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关怀社会 投资社会 

引言 

香港经济近年已重拾上升轨迹，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分享繁荣的机会各有差异，

引起社会关注贫富差距问题。加上通胀对基层市民生活影响较大，我们会致力纾解民困，继

续通过教育及再培训强化基层的竞争力，并会透过法定最低工资防止工资过低的现象，从而

保障基层工人。对于弱势社群，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香港步入高龄化社会，须为有

需要的老人提供更佳的生活援助。家庭是社会的支柱，政府一直关注家庭暴力问题，我们会

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家庭的直接服务和支持。此外，政府亦会在社区层面加强幼

儿托管的支持。我们会持续发展残疾人士的专业服务，以切合他们在不同阶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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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和有需要家庭的直接服务和支持，包括强化保护家庭及儿童服

务课和临床心理服务课的人手、进一步发展施虐者辅导计划、强化对庇护和危机中心的支

持，以及继续加强公众教育。 

‧增加为残疾人士提供的康复服务名额。  

‧加强为有精神健康问题及长期病患的人士提供的医务社会服务。  

‧除了在新建合约安老院舍为体弱长者增加资助安老宿位外，亦透过「改善买位计划」提供额

外的资助安老宿位，以应付持续增长的需求。  

‧增加为体弱长者而设的资助日间护理服务名额，以及资助到户服务的服务量，以支持「社区

安老」。 

‧加强安老院舍对体弱和患有老年痴呆症长者的照顾。  

‧将「护老培训地区试验计划」扩展至全港长者地区中心，以进一步加强对护老者的支持。 

‧尽快完成有关高龄津贴的检讨，并推行改善建议。 

‧展开修订法例的准备工作，以改善执行劳资审裁处的裁断。 

‧在二零零八至零九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设立法定最低工资。 

‧改善在《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下对职业性失聪人士的法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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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举办宣传推广活动，提高从事装修及维修工程的人士的安全意识，并加强执法以确保他

们遵守相关的法例，从而提升该等工程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水平。  

‧因应消费者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检讨现行保障消费者的法例，以加强保障消费者权益，并打

击误导或不良的销售手法，预计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就未来路向咨询公众。 

‧以试点形式，牵头推行设立地区数码中心的计划，让低收入家庭儿童及其它有需要的居民接

触数码世界的丰富信息和知识。计划的目的是增进弱势社群对信息科技的认识，从而提高

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以及在邻舍层面促进社会融合。我们会推动政府、社区组织及商界

的三方合作，成立中心和管理中心的日常运作，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关怀弱势社群。 

‧尽可能在依山而建的公共屋邨安装连接公众地方的升降机及自动扶梯，以及在层数较少、没

有升降机设备的公屋加装升降机，以方便公屋居民上落。  

‧为兴建上坡地区自动扶梯系统和升降机系统订立一套评审制度。 

‧有效统筹及完成香港特区政府各局参与四川地震灾后重建首阶段的工作，以跟进立法会在二

零零八年七月批准拨款20亿元，作为「支持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工作信托基金」首阶段的财

政承担。 

‧检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以评估随着过去十年各方面的发展，包括科技的进步，该

条例是否足以保障个人资料，并就检讨结果咨询公众。 

‧研究如何就法律改革委员会对于缠扰行为所提出的建议咨询相关团体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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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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种族歧视条例》，成立四个少数族裔支持服务中心及实施其它措施，以推广种族平等。 

‧与平和基金咨询委员会紧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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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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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协作计划及其它地区统筹工作，加强以社区为本的扶贫工作。 

‧与家庭议会紧密合作，推广家庭核心价值和家庭教育，从家庭角度研究及处理问题，创造对

家庭有利的环境，以及促进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为天水围第 112 区及第 115 区用地设计适合的用途，以增进当地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

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推行「交通费支持计划」放宽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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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检讨「青年职前综合培训 — 展翅计划」及「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以加强为 15 至 24 岁青

少年提供培训及就业支持的效益。 

‧因应劳工市场近期的发展，继续检讨在《雇佣条例》下连续性雇佣的定义，并在过程中咨询

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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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违例欠薪的罪行。 

‧向雇主进一步推广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以鼓励在工作场所多采纳这些措施。 

‧继续根据情报执法，以及采取积极策略，遏止非法雇用劳工。 

‧透过扶贫专责小组继续统筹政府各部门的扶贫工作，并监察整体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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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培训局）提供的

就业和培训╱再培训服务。再培训局新的培训及就业资源中心已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初全面启

用，以试行一站式就业支持模式，以便为失业人士提供更适切的协助，落实「从受助到自

强」的目标。 

‧推行「儿童发展基金」先导计划，以试行一个新的模式，鼓励弱势社群的儿童计划未来，并

培养正面的态度，以期减少跨代贫穷。 

‧鼓励和帮助「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下健全的受助人自力更生。 

‧为妇女事务委员会提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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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于不同的政策范畴逐步应用「性别观点主流化检视清单」或有关概念，并与妇女事务委

员会合作，进一步推广性别观点主流化。 

‧研究长远的社会福利规划。 

‧推行为施虐者而设的反暴力计划，并随着先导计划的完成，继续推行施虐者辅导计划。 

‧继续透过公众教育及强化相关的专业培训，预防及处理家庭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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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检讨儿童死亡个案的先导计划。 

‧监察《2008 年家庭暴力（修订）条例》的实施情况，并就同居者的类别提出进一步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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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改善以地区为本的社区支持服务，以加强为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提供的服务和支

持。  

‧推广「积极乐颐年」，以鼓励长者活出丰盛人生。  

‧把资助长者宿位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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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透过长者中心的外展工作，协助独居及隐闭长者发展社交生活，以及为有需要的长者加

强转介、辅导及支持服务。 

‧透过「离院长者综合支持试验计划」，为出院后难以照顾自己的长者及其照顾者提供综合支

持服务。 

‧透过「改善长者家居环境计划」，协助有需要及家居环境破旧的长者改善家居环境。 

‧为社会福利界额外培训登记护士。 

‧透过安老事务委员会的顾问研究，研究为长者提供的资助院舍照顾服务的长远规划。  

‧推广弹性托儿服务，以满足家庭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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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雇员再培训局就其未来发展路向进行的策略性检讨，以提升培训及再培训服务，并分阶

段推行提出的最后建议。报读「雇员再培训计划」的资格已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放宽，以

涵盖 15 至 29 岁青年人及具副学位或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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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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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租金调整机制下于二零一零年进行的第一次公屋租金检讨做好准备。 

‧优化公共房屋安排，以鼓励家庭成员互相扶持及关怀长者。 

‧协助香港房屋协会推展位于北角丹拿道的一项长者住屋计划。  

‧在力之所及的情况下，探索不同方法，藏富于民。 

‧根据律政司司长领导的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订定的策略，推行一系列中短期措施，并订

立一套全面、长远、可持续推行的政策和措施，打击青少年毒品问题。 

‧在律政司司长担任主席的调解工作小组协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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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