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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整筆撥款基檢討整筆撥款基檢討整筆撥款基檢討整筆撥款基線線線線 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 

 

(一一一一)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給予非政府機構更大的自主權，讓機構可靈活調配資源和重整

服務，適時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正如 2008年檢討報告中所言，制度事實上

有其可取之處。但可惜由於撥款基線的不理想，致使機構財政資源長期緊絀，持

續面對嚴峻考驗，營運舉步維艱。社會福利署有見機構的困難，自 2001年整筆撥

款津助制度執行以來，多番推出針對性的措施或特殊撥款，以紓緩機構的財政壓

力。可惜該等措施以一次性或時限性居多，未能從根本處(即撥款基線) 解决問題，

故此長遠必將影響服務質素，削弱社會服務界回應社會需要及救急扶危的能力。

業界普遍認為，整筆撥款制度必須優化，刻不容緩。 

 

本會曾於本年 6 月，先後與特首、政務司司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及社會福利署

署長會晤，反映增加基線撥款的訴求，並促請政府於 2014-15年度的財政預算中增

加撥款。 

 

(二二二二) 撥款水平嚴重不足撥款水平嚴重不足撥款水平嚴重不足撥款水平嚴重不足 

 

2.1 沒有給予真正基線撥款 

非政府機構於 2001 年接受整筆撥款時，政府及機構雙方均同意員工薪酬的資

助金額以該職位的薪級中位數為基礎，並跟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但隨著引入

整筆撥款後，政府因面對財政赤字而推行的資源增值計劃及節約措施，削減了

非政府機構的撥款。雖然政府後來曾向機構增加 2億元經常性撥款，但仍未達

到當年承諾的基線水平，機構繼續面對嚴峻的財政困難。 

 

2.2 薪級中位數計算撥款未能切合需要 

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推行至今已經有 12 年，現時的社會環境與當年的情況已有

很大的改變，以當時的人手編制及薪級中位數計算撥款，已未能有效回應社會

服務需要及人力市場供求情況。面對社會及經濟環境不斷轉變，各類社會服務

需要隨之劇增。以往所訂定的服務人手編制明顯已敷現時環境所需，因此以

當年整體編制的中位數計算撥款亦未能有效處理業界員工年資增長及人力市

場上個別專業人員的不同需求，致使士氣低落、人才流失、為社會服務的質素

及長遠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威脅。此外，12 年來的社會經濟政策修改(如最低工

資帶來的漣漪效應)，也增加了社會福利機構運作成本。這都說明了資助制度

必須與時並進，才能使社會服務在合理的條件裡穩定發展。 

 

2.3 支援中央行政費用不足 

過去 12 年來社會制度產生不少變化，機構為應對各種新法例衍生的要求，例

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版權條例》、《最低工資條例》及各類歧視條例的

執行等等，，，，加上社會福利署要求機構在管治和管理、審計及問責等方面的監管

措施，機構不免需要加強中央行政的人手，包括會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科

技等等，以維持基本運作的條件。按照界內同業原本的理解，短期合約服務及

新增服務可望有助消弭一些財務上的壓力，使資源可更靈活地用得其所。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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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新服務的預算均傾向保守，而且多數並沒有包括中央行政費用，因而反令

承辦機構百上加斤。此外，由於人手短缺，員工工作急促及疲累，業界的工傷

意外個案急劇上升，所涉及的保險費也非常昂貴，超出機構負擔能力。這類額

外卻必不可少的支出，並非最初推行整筆撥款制度時所能預計，故理應包括在

優化撥款計算之中。 

 

2.4 欠缺督導資源 

由於現時政府並沒有長遠的福利規劃，政府供機構以短期計劃或投標方式獲取

服務的營辦權。但這類新服務及計劃，大部份都沒有包括督導人員的新增資源。

機構為回應服務需要，只好勉強緊縮現有督導人員與前線員工的人手比例。社

會服務有賴督導人員向前線員工提供專業帶領，以確保服務達致優質水平。要

求督導人員履行超負荷的擔，已逐漸攤薄前線員工所需要的督導時間及質素，

增加工作人員的壓力，最終會使服務使用者的福受損，間接把一些有需要的

家庭推向更高危。社聯促請政府認真面對社會服務的特殊性質，確認督導資源

在服務質素保障的重要功能，追加以往 12 年來新服務內應有而未有的督導方

面的支援。 

 

(三三三三) 立即立即立即立即調高撥款基準調高撥款基準調高撥款基準調高撥款基準 15% 

 

根據上述多項撥款不足的因素，本會已向各會員機構收集多項數據及實際例子，

計算及推算業界在不同範疇內急需補貼的項目及所佔撥款基準的若干百分比。這

些項目包括整體中央行政支出、保險費支出、資訊科技支出、食品費用支出及督

導服務費用。 

 

此外，機構關心員工的薪酬及工作條件，業界期望透過專項的資源增撥，使機構

增加人手，改善員工工作條件及提供優質服務。在另一方面，為配合社會福利署

推出「最佳執行指引」，機構需額外調配人手，處理相關的行政及管理事宜。 

 

綜合上述各項需要，業界促請政府立即調高撥線基準 15%。現綜合各項論據及個

別項目，描述業界的整體狀況及具代表性的例子，以反映業界的財務困境。詳細

數據分析及實例載於各附件中。 

 

調高撥款基線 15%的分佈項目: 

 

項目 新增百分比  

(以現時撥款金額為基數)  

數據及例子 

3.1 中央行政支出  6%  

3.1.1綜合中央行政支出 2%-8% 附件一 

3.1.2保險費支出  1% 附件二 

3.1.3 資訊科技支出 1.5% 附件三 

3.1.4食品費用支出 2%-3%  附件四 

3.2督導服務支出 3%  附件五 

3.3 改善員工薪酬及工作條件 5%  附件六 

3.4強化機構執行整筆撥款《最佳執行指引》

的能力 

1%  附件七 

合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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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確立社會服務持續發展制度 

 

4.1 與時並進，每五年檢討撥款基線 

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下，市民對福利服務的需求急劇上升。非政府機構所提

供的服務既廣且深，求助者數量及期望攀升，個案亦趨於複雜，機構營運的壓

力當然持續增加。政府與業界於 2000 年所訂定以中點薪金作為撥款基線，是

按當時的情况考量。放於今天環境，當然不敷應付機構持續發展，以滿足社會

不斷出現的新需要。 

為促進社會服務持續發展，政府需確立建全的撥款制度，讓機構在合理的撥款

基線下，推動社會發展及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本會促請政府與界內各機構尋

求共識，一起進行科學客觀的研究，考量各種變數包括界別的各種特殊需要、

相關社會經濟政策及新法例帶來的影響、人力市場供求情況、經營成本及價格

的通貨膨脹等等，並每五年檢討撥款基線，將足夠的資源注入界內，作為每年

的恆常撥款，而不是一筆過的短暫舒緩。 

 

4.2 配合福利規劃 

在推行整筆撥款制度時，政府表示會推行綜合及具前瞻性的規劃大綱，為社會

福利服務制訂長遠的策略方向、中期及周年計劃等，與機構合力建立更靈活主

動的規劃機制。但整筆撥款制度實行至今，政府卻未有執行有關的服務規劃機

制，造成資助制度與服務規劃缺乏連系，令非政府機構無法更有效進行規劃，

回應及處理服務需要。本會促請政府強化福利規劃，提供有效的撥款機制及合

宜準則，有糸統地分配資源及撥款，並進行服務檢討，以促進機構全面及靈活

地回應社會需要。 

 

4.3 項目計劃資助額計算方程式 

政府投放在社會福利的開支每年均有增加，而機構亦配合政府政策，獲得不同

部門的撥款，開拓及延展服務以回應社會需要。就提供主流的社會服務方面，

機構積極配合社會福利署各項服務重整的計劃，以更全面及有效地服務市民。

另外，以促進就業為例，社會服務機構除了每年為數以萬計市民提供再培訓課

程及就業輔導外，亦積極響應政府的政策措施，協助政府成功開展多項服務，

包括：展翅、青少年見習就業、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各種短期就業及中年再就業

培訓計劃等。由其他政府部門開展的計劃，如關愛基金及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社會服務機構也大力響應積極配合。為使該等計劃機有效實施，並達到預期的

效果，本會建議政府應確立一致的新辦服務及合約計劃的資助計算方程式，並

確認機構在承辦項目時的督導及行政開支，並需按年度通脹調高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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