041 年，全港約有 256 萬 65 歲或以上的長

者，即差不多每 3 個人之中便有一位是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年齡達 80 歲或以上的長者

則達 96 萬人。同時，勞動人口將會由 2018 年最高峰有 378 萬開始，每年下跌約 1 萬名

勞動人口，直到 2035 年才穩定下來。以此推算，到 2041 年，每 1.4 個人將供養 1 名長

者。 

 

人口老齡化的機遇 

老齡人口中亦有不少是高消費的組群，他們可以帶來經濟動力，發展銀髮市場，同時，

老齡人口亦是重要的義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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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勞動力 

除了要發展長者義工之外，還要釋放勞動力，對象包括照料家庭的婦女、殘疾人士、少

數族裔、新移民等。此外，政府亦會研究延遲公務員退休年齡至 65 歲，以善用人力資

源。 

 

要釋放勞動力，社會必須要有配套措施，協助有關人士投入工作，當中配套措施包括：

家庭服務、托兒服務、青少年發展、安老服務、康復服務、低收入在職人士津貼、社會

保障等。康復服務方面，政府有 12 項新院舍項目，其中將會把屯門前小欖醫院重建成

全港最大型康復大樓，為中度至嚴重智障人士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約 1 150 個宿位

及 550 個日間訓練名額。此外，「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將會在未來 5-10 年內，

為安老服務增加 9 000 個服務名額，包括 2 000 個日間服務及 7 000 個宿舍服務名額，及

為康復服務增加 8 000 個服務名額，包括 2 000 個住宿服務及 6 000 個日間服務名額。就

這個計劃，政府已注資 100 億至獎券基金，以資助社福機構透過原址擴建或重建服務大

樓。 

 

主軸發展經濟及四大施政方向 

政府將會繼續大力發展經濟，並會集中處理住屋、環境、安老及扶貧四大主要民生範疇，

亦會起動商界及社會共同承擔，解決社會及民生問題。 

 

出席者意見及建議 

 

1.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 因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涉及不同政府政策局及部門，例如小學駐校社工屬教育局、兒

童及青少年生涯發展屬民政事務局及教育局等，故此與不同政策局或部門商議兒童

及青少年的議題時往往遇到困難。除了福利議題外，是否可以增設跨局跨部門的會

議，以商討青少年成長需要及發展等議題？ 

- 青少年發展不單涉及社會福利資源，亦需要民政事務局、食物及衞生局、教育局等

不同政策局的多方協作，故希望有跨局的商討會議。 

 

2. 康復服務 

-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能增加康復及安老服務，但擔心沒有足夠人力資

源配合。現時專職醫療人員及前線照顧人員不足，提問者查詢未來的人力資源規劃。 

- 提問者查詢下次檢討「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時間表。 

 

3. 社會福利資助制度 

- 政府應與業界攜手，定期每五年檢討撥款基準，確保整筆撥款制度的可持續性。 

- 應將中央行政撥款的計算制度化和單位成本化，並加以落實到新舊服務項目中。 

- 督導支援方面，應包括社工職系和專職醫療職系。特別是未有督導人手比例的職系

應盡快設立，以挽留人才和確保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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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費用」中的法定項目支出，例如勞工保險，應以實報實銷形式給予，以免影

響其他所需的開支。 

- 按公平原則，業界認為新辦服務及合約計劃的資助計算，應提供合理的中央行政費

用及督導人手。而所有政府部門的合約項目，亦必須提供必要的督導及行政費用，

並每年按通脹及薪酬調整指標增加撥款。 

- 需盡快檢討員工薪酬以中位薪級點計算的撥款基準，因這基準已與現實脫節。 

- 應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以改善員工的退休保障，提高公積金僱主供款，隨年資由

百分之五逐漸增加至百分之十五。 

 

4. 全民退休保障 

- 何時會推出全民退休保障及其路線圖為何？ 

 

張局長回應 

 

1.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 

- 現在跨局的協作仍有改善空間，承諾會加強局方之間的協作，當中包括醫社教育三

方面要互通及配合。 

 

2. 康復服務 

- 有關專職醫療人員的人手規劃，已透過大學資助及撥款委員會與大學商討，於專職

醫療人員培訓課程中增加學位。 

- 前線護理人員方面，在安老服務現正試行「青年安老服務啟航計劃」，培訓年青人入

職成為起居照顧工作員(PCW)，計劃亦為入職的青年提供未來職業生涯前景，包括進

修後有機會升職成為保健員及登記護士，進修亦可獲資助等。預計會另外投放 1 億 4

千萬培訓 1 000 位年青人入職安老及康復服務。 

- 待完成「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後，即會展開「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檢討工作。期

間局方會積極推動殘疾人士就業，其中包括正在進行的「有能者聘之約章」計劃。 

 

3. 社會福利資助探討制度 

- 希望可以繼續優化整筆撥款計劃，同時明白專職醫療人員欠缺人手，亦難以留住人

才。 

 

4. 全民退休保障 

- 全民退休保障需要長遠規劃，政府已邀請周永新教授研究退休保障未來發展，顯示

政府有誠意處理退休保障的規劃。預計周教授會於 7 月前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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