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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

引言

我們的理想是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我們會致力創建和諧穩

定社會；維護香港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潔等價值；保障市

民享有的人權和各種基本權益；堅持不偏不倚，以公平原則

代表和維護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並確保機會均等；營造

有利社會和諧穩定的環境，並維護社會的多元化及提高包容

性，為個人發展提供選擇的空間和發展的機會。溫馨、互相

扶持和安穩的家庭，是個人健康成長的最根本要素。我們重

視家庭的地位與角色，我們會營造對家庭友善的社會和社區

環境，支持及強化家庭，並培養社 互助互愛的精神，讓所

有市民都在彼此關懷、信任、支持和互助的環境中生活。我

們會致力促進市民的健康及提升生活質素。我們會制訂醫

療、社會和房屋政策，並會採取措施，讓市民可以更多參與

社會事務。我們會保障勞工權益，關懷照顧老弱傷殘，為有

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網，並且幫助他們自力更生，積極投入各

種經濟和社會活動。我們會在共同負責任的基礎上與社會不

同界別組織建立伙伴關係，攜手推動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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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l 提高違例欠薪罪行的最高刑罰。

l 與有關機構和團體合作，鼓勵社會企業進一步發展以提升

健全失業人士的就業能力。

l 給予地區額外的資源和支援，藉此加強以社區為本的扶貧

工作，以預防和紓緩貧窮。

l 試辦「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以資助促進兒童

權利的公眾教育計劃。

l 確保有效和合理地運用房屋資源，令公營房屋計劃持續發

展。

l 加強安老院牌照事務處的人手，以加強對安老院舍的巡查

及監管。

l 為社會福利界額外培訓登記護士。

l 為嚴重殘疾人士包括四肢癱瘓病人提供新的過渡性的住

宿、日間訓練、護理及支援服務，以協助他們重返社區生

活。

l 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辦國際展能藝術節，讓殘障人士透

過合作和藝術經驗的交流融入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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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加強為殘疾人士的家人和照顧者提供訓練和支援服務。

l 為精神病、神經系統受損及肢體殘障病者，在離院後提供

療養和日間持續康復服務，協助他們早日重新融入社 。

l 為居住於康復院舍的殘疾人士推行到診醫生計劃。

l 推行兩項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

l 為婦女事務委員會提供支援，推展其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

以及培育關愛家庭的計劃。

l 開展一項家庭支援計劃，加強接觸亟需援助但不願接受服

務的家庭，以便及早處理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並讓他們得

到適切的服務。

l 向醫護人員提供資訊服務支援，加強對他們的培訓，以及

有系統地收集和分析中毒病人的資料，從而積極預防和控

制中毒事件。

l 建立一套全面的癌症監察制度，以助制訂更有效的防治癌

症的公共 生政策。

l 向學童提倡健康飲食習慣，以助公眾預防各種與生活習慣

有密切關係的疾病。

l 與醫院管理局和相關的機構及專業共同探討在香港設立電

子病歷系統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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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成立一個專門負責食物安全及動物檢驗檢疫事宜部門。

l 制訂簡化食物業發牌制度的措施。

l 檢討現行提供墳場、靈灰龕和火葬場設施的政策，致力提

供更多設施以應付未來的需求。

l 我們會研究不同長遠方案的可行性，以尋求更佳的方法去

滿足對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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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l 審視和人口政策有關的特定題目的各項研究結果，以便日

後諮詢公眾並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發表檢討報告。

l 加強政府、僱主與僱員三方面的合作，維持和諧的勞資關

係和協助解決僱傭問題。

l 加強執法行動，對付違例欠薪的罪行。

l 加強執法及宣傳，打擊非法勞工。

l 與專營巴士公司商討，以制訂更客觀及高透明度的票價調

整程序，以期在二零零六年實施新的票價調整程序。

l 檢討現行的政策和措施，以協助失業人士從受助到自強和

減低跨代貧窮的機會。

l 提倡一個有充裕的社會資本，以及在關愛社會與個人責任

之間取得平衡的共融社會。

l 強化地區層面的網絡。地區網絡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實

施全城清潔策劃小組所訂措拖，可見一斑。

l 針對與賭博有關的問題，繼續進行研究，並提供預防教

育、輔導及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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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繼續推行促進人權的工作，包括促進兒童權利、種族和諧

及少數性傾向人士的權利等。

l 提交法例，把禁止種族歧視的適用範圍擴大至私營機構。

l 繼「預售樓宇同意書制度」檢討完成後，現正落實有關

改善措施。

l 就有關如何加快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建議方法諮詢鄉議

局，以期盡快落實有關措施。

l 檢討釐訂公共租住房屋租金的機制。

l 以平均大約三年的輪候時間為目標，繼續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公共租住房屋。

l 重整《檢疫及防疫條例》，以更新及完善我們預防及控

制傳染病的法律架構。

l 繼續加強 生防護中心的工作，以完善我們應付傳染病的

緊急應變能力。

l 研究設立一個中型家禽屠宰場，以減低人類感染禽流感的

風險。

l 與重組後的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協商，檢討醫護服

務發展及醫療融資方案的策略。

l 提交法例，在室內工作間及其他公共場所實施禁煙，以保

障公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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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透過修訂《牙醫註冊條例》，為牙醫專業設立一個法定

專科名冊，以促進牙醫的專科發展。

l 草擬法例禁止在沿岸指定地區抽取海水以用作飼養活海

鮮，以期提升魚缸水的質素，保障公眾健康。

l 草擬法例規管私房菜館，以保障公眾健康。

l 制訂措施促進捕魚業的可持續發展及保育香港水域的漁業

資源。

l 確保 2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營運得當，以推動商界、社會

福利界和政府的伙伴關係，合力幫助弱勢社 。

l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以加強幫助健全

的綜援受助人自力更生。檢討包括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

以鼓勵受助人積極尋找工作。

l 透過已轉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預

防、支援和輔導服務。

l 繼續加強地區福利規劃和協調，包括改善新制訂的地區福

利規劃機制的指引，檢討地區協調機制及確保處理家庭暴

力的地區聯絡小組持續運作。

l 繼續加強處理家庭危機及暴力和自殺問題的服務和員工培

訓，以及檢討《家庭暴力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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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為來自問題家庭而亟需援助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更多住宿

照顧服務，以切合對這類服務的需求。

l 繼續為受虐待或受其他問題影響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心理

支援，以及加強對邊緣及違法青少年的支援。

l 回應地區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需要，特別是照顧環境較差

的兒童及青少年在學習、就業和社交方面的需要。

l 提供更多課餘託管計劃的減免費名額，讓更多低收入的家

庭成員投入工作。另外，亦鼓勵學校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以學校為本，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課後學習及其他支援服

務。

l 加強為殘疾青少年提供協助；為有就業困難的提供職業康

復服務；為有初期精神健康問題的提供專業支援服務。

l 透過增加復康巴士數目及重組服務模式以加強復康巴士的

服務。

l 研究如何為殘疾人士改善公共交通服務，令殘疾人士更方

便使用。

l 繼續把資助長者宿位轉型為供體弱長者使用的長期護理宿

位，以應付持續增長的護理需要。

l 制訂多管齊下的策略，減低禽流感爆發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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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改善整體食物安全和加強管制對公眾 生或環境造成影響

的漁農業作業的運作。

l 繼續促進中醫藥發展。

l 通過在公營醫療機構推行多元基層護理模式及加強社區醫

護服務，加強基層醫療服務，以減少倚賴住院護理。

l 為醫院管理局制訂一個長遠和可持續的撥款安排，確保能

為市民提供優質的公營醫護服務。

l 檢討有關動物、禽鳥和魚類的規管架構，改善公眾 生和

食物安全。

l 運用 3億元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鼓勵市民互助互愛，推

動社區參與。

l 確保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信託基金的有效運作。

l 在已修訂的《領養條例》下準備有關領養兒童的附屬法

例及行政程序。

l 加強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資訊科技的支援。

l 繼續推行為期三年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鼓勵和協助婦女

持續進修。

l 進一步研究為體弱長者提供院舍服務的融資模式，讓長者

在使用院舍服務時有更多選擇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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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倡積極、健康的老年生活。

l 研究發展可持續的經濟支援制度，更好地集中資源，協助

最有需要的長者。

l 試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目的是提供綜合的健康、教

育和社會服務，以及早識別幼童及其家人的各種需要，向

他們提供適時和適切的服務。

l 繼續逐步於不同的政策範疇引入「性別觀點主流化檢視

清單」，並與婦女事務委員會合作，評估有關機制和製

作一份經驗分享小冊子，以進一步在政府內部推動性別觀

點主流化，並繼續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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