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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怀社会 投资社会 

引言 

香港作为一个先进的城市，不单体现在经济发展及城市生活质素，也应该体现在「社会关怀」

之上。近年经济重回上升轨道，社会各阶层分享繁荣的机会各有差异，引发社会关注贫穷差

距问题。我们会用教育及培训来强化基层的竞争力，达至改善生活处境的目标。 

去年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提出以家庭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成立家庭事务委员会，统筹各

项支援家庭的政策，有关建议将于今年实施。社会企业是另一项重要政策，通过政府、商界、

民间三方合作，发展以社会目标为本的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会扩大雇

员再培训计划，试行一站式就业服务，并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去提供各样的福利及就业支

援计划。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无法自助的弱势群体，政府会继续关怀及支援他们。 

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在年底前召开高峰会议和制订行动纲领，以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成立一个高层次的家庭议会，以便更有效地制订关乎支援家庭的政策和措施；整合青年事

务委员会、妇女事务委员会和安老事务委员会所涉及家庭支援的工作。 

‧优化公共房屋安排，以鼓励家庭成员互相扶持及关怀长者。  

‧在二零零八至零九财政年度内推出一项为期三年的试验计划，为每名70岁或以上长者每年

提供五张面值50元的医疗券，为他们使用私营市场各类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资助，以回馈长

者，并鼓励他们善用基层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建立持久照顾的关系及多注意预防疾病。 

‧透过社会福利谘询委员会，研究社会福利的长远发展规划。 

‧加强长者中心的外展工作，以协助独居及隐闭长者发展社交生活。政府亦会为有需要的长

者加强转介、辅导及支援服务。 

‧增加为体弱长者而设的资助日间照顾服务名额，以支援「社区安老」。在三个地区推行试

验计划，提供护老培训及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陪老」服务。 

‧推出试验计划，为出院后难以照顾自己的长者及其照顾者提供综合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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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弱长者增加资助安老宿位，以应付持续增加的长期护理需要。提升资助安老宿位，以

提供疗养照顾。 

‧研究资助长者福利服务的长远规划。 

‧加强以地区为本的社区支援服务，并增加日间训练、职业康复、学前服务和资助院舍的名

额，以加强为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提供的服务和支援。 

‧分阶段扩展「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  

‧加强日间寄养服务，以及推广不同形式的托儿服务，以满足家庭的不同需要。 

‧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及亟需援助家庭的直接支援，包括增加妇女庇护中心的宿位和幼儿

住宿服务，以及加强社会福利署热线服务。 

‧推出为施虐者新设的反暴力计划，并继续推行施虐者辅导先导计划。 

‧透过公众教育及强化相关的专业培训，加强预防及处理家庭暴力问题。 

‧推出检讨儿童死亡个案的先导计划。 

‧研究如何理顺、整合和提升现时由劳工处、社会福利署和雇员再培训局提供的就业和培

训╱再培训服务，并推出先导计划试行一站式就业支援模式，以便能最有效地推展该模

式的就业服务，为失业人士提供更适切的协助，落实「从受助到自强」的目标。 

‧放宽报读「雇员再培训计划」的资格，以涵盖15至29岁及具副学位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

士。与此同时，雇员再培训局（再培训局）现正进行一项策略检讨。检讨旨在提升再培

训局的服务及运作，包括如何善用雇员再培训征款。 

‧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于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为青少年开创3000个为期三年的职位，以提升

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就业能力。 

‧在政府内成立新的扶贫专责小组，统筹政府各部门的扶贫工作和监察整体进度。 

‧在劳工处设立中央调查机制，鼓励工人举报在工作间的不当操作，并加强监管强制安全训

练课程主办机构的表现，以提升职业安全及健康水平。 

‧因应劳工市场近期的发展，检讨在《雇佣条例》下连续性雇佣的定义。 

‧针对毒品问题的最新趋势，特别是青少年滥药问题，加强现行措施及制订新计划。 

‧在律政司司长即将成立的工作小组协助下，研究如何在商业纠纷及社区范畴更有效及广泛

地应用调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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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行的措施 

我们正推行下列措施： 

‧继续推行促进人权的工作。  

‧继续处理于二零零六年提交立法会的《种族歧视条例草案》。 

‧与平和基金谘询委员会紧密合作，善用平和基金，以推行公众教育，预防与赌博有关的问

题，向病态赌徒提供辅导及支援服务，以及进行有关赌博问题的研究。  

‧与持份者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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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推

行「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及其他地区统筹工作，加强以社区为本的扶贫工作。 

‧继续与建造业携手监察及管制工人支薪情况，并减少无增值的工程判上判，以提高业界水

平。 

‧进一步推广惠及清洁工人和保安员的「工资保障运动」，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政府

会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就运动进行中期检讨，以评估运动的进度，并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就运

动的整体成效作出全面检讨。如果全面检讨显示运动的成效不彰，政府会为清洁工人和保

安员立法落实最低工资。 

‧推行「交通费支援试验计划」，以鼓励居住在指定的偏远地区并有经济困难的失业人士和

低收入雇员求职及跨区工作，并在一年试验期完结时检讨该计划。 

‧于二零零七年年底前设立两所青年就业资源中心，为15至29岁青少年提供一站式就业及自

雇辅导和支援服务。  

‧推行「青年职前综合培训 — 展翅计划」及「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以提升15至24岁青

少年的就业能力。 

‧推行「本地家务助理特别津贴奖励计划」，以促进本地家务助理市场的发展。 

‧加强执法行动，打击违例欠薪的罪行。 

‧推广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例如弹性工作安排，家庭假期福利，雇员支援计划等。 

‧促进持份者认识注册中医在劳工法例下所担当与雇员权益有关的新医事职能。 

‧加强执法及宣传，打击非法劳工。   

‧成立「儿童发展基金」，鼓励弱势社群儿童计划未来，并培育正面的态度，以期减少跨代

贫穷。 

‧检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下鼓励及帮助健全的综援受助人自力更生的安排。 

‧鼓励学校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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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妇女事务委员会提供支援，透过缔造有利环境、增强妇女能力（包括推行「自在人生自

学计划」）和公众教育，促进妇女的权益和福祉。 

‧逐步于不同的政策范畴应用「性别观点主流化检视清单」，并与妇女事务委员会合作，进

一步推广性别观点主流化。 

‧加强地区福利规划和协调。 

‧推行「家庭支援计划」，加强接触亟需援助但不愿接受服务的家庭，以便及早处理他们面

对的问题，并让他们得到适切的服务。 

‧跟进立法会就《家庭暴力（修订）条例草案》的审议工作，草案旨在加强预防家庭暴力及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更佳的保障。 

‧透过改善复康巴士服务和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畅通无阻的公共交通设施，加强为残疾人士

提供的交通服务。 

‧为严重残疾人士包括四肢瘫痪病人提供过渡性质的住宿服务，以及为离院后的精神病、神

经系统受损及肢体残障病者提供疗养和日间持续康复服务，协助他们早日重新融入社群。 

‧推广「积极乐颐年」，以鼓励长者活出丰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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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社区安老并亟需照顾的长者增加到户照顾的服务量。 

‧为社会福利界额外培训登记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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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 

‧为以收入为基础的新租金调整机制下进行的第一次公屋租金检讨做好准备，包括搜集及编

制公屋居民的收入数据。 

‧按「量入为出」原则制订财政预算，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

率相适应；若政府财政有盈余，会顾及香港长远利益，善用盈余；检讨税基；继续落实资

产出售及证券化计划。 

‧在力之所及的情况下，探索不同方法，藏富于民。 

‧研究扩阔税基的方案，并在适当时候就一些较可行的方案再谘询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