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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引言

我们的理想是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我们会致力创建和谐稳

定社会；维护香港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洁等价值；保障市

民享有的人权和各种基本权益；坚持不偏不倚，以公平原则

代表和维护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并确保机会均等；营造

有利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并维护社会的多元化及提高包容

性，为个人发展提供选择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温馨、互相

扶持和安稳的家庭，是个人健康成长的最根本要素。我们重

视家庭的地位与角色，我们会营造对家庭友善的社会和社区

环境，支持及强化家庭，并培养社 互助互爱的精神，让所

有市民都在彼此关怀、信任、支持和互助的环境中生活。我

们会致力促进市民的健康及提升生活质素。我们会制订医

疗、社会和房屋政策，并会采取措施，让市民可以更多参与

社会事务。我们会保障劳工权益，关怀照顾老弱伤残，为有

需要的人提供安全网，并且帮助他们自力更生，积极投入各

种经济和社会活动。我们会在共同负责任的基础上与社会不

同界别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携手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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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l 提高违例欠薪罪行的最高刑罚。

l 与有关机构和团体合作，鼓励社会企业进一步发展以提升

健全失业人士的就业能力。

l 给予地区额外的资源和支援，藉此加强以社区为本的扶贫

工作，以预防和纾缓贫穷。

l 试办「儿童权利教育活动资助计划」 ，以资助促进儿童

权利的公众教育计划。

l 确保有效和合理地运用房屋资源，令公营房屋计划持续发

展。

l 加强安老院牌照事务处的人手，以加强对安老院舍的巡查

及监管。

l 为社会福利界额外培训登记护士。

l 为严重残疾人士包括四肢瘫痪病人提供新的过渡性的住

宿、日间训练、护理及支援服务，以协助他们重返社区生

活。

l 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举办国际展能艺术节，让残障人士透

过合作和艺术经验的交流融入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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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加强为残疾人士的家人和照顾者提供训练和支援服务。

l 为精神病、神经系统受损及肢体残障病者，在离院后提供

疗养和日间持续康复服务，协助他们早日重新融入社 。

l 为居住于康复院舍的残疾人士推行到诊医生计划。

l 推行两项施虐者辅导先导计划。

l 为妇女事务委员会提供支援，推展其处理家庭暴力的策略

以及培育关爱家庭的计划。

l 开展一项家庭支援计划，加强接触亟需援助但不愿接受服

务的家庭，以便及早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让他们得

到适切的服务。

l 向医护人员提供资讯服务支援，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以及

有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中毒病人的资料，从而积极预防和控

制中毒事件。

l 建立一套全面的癌症监察制度，以助制订更有效的防治癌

症的公共 生政策。

l 向学童提倡健康饮食习惯，以助公众预防各种与生活习惯

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l 与医院管理局和相关的机构及专业共同探讨在香港设立电

子病历系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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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成立一个专门负责食物安全及动物检验检疫事宜 部门。

l 制订简化食物业发牌制度的措施。

l 检讨现行提供坟场、灵灰龛和火葬场设施的政策，致力提

供更多设施以应付未来的需求。

l 我们会研究不同长远方案的可行性，以寻求更佳的方法去

满足对紧急救护服务的需求。

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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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行的措施

我们正推行下列措施：

l 审视和人口政策有关的特定题目的各项研究结果，以便日

后谘询公众并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发表检讨报告。

l 加强政府、雇主与雇员三方面的合作，维持和谐的劳资关

系和协助解决雇佣问题。

l 加强执法行动，对付违例欠薪的罪行。

l 加强执法及宣传，打击非法劳工。

l 与专营巴士公司商讨，以制订更客观及高透明度的票价调

整程序，以期在二零零六年实施新的票价调整程序。

l 检讨现行的政策和措施，以协助失业人士从受助到自强和

减低跨代贫穷的机会。

l 提倡一个有充裕的社会资本，以及在关爱社会与个人责任

之间取得平衡的共融社会。

l 强化地区层面的网络。地区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实

施全城清洁策划小组所订措拖，可见一斑。

l 针对与赌博有关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并提供预防教

育、辅导及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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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继续推行促进人权的工作，包括促进儿童权利、种族和谐

及少数性倾向人士的权利等。

l 提交法例，把禁止种族歧视的适用范围扩大至私营机构。

l 继「预售楼宇同意书制度」 检讨完成后，现正落实有关

改善措施。

l 就有关如何加快处理小型屋宇申请的建议方法谘询乡议

局，以期尽快落实有关措施。

l 检讨厘订公共租住房屋租金的机制。

l 以平均大约三年的轮候时间为目标，继续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公共租住房屋。

l 重整《检疫及防疫条例》 ，以更新及完善我们预防及控

制传染病的法律架构。

l 继续加强 生防护中心的工作，以完善我们应付传染病的

紧急应变能力。

l 研究设立一个中型家禽屠宰场，以减低人类感染禽流感的

风险。

l 与重组后的健康与医疗发展谘询委员会协商，检讨医护服

务发展及医疗融资方案的策略。

l 提交法例，在室内工作间及其他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以保

障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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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透过修订 《牙医注册条例》 ，为牙医专业设立一个法定

专科名册，以促进牙医的专科发展。

l 草拟法例禁止在沿岸指定地区抽取海水以用作饲养活海

鲜，以期提升鱼缸水的质素，保障公众健康。

l 草拟法例规管私房菜馆，以保障公众健康。

l 制订措施促进捕鱼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育香港水域的渔业

资源。

l 确保 2亿元的携手扶弱基金营运得当，以推动商界、社会

福利界和政府的伙伴关系，合力帮助弱势社 。

l 检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 计划，以加强帮助健全

的综援受助人自力更生。检讨包括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以鼓励受助人积极寻找工作。

l 透过已转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预

防、支援和辅导服务。

l 继续加强地区福利规划和协调，包括改善新制订的地区福

利规划机制的指引，检讨地区协调机制及确保处理家庭暴

力的地区联络小组持续运作。

l 继续加强处理家庭危机及暴力和自杀问题的服务和员工培

训，以及检讨 《家庭暴力条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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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为来自问题家庭而亟需援助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更多住宿

照顾服务，以切合对这类服务的需求。

l 继续为受虐待或受其他问题影响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心理

支援，以及加强对边缘及违法青少年的支援。

l 回应地区儿童及青少年的发展需要，特别是照顾环境较差

的儿童及青少年在学习、就业和社交方面的需要。

l 提供更多课余托管计划的减免费名额，让更多低收入的家

庭成员投入工作。另外，亦鼓励学校与非政府机构合作，

以学校为本，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课后学习及其他支援服

务。

l 加强为残疾青少年提供协助 ；为有就业困难的提供职业康

复服务；为有初期精神健康问题的提供专业支援服务。

l 透过增加复康巴士数目及重组服务模式以加强复康巴士的

服务。

l 研究如何为残疾人士改善公共交通服务，令残疾人士更方

便使用。

l 继续把资助长者宿位转型为供体弱长者使用的长期护理宿

位，以应付持续增长的护理需要。

l 制订多管齐下的策略，减低禽流感爆发的危险。

建设公义仁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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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改善整体食物安全和加强管制对公众 生或环境造成影响

的渔农业作业的运作。

l 继续促进中医药发展。

l 通过在公营医疗机构推行多元基层护理模式及加强社区医

护服务，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以减少倚赖住院护理。

l 为医院管理局制订一个长远和可持续的拨款安排，确保能

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公营医护服务。

l 检讨有关动物、禽鸟和鱼类的规管架构，改善公众 生和

食物安全。

l 运用 3亿元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鼓励市民互助互爱，推

动社区参与。

l 确保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的有效运作。

l 在已修订的 《领养条例》 下准备有关领养儿童的附属法

例及行政程序。

l 加强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资讯科技的支援。

l 继续推行为期三年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鼓励和协助妇女

持续进修。

l 进一步研究为体弱长者提供院舍服务的融资模式，让长者

在使用院舍服务时有更多选择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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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提倡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

l 研究发展可持续的经济支援制度，更好地集中资源，协助

最有需要的长者。

l 试行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目的是提供综合的健康、教

育和社会服务，以及早识别幼童及其家人的各种需要，向

他们提供适时和适切的服务。

l 继续逐步于不同的政策范畴引入 「性别观点主流化检视

清单」，并与妇女事务委员会合作，评估有关机制和制

作一份经验分享小册子，以进一步在政府内部推动性别观

点主流化，并继续推行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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