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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5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5 年 6 月 3 日 

 

專題演講：福利規劃與彈性於社會服務發展之平衡 

 

講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  

 

張局長演辭要點 

 

• 政府很重視與社福界同工的對話及交流，一如既往，政府會繼續正面回應業界就改

善民生和推動福利服務發展提交的建議。安老、扶貧、助弱、培幼是政府的施政重

點，過去幾年，政府投放於改善民生和社會福利的資源，有增無減。 

 

• 政府於 2015-16 年度的經常開支中，接近六成用於三個主要的民生政策組別—即教

597 億元，佔

整體政府經常開支 18.4%，僅次於教育所佔的 22%，較上年度的 545億元，增加 9.5%；

16.8%。 以安老服務為例，在 2015-16 年度，安老

服務的預算經常開支約 68 億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增加約 11.5%。 

 

• 政府非常重視與社福界的協作關係，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於 2013 年推出的「私人

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是政府與社福界共同創造互利共贏的最佳例證。至今

社聯和43個社福機構共提出了超過63個項目，以提供多元化服務和增加服務供應。

參與機構可藉計劃達到資源優化，「地盡其用」；政府亦透過靈活運用獎券基金，協

助相關機構「跑衙門」，與業界共同創造更多福利服務名額，以滿足殷切需求。根

據估算，特別計劃可望於中、長期大幅增加安老和康復服務供應—當中約 7 000 個

為住宿安老服務名額，約 2 000 個為日間安老服務名額；約 2 000 個為住宿康復服務

名額，約 6  000 個為日間康復服務名額。 

 

• 硬件上的提升及服務名額的增加，意味著對軟件(即前線同工、專業人員、督導，

以至管理人才)的需求將隨之大增。故此，福利服務大有可能出現前所未見的龐大

機遇，需要更多的人力培訓及專業訓練，同時帶動非政府機構同工向上流動的機

會。 

 

• 香港正面對高齡社會的來臨，於 2041 年將有 256 萬名長者。 因應勞動力的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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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釋放勞動力，增加託兒及培訓。政府將會推出短、中、長期措施，支援婦

女兼顧家庭和工作，並回應社會對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 

 

• 政府將投放 1 億 3,000 萬元以加強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服務名額及服務時間，包

括由 2015-16 年度起，分階段在需求殷切地區內的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把服務六歲以下兒童的「延長時間服務」名額由現時約 1 200 個增加約 5 000

個至約 6 200 個等。 

 

• 政府將於 2015-16 年度向獎劵基金申請撥款，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為就

讀於普通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外展到校訓練服務。政

府不會為所服務的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兒童數目預設上限，以服務更多有

特殊需要的兒童。政府盡可能不會為服務的模式作出太多規範，以便有興趣的服務

機構可以靈活地發揮自己的創意。政府將邀請營辦資助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提交

建議書，並期盼有關的機構和團體能積極響應。視乎試驗計劃的成效，政府會考慮

是否把計劃擴展全港所有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此外，政府亦會透過「私

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邀請非政府機構設立附設幼兒中心。 

 

• 另一方面，政府會繼續深化人力培訓，包括推行有助增加康復服務人手的青年啟航

計劃，透過公開大學提供培訓課程，給予年青人晉升機會; 未來政府亦會繼續探討

發展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助理方面的培訓計劃，以開拓更多人力資源。 

 

• 政府會繼續強化民商官跨界協作，並為社福團體開拓更多來自商界的資源，包括為

攜手扶弱基金額外注資四億元，當中二億元用作資助恆常申請項目，餘下二億元作

專款，提供配對資金，鼓勵商界和團體與學校合作，推行更多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

這既可協助主要來自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的全人發展，紓緩跨代貧窮。 

 

• 行政長官於 2014 年施政報告宣布委託安老事務委員會(安委會)，籌劃《安老服務計

劃方案》，在兩年內為長者安老服務作出規劃。就此，安委會已成立一個專責工作

小組作跟進，亦聘請顧問團隊，分析有關長者長期護理服務的資料。在去年諮詢持

份者後，安委會已於今年 3 月定出「計劃方案」將涵蓋的範疇；目前正籌備下一階

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安委會可望於 2016 年年中向政府提交報告，而政府一定會仔

細研究其中的建議。 

 

• 本年度政府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安老服務及醫療服務的預算總開支將高達 620

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約 19.1%。勞福局未來會繼續爭取更多資源，以持續改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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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人士的生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先生專題演講後出席者的意見及局長的回應如下： 

 

1. 對削減資助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 雖然政府表示未來三年將會每年削減各部門的開支，但出席者表示政府不應該削減

非政府機構的資助，因為整筆撥款已削減了社福界 9.3%的資助，而各機構亦已縮減

開支並重新整理內部資源，社福界已沒有空間再縮減資源。 

- 政府應定期每五年檢整筆撥款基準，考慮督導支援及行政費的需要，並檢討撥款。 

- 優化公積金/強積金的制度，讓年資長的同工可獲 15%的僱主供款。 

 

張局長回應： 

- 張局長表示政府理解社福界對削減開支的關注，並指出未來政府所有部門亦要參與

削減開支，勞福局亦不例外。 

 

2. 殘疾人士就業 

出席者意見： 

- 現時就業康復服務列明，若殘疾服務使用者在公開市場就業半年，便需要離開有關

支援服務，但出席者認為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後，往往需要更長時間的支援，以增加

其持續就業的機會，因此，出席者認為有需要延長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後的支援服務。 

- 出席者分享成功經驗，表示機構為公開就業的殘疾人士成立了近似「校友會」的持

續支援，讓殘疾人士在有需要時尋求支援。過去 10 年，出席者估計每年都有約 100

人需要支援，而有關就業支援服務成功協助他們繼續就業，效果良好。 

- 出席者表示僱主的支援是殘疾人士成功就業的一個關鍵因素，有需要加強僱主支援

服務。 

 

張局長回應： 

- 張局長認同就業對殘疾人士十分重要，能讓殘疾人士有尊嚴地生活。 

- 勞工署已有加強資助僱主聘用殘疾人士的津貼，社署亦有不同措施支援殘疾人士就

業，例如：殘疾僱員支援計劃資助中小企購置輔助儀器及／或改裝工作間，政府將

會繼續推動宣傳教育的工作。 

 

3. 婦女就業及在職貧窮 

出席者意見： 

- 出席者表示部份婦女因照顧家庭而選擇兼職工作，卻缺乏勞工保障，使婦女在職貧

窮的問題嚴重。 

- 他們認為福利政策缺乏從婦女的角度去考慮，兼職婦女會因工時的限制而申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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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 

- 他們關心因兒童或長者照顧的服務不足，而影響了婦女就業。 

- 他們建議政府應考慮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張局長回應： 

- 社署設立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工時短的婦女亦同樣受惠。 

 

4. 長者院舍券 

出席者意見： 

- 出席者不同意設立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認為政府應增加社區照顧的資源，以加強

家居照顧。 

 

張局長回應： 

- 張局長重申期望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以「錢跟人走」的概念，讓長者有更多選擇及

能帶動私營安老院改善其服務質素。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