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2013 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19/2/2013) 提交的意見 

 

1. 前言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2013 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3年2月19日舉行會議，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社聯) 及其他團體就小

組委員會表達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事宜意見，本文為社聯對小組委員會會

議的回應。 

 

1 應制訂中長期社會福利規劃 

 

社聯建議政府應落實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政綱提出「對社會福利服務發

展，包括人力供求、培訓及服務設施，作中、長期規劃，並訂立具體目標。」 

社聯認為政府必須訂立完善的規劃機制，透過制定長遠福利政策，作出具

體政策的策略性方向及發展藍圖，包括為各種相關福利服務訂定具體目

標、資助制度、達成指標、優先次序、服務承諾和檢討機制;而中長遠規劃

每年需作滾動式的檢討規劃機制，以適時配合社會的轉變。所以，社聯期

望政府對縮短長者、殘疾人士、兒童輪候院舍及日間服務的時間訂定具體

目標，以顯示政府對改善弱勢社群生活質素的決心和承擔，例如：經評估

合資格的長者輪候院舍服務的時間不應多於 1 年、殘疾人士不應多於 3 年、

身處家庭危機的兒童應可立即獲安排入住院舍等。 

 

社聯建議政府在制訂中期社會福利規劃應為主要服務範疇制訂五年服務計

劃及定期檢視進度，包括長者、殘疾人士、家庭、兒童及青年，以回應社

會急速發展的需要，解決服務不足和長期輪候服務的問題，及透過非政府

機構、服務使用者及專業團體參與，有系統地檢討服務需要的數據及需求、

服務回應的方法、供應及質素等。在2013-2014年度應首先策動長者服務的

五年計劃。 

 

2 成立專責委員會 

 

社聯建議政府成立專責委員會，必須備有協調各政策局及部門的權力，以

使各政府部門合力解決社會的需求，並透過與非政府機構、服務使用者、

專業團體和相關的政策局的參與，有系統地檢視社會需要的數據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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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釐定政策目標、工作指標、措施及服務回應的方法，如服務模式、供

應及質素等，就主要福利服務，包括長者、殘疾人士、兒童及社區發展訂

定具體策略方向、服務計劃及執行目標。  

 

3 政府如何在地方及人力資源的配套去滿足社會服務的需求 ? 

a/地方資源方面 

 

社聯欣賞在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對「福利服務規劃」會採取務實靈活的方

式，當中尤其是地方、人力及獎券基金的運用，亦與非政府機構探討如何

更好利用非政府機構擁有的土地，達致地盡其用，以提供更多社會服務，

解決現時服務處所短缺的問題。然而社聯關注政府應訂立具體時間表，以

達成在施政報告中所承諾的新增服務，例如:“ 由現在至 2014-15 年度，社

會福利署會提供超過 1700 個新增資助宿位，亦已在 11 個發展項目內預留

地方興建新的合約院舍。”另在“屯門小欖醫院舊址與觀塘啓能庇護工場

及宿舍舊址，重新發展作綜合康復服務大樓。視乎技術可行性研究結果，

兩個項目共可提供約 2 000 個殘疾人士日間訓練和住宿照顧服務名額。”及

“嚴重殘疾人士提供以家居為本的照顧服務將在明年 3 月把服務常規化，

更擴展至全港各區輪候院舍及非輪候院舍的嚴重殘疾人士。”因此，社聯

認為要有效地達致上述目標，政府可加大力度與擁有土地的非政府機構合

作。社聯更建議社署應重新善用政府規劃與標準的機制，及早作出合理的

地方規劃，有助服務發展較易獲得地區有關人士的支持。 

 

b/人力資源方面 

 

社聯歡迎施政報告中政府表明知悉人力資源問題的嚴重性，如“輔助醫療

和前線照顧人員的人手緊張，長者和殘疾人士服務的情況尤為明顯。為此，

我們已由本年度起的三個年度，撥款增加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學額。有

關決策局會與社福界和有關機構探討保留及吸引更多安老和殘疾人士照顧

服務人手的可行方案。”雖然社聯認同政府增加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學

額的重要性，但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根據最近社聯向 38 間非政府機構的員

工薪酬調查中(1/11/2011-31/10/2012)，專職醫療人員和輔助醫療的流失率為

23.8% ;個人照顧員的流失率則為 24.4%，而由於個人照顧員的工作性質屬厭

悪性，可見此等職位的流失率更高，巳實際影響服務的運作，特別是在長

者和殘疾人士院舍服務。故此，社聯促請政府積極處理，訂定短中長的不

同策略的應對方案，如短期提供特別的津貼予此職級同工，長期則需檢視

職位的薪酬及進升的階梯，才能吸引及穩定人才，以免影響服務的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