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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怀社会 投资社会 

引言 

去年金融海啸冲击社会各阶层，行政长官提出「稳金融、撑企业、保就业」的策略应对，减

低失业的情况，同时政府也先后推出多项短期纾解民困的措施。目前形势虽已稳定下来，但

长期而言，政府仍会继续通过教育及再培训加强基层的竞争力，并将全力推行法定最低工资，

以防止工资过低，从而保障基层工人。至于弱势社羣，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援。由于香港正步

入高龄化社会，我们亦须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更佳的支援。为协助残疾人士融入社会，我们

须加强为他们及其照顾者提供的服务和支援。面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吸毒问题，社会各界已

动员起来，我们会继续与各界同心携手共抗毒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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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有关检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就法例修订提出建议。 

‧与家庭议会协力推行「家庭友善企业奖励计划」，表扬采取家庭友善措施的企业，以提高商

界推广家庭核心价值的意识和缔造有利家庭的环境。 

‧扩大法律援助及免费法律谘询服务的涵盖范围，使更多未能负担私人市场法律费用的人士受

惠。 

‧预留 1 亿元，在有需要时注资「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基金，以助扩展计划的涵盖范围，为

更多类别的个案提供法律援助，令更多有需要的中产阶层人士受惠。 

‧透过以下工作，进一步加强我们推动社会企业（社企）发展的力量: 

(a) 推展「社企之友」运动，以鼓励企业承诺支持社企发展； 

(b) 推出奖励计划，以肯定社会企业家的努力和鼓励成功社企； 

(c) 策划一连串有系统的社企训练课程，以培育年轻社会企业家；以及 

(d) 举行社会企业展，以加强市民对社企的认识和推广良心消费。 

‧成立专责小组，加强对新来港定居人士及少数族裔人士的支援，监察新来港定居人士在适应

期内的服务需求，以及少数族裔人士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确保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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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他们的需要，并加强与非政府机构及地方团体合作，协助新来港定居人士及少数族裔

人士尽快融入社会。 

‧为残疾人士增加学前、日间和住宿康复服务的名额。 

‧改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服务，以加强对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的支援。 

‧加强为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提供的医务社会服务。 

‧为自闭症儿童增加学前康复服务名额及加强医务社会服务。 

‧在现有及新建安老院舍增加资助宿位。 

‧在改善买位计划下，提供更多较高质素的资助宿位。 

‧全面推行离院长者综合支援计划，并增加资助长者家居照顾和日间护理服务名额。 

‧加强为患有痴呆症的长者提供的支援，向资助安老院舍及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发放补助

金或增加补助金额。 

‧放宽高龄津贴的离港宽限，受惠人只要每年居港满 60 天便可领取全年津贴。 

‧推行覆盖全港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资助低收入家庭在职人士往返工作地点的交通费

用。 

‧进一步加强幼儿照顾服务及为有需要的家庭及儿童提供的支援，包括： 

(a) 把试行的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常规化，并把计划的服务范围扩展至全港 18 区；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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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扩展至全港 18 区。 

‧把受资助非政府福利机构的 3,000 个临时职位延续一年，协助青年投入劳动市场，公开就业。 

‧推行由奖券基金资助的网上青年外展试验计划，以配合青少年（特别是边缘及隐蔽青年）不

断转变的需要。 

‧注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信托基金，为可能罹患永久机能失调的受助人继续提供经济援

助。 

‧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扩大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范围，以包括《雇佣条例》订明而未

放取的年假及法定假日的薪酬。 

‧展开广泛的公众教育及推广活动，并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以阻吓及惩办违例者，从而加强

雇员保障，以配合法定最低工资的实施，以及把故意拖欠劳资审裁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

处裁断的款项列为刑事罪行。 

‧加强有系统的预防及执法措施，并改善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的监管制度，以免因为大型基建

工程开展及装修和维修工程预计迅速增加而发生大量建造业意外。 

‧检讨现行农历年假适逢星期日的补假安排。 

‧增强中学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以助预防及处理学生吸毒及其他有关问题。 

‧制订校园验毒的未来路向。 

‧在医疗辅助队辖下成立少年团，以鼓励青少年透过参与羣体活动和训练，学习有用的技能和

培养领导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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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以进一步保障公众安全。 

‧落实法律改革委员会的临时建议，为与儿童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有关的工作，设立性罪

行定罪记录查核机制，以加强保护儿童及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免受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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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行的措施 

我们正推行下列措施： 

‧统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局参与和完成支援四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工作。立法会批准拨款 

90 亿元注入支援四川地震灾区重建工作信托基金后，特区政府分三个阶段承担了151 个支

援四川灾区重建的项目，涵盖教育、医疗康复、社会福利、交通基建，以及重建卧龙自然

保护区等范畴。该基金亦拨款资助香港非政府机构在四川推展援建项目。 

‧继续推行促进人权的工作。 

‧继续推行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的工作，包括资助非政府机构营运少数族裔支援服务中

心及其他特定的支援服务，以及监察促进种族平等行政指引的实施情况。 

‧就如何跟进法律改革委员会关于缠扰行为的建议，为筹备公众谘询作出实务安排。 

‧就打击不良营商手法，立法保障消费权益的建议谘询公众。我们会考虑公众提出的意见，拟

备法例修订案。我们的目标，是在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立法会会期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

案。我们会继续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 

‧继续推行地区数码中心计划，把支援服务推广至更多联营中心，让更多地区有需要的居民接

触数码世界的丰富资讯和知识。 

‧继续推行长者专门网站计划，一站式提供有关长者服务和银发市场的资讯，帮助长者从网上

取得丰富的资讯和服务，透过互联网扩阔生活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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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筹备推行一项五年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合适和价格相宜的电脑和上网

服务，使他们可在家中上网学习，并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正确安全使用互联网所需的培训和

技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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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企业谘询委员会和其他持份者合作，鼓励社会企业进一步发展，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

我们会继续推行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 

‧继续与家庭议会紧密合作，缔造有利家庭的环境；进一步宣扬家庭教育的重要，并从家庭角

度研究及处理问题。 

‧继续与家庭议会协力推行全港「开心家庭运动」，进一步宣扬家庭核心价值，藉以推广重视

家庭、关爱家人的文化。 

‧继续透过家庭议会协调及联络其他有关各方，推行「开心家庭网络」，向社会大众宣扬家庭

核心价值和介绍各项家庭教育及支援服务。 

‧继续为在天水围以先导形式设立的一站式就业及培训中心进行筹备工作，以理顺、整合和提

升现时由劳工处、社会福利署及雇员再培训局提供的就业及培训╱再培训服务。 

‧在谘询有关各方后，拟订立法建议，赋予劳资审裁处权力，就雇员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的

情况作出复职或再次聘用的强制命令，并要求不遵从有关命令的雇主向雇员支付额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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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集所得有关并非以连续性合约受雇的雇员的统计数据，检讨《雇佣条例》中连续性雇

佣的定义，并在过程中继续谘询有关各方。 

‧继续透过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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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加深雇主及雇员对如何分辨雇员与自雇人士的认识，以保障雇员权益。 

‧继续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违例欠薪的罪行。 

‧继续根据情报执法，以及采取积极策略，遏止非法雇用劳工。 

‧继续检讨《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机工作守则》，并就建议修订谘询建造业界。 

‧继续推行短期食物援助服务。 

‧透过扶贫专责小组继续统筹政府各部门的扶贫工作。 

‧监察儿童发展基金首两批计划的推行情况，并考虑分批推行其他计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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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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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研究长远的社会福利规划。 

‧继续推行和进一步发展施虐者辅导计划；以及继续推行根据《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为

施虐者而设的反暴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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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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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推行检讨儿童死亡个案的先导计划。 

‧继续推行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计划，以加强支援家庭暴力受害人，包括那些正进行司法程序

的受害人。 

‧监察《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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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康复谘询委员会、康复界和社会大众携手合作，推广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精神和

核心价值。 

‧继续推行严重残疾人士家居照顾服务先导计划，以加强对严重残疾人士及其照顾者的社区支

援。 

‧继续进行《残疾人士院舍条例草案》的立法工作，以及为实施残疾人士院舍法定发牌制度进

行筹备工作，以确保这些院舍的服务质素达到应有水平。 

‧继续推行私营残疾人士院舍买位先导计划，以协助市场为残疾人士提供更多服务选择。 

‧把资助安老宿位提升为供体弱长者使用的长期护理宿位。 

‧资助外展服务，以协助独居及隐蔽长者发展社交生活，以及为有需要的长者加强转介、辅导

及支援服务。 

‧透过长者家居环境改善计划，协助有需要及家居环境破旧的长者改善家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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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福利界额外培训登记护士。 

‧与安老事务委员会共同研究如何改善社区照顾服务，以协助长者居家安老。 

‧继续推行试验计划，为安老院舍提供到院药剂师服务，以提升院舍的药物管理能力。 

‧继续推行护老培训地区计划，加强对护老者的支援。 

‧继续推行体弱长者家居照顾服务试验计划，为轮候护养院宿位的长者提供度身订造的服务。 

‧与安老事务委员会及长者学苑发展基金委员会合作，继续发展长者学苑，以及推动长幼共融。 

‧继续透过各项支援计划，帮助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受助人自力更生和融入社会。 

‧继续根据雇员再培训局就其未来发展路向完成策略性检讨后提出的建议，分阶段推行一系列

措施，以提升培训及再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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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平均大约三年的轮候时间为目标，继续为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租住房屋（公

屋）。 

‧邀请非政府机构按优化安排伙拍屋邨管理谘询委员会举办活动，促进公共屋　社区建设和睦

邻关系。 

‧优化公共房屋安排，以鼓励家庭成员互相扶持及关怀长者。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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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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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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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动扶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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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兴建上坡地区自动扶梯连接系统和升降机系统的评审制度下，就排名较高的建议开展可行

性研究。 

‧根据律政司司长领导的青少年毒品问题专责小组建议的长远、全面、可持续推行的政策，推

行一系列措施，打击青少年吸毒问题；并持续推行行政长官领导的抗毒运动提出的增强措

施。主要工作包括： 

(a) 继续推行全港反青少年吸毒运动，加深公众对青少年吸毒问题的认识，并推动社会各

界支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b) 继续在十八区推行反青少年吸毒社区计划，协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人生观，远离毒品； 

(c) 鼓励社区更广泛采用头发验毒服务； 

(d) 制订建议，邀请各方提出崭新而有效的戒毒治疗及康复服务模式；以及 

(e) 继续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特别针对跨境吸毒及贩毒问题。 

‧在考虑公众的意见后，争取落实调解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