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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8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8 年 5 月 15 日 

 

專題演講 

 

講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羅局長演辭要點 

 

 每年的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是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社會福利署（社署）、

社聯和整個社福界共同建立的重要溝通平台，讓政府與社福界同工直接就福

利議題作深入交流。 

 

 立法會剛通過 2018-19 年的財政預算案，相關措施將會陸續推出。今天的福

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可說是讓政府、社聯和整個社福界，為下一個年度(即

2019-20 年度)的福利發展計劃工作拉開序幕。 

 

 政府在 2018-19 年度，投放在社會福利及婦女事務的經常開支增加了百分之

二十一點三，是歷年來最高。單是社工人手，來年的新增職位預計達 1 200

個。 

 

 相信或許有一些社福界朋友對上述的增幅仍感到不滿意。在安老、康復及幼

兒服務方面，不論是家居、社區及院舍照顧，仍有長長的人龍在輪候服務。

此外，政府有過千億的盈餘，大家會疑惑為甚麼不投放更多的額外資源以增

加服務。事實上，福利服務面對著人手及地方兩大樽頸限制，就算政府再增

加資源，亦不可能在未來一年內立刻開設幾間安老院或增加數以百計的額外

專業人手。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會袖手旁觀，這正是由 2014 年至 2017 年

制定「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原因，亦是剛開展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

工作。服務發展要有及早的規劃工作，就像要先舖好水渠，財政有「水」時，

才可「水到渠成」。大家可能已知道，政府亦正委託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

探討託兒服務的需求，以協助政府為未來服務發展找出方向。 

 

 此外，就家庭及兒童服務，政府會透過在 2018／19 學年推出為期三年的先

導計劃，分階段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學童及

其家庭提供社工服務。我們來年亦會在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及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加強人手，並於全港設立五間由非政府機構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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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站式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另一個備受社福界關注的議題，是由社會福利署署長領導的優化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檢討。檢討的範疇，包括《津貼及服務協議》、人手編制、透明度、

財務儲備、薪酬架構、離職情況等。 

 

 今天大家聚首一堂，目的是集思廣益，希望就未來的社福發展，多聽意見及

多點交流。 

 

 

問答環節 

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專題演講問答環節，出席者的意見及局長的回應

如下： 

 

1. 對現屆政府在社會福利工作的意見  

 社聯總裁蔡海偉先生詢問，在這一屆政府任期內，社會福利政策會有什麼

里程碑？ 

 

羅局長回應： 

 首要是跟進及執行特首的政綱。由於社會不斷改變，家庭和個人的問題越

見複雜，社會福利也只可提供一點幫助。不少現在進行中的工作需時完成，

如「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現已展開，但需時處理地方的限制；又如《香港

2030+》亦已開始處理土地用途的修改，但需時跟進。 

 局方現在主要追趕落後的工作，未有很大信心可追趕得到。我們用了 3

年時間完成「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現在進行中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檢討預計需時 2 年。我們亦透過顧問研究檢討託兒服務，以及逐步跟進不

同服務的規劃。 

 

社聯總裁蔡先生回應： 

 似乎在 2 年後當「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完成，局方便會進行兒童及青少年

服務或家庭服務的檢討。 

 

羅局長回應： 

 家庭服務的檢討於 10 年前完成。反而在長者服務方面，有較多範疇需要

檢討，例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等。 

 

社聯總裁蔡先生回應： 

 社聯一直倡議照顧者支援，期望政府可訂定具體服務及整全的照顧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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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2. 對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現已展開，局方可否體現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讓服務使用者參與其中？ 

 可否於香港引入《國際功能、殘疾與健康分類系統》(ICF)？  

 

羅局長回應： 

 「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已參考相關的國際公約。 

 

3. 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民間提出的全民退保方案因有 3 方供款，非常公道。上屆政府亦已委託周

永新教授做研究，證實對大家均有益處。政府何以不採納？ 

 

羅局長回應： 

 不同意周教授的看法。 

 

4. 對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政府就「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前線員工的薪酬增加 2 個增薪點。

但由於合約服務不包括在內，因而相關服務單位在招聘相關員工方面面對

更大的困難。 

 

羅局長回應： 

 財政預算案為個人照顧員、家務助理等前線員工的薪酬增加 2 個增薪點。

由於服務合約受合約條款限制，所以新的財政措施並不適用。「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將會在合約到期時進行檢討。 

 合約院舍在合約更新時，將對相關的薪酬增加作出調整。 

 

5. 對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與福利規劃是扣連的。現時有關福利規劃的會議，如：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及地區諮詢，均未能達致長遠規劃的功能。地區上的

不同服務該如何分配？常設機制、服務推行計劃、資源及地方分配等問題，

均缺乏長遠的考量。 

 就着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檢討，期望局方必須聆聽前線同工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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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局長回應：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已討論多年，局方和署方知悉和明白當中的關注。 

 政府一直有檢視福利服務規劃並重視業界的參與，剛完成的《安老服務計

劃方案》，及正進行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正是長遠社會福利規

劃的工作。福利規劃工作必須盡早開始，而樽頸問題通常是涉及地方和人

手。因此，政府內部協調工作（如與發展局或房署）亦須盡早展開。另一

方面，社署透過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將會檢視人手編制及《津貼

及服務協議》的檢討機制，從而檢視相關服務的需要，配合福利服務的規

劃。 

 

6. 對綜援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健全成人綜援特別津貼的牙科醫療津貼及眼鏡費於 20 年前被扣除；特區

政府成立了創科局，有智慧城市藍圖，但健全成人綜援人士的通訊費或上

網費卻未納入基本生活需要之內。局方可考慮調整並按當下社會情況重新

審視健全成人綜援津貼? 

 綜援入息豁免制度的數額十年來未有調整，淨計購買力已下降 3 成，遠落

後於通脹及工資增長，以至上述措施對鼓勵領取綜援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吸

引力減低。局方可否參考現時關愛基金提升殘疾人士豁免入息限額方案，

將這個概念延展至其他組群？又或按社援物價指數調整綜援的入息豁免

額？ 

 

羅局長回應： 

 歡迎所有就綜援改革的意見予本局考慮。 

 

7. 對贍養費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獲贍養費的單親家庭在領取綜援時，須被扣減贍養費。這個安排對相關家

庭帶來很大困難。政府可考慮成立贍養費局？又或考慮對相關家庭採取

「先支援，後扣減」措施？ 

 綜援家庭只可得到每月 2 天的社區保姆服務，局長可考慮放寬此規定？  

 

 

羅局長回應： 

 贍養費是民政局的工作範疇，現時民政局正就有關問題進行研究。 

 會後備註：有關獲贍養費的單親家庭在領取綜援時，社署現時是採取「先

支援，後扣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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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備註：有關社區保姆服務，有短期服務需要的綜援家庭可向營辦機構

申請費用減免，有長期服務需要(即被評定在六個月內需要接受服務超過

14 天)的綜援家庭，可申請綜援計劃下的特別津貼以支付有關的服務費

用。 

 

8. 對認知障礙症服務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現時在不同服務單位也有提供認知障礙症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普通

個案則除外。但在這些普通個案中，已有 2,000-3,000 服務使用者有認知

障礙症，局方可否考慮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普通個案提供認知障礙症服

務？ 

 

羅局長回應： 

 建議將相關個案轉介至長者地區中心或按需要轉介至長期護理服務的社

區照顧服務。 

 局方將參考此意見。 

 

9. 對輸入外勞（照顧員）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面對照顧員人手短缺的問題，局方可放寬輸入外勞的政策？ 

 

羅局長回應： 

 輸入外勞一直是非常具爭議性的議題。局方明白現時照顧員人手短缺的問

題。在退休潮下，此問題將更為嚴峻，屆時輸入外勞將不能避免。業界須

先改善照顧員的工作環境及聘用條件，吸引新血加入。局方稍後將舉辦大

型招聘博覽會，期望有助招聘更多照顧員。若然情況未有改善，局方會考

慮以輸入外勞，解決問題。 

 

10. 對新公屋支援的意見  

出席者意見： 

 關注新屋邨支援的同工曾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負責同工商討以基金資

助新公屋支援隊，但基金負責同工不大認同。現詢問局長，是否可將社區

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計劃的年期增至 3-5 年？ 

 

羅局長回應： 

 負責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同事會就大家的建議積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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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蔡海偉先生向羅局長表示謝意，並表示社聯會繼續將業界和服務使用者

的聲音反映予政府，亦希望政府可以好好考慮業界的意見。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