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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怀社会 投资社会 

引言 

随着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关注贫富差距、房屋及人口老化带来的退休保障及长者支援问

题。去年政府宣布成立关爱基金，以政府、商界和社会其他界别协作方式支援有经济困难的

人士。基金的工作已经陆续展开，推出多项措施，为弱势社群和基层家庭提供直接到位的援

助。 

应对贫富差距、在职贫穷，法定最低工资已经正式落实，保障基层工人。政府会继续致力支

援弱势社群就业。鉴于人口老化，我们正推广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同时加强院舍服务，以支

援有需要的长者。 



38 

新措施 

我们会推行下列措施： 

‧ 推动公共和私营机构网站采用无障碍网页设计，以方便残疾人士取得网上资讯。 

‧ 进一步协调非华语学生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教育服务；以及逐步扩展校本教育心理

服务至所有公营中、小学，以加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 为公营小学提供额外的学生辅导服务津贴，以加强小学学生辅导服务。 

‧ 透过设立多一间支援服务中心和两间分中心，以及提供额外的电台节目，扩大对少数族裔

人士的支援服务，协助他们早日融入社会。  

‧ 家庭议会将与青年事务委员会、安老事务委员会及妇女事务委员会合作，推行「人人就位 

孝爱互传」运动，促进家庭和睦。 

‧ 根据四项有关青少年吸毒、青少年卖淫、疏忽照顾长者、疏忽照顾儿童的专题研究所得结

果，采取「提升家庭参与」、「制订预防策略」及「制订社区为本支援家庭策略」的新政

策方向，应对社会问题。 

‧ 推行义务法律服务表扬计划，向法律专业人员推广义务服务精神。 

‧ 筹划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 增加资助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名额。 

‧ 增加提供护养及持续照顾的资助安老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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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善买位计划下，提升资助安老宿位质素，并增加较高质素宿位的供应。 

‧ 筹备新的计划，向选择移居广东的香港长者发放高龄津贴。 

‧ 增加为残疾人士提供的学前、日间和住宿康复服务名额。 

‧ 把「四肢瘫痪病人过渡期护理支援中心」先导计划转为常设服务，持续加强为严重肢体残

障人士提供的支援。 

‧ 加强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服务，为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士提供更佳的支援。 

‧ 透过资助雇主购买辅助仪器及改装工作间，为残疾雇员提供就业支援，让残疾雇员在执行

职务时更有效率。 

‧ 注资「创业展才能」计划，为残疾人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 进一步加强为有需要的儿童及家庭提供支援及保护，包括： 

(a) 分阶段增加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名额；以及 

(b) 调高寄养服务津贴，包括寄养儿童的生活津贴及寄养家长的服务奖励金。 

‧ 增加青少年外展队，进一步加强支援边缘青少年。 

‧ 将二零零七年《施政报告》中为15至29岁青少年开设的3,000个临时职位按需要进一步延续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让他们有更多时间装备自己及让有关福利服务单位作出适应。 

‧ 把自在人生自学计划转为常规项目，以加强支援妇女终身持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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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讨综援计划下协助有工作能力的综援受助人自力更生的各项就业援助服务计划，加以整

合，及提高成效。 

‧ 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改善现行农历年假或中秋节翌日适逢星期日的补假安排。 

‧ 鉴于大型基建工程动工，以及楼宇装修和维修工程预计迅速增加，加强有系统的预防及执

法措施，提升建造业安全。 

‧ 就如何在社区层面推行毒品测检，谘询相关各方及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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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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监察促进种族平等行政指引的实施情况。 

‧ 落实立法建议，加强对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 

‧ 就如何跟进法律改革委员会关于缠扰行为的建议，筹备公众谘询。 

‧ 就落实打击不良营商手法，立法保障消费权益的建议，拟备法例修订案。我们会继续进行

宣传和教育工作。 

‧ 继续推行数码共融措施，以鼓励弱势社群（包括长者和残疾人士）更广泛应用资讯及通讯

科技，提升生活质素。 

‧ 推行「一家一网e学习」上网学习支援计划，协助合资格学生在家中上网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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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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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与社会企业谘询委员会和其他有关各方合作，推展社会企业（社企）奖励计划、「社

企挚友」嘉许计划、社企训练课程及社企联展，以推动社企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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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订法例，以扩展法律援助辅助计划的涵盖范围，为更多类别的个案提供法律援助，并使

更多有需要的中产人士受惠。 

‧ 统筹各局为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提供支援，以制订和推行计划，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市民提

供援助，特别是那些未能纳入社会安全网，或身处安全网却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

顾的人。 

‧ 继续协助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融入社区，包括资助非政府机构营运支援服

务中心，以及其他为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而设的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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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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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谘询有关各方及取得共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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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收集所得有关按短期或短工时雇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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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向市民大众推广家庭友善雇佣措施，鼓励雇主多采纳这些措施，并就设立法定侍产假

进行研究。 

‧ 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加深雇主及雇员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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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违例欠薪罪行，包括违反法定最低工资规定，以及故意拖欠劳资

审裁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裁断的款项。 

‧ 继续根据情报执法，以及采取积极策略，遏止非法雇用劳工。 

‧ 继续推行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促进雇主及雇员对最低工资法例的认识，以及防范雇主故

意拖欠劳资审裁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裁断的款项。 

‧ 继续推行及改善短期食物援助服务。 

‧ 透过扶贫专责小组继续统筹政府各部门的扶贫工作。 

‧ 监察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的推行情况，并在计划实施一年后进行中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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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儿童发展基金计划的推行情况，并考虑基金的长远模式，以推动香港儿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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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进社会福利谘询委员会在社会福利长远规划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 继续推行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并把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扩展至全港各区，以加强为

有需要的儿童及家庭提供的支援。 

‧ 继续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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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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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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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检讨儿童死亡个案先导计划的成功经验，设立常设的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继续

对儿童死亡个案进行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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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监察《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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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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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行残疾人士院舍法定发牌制度及相关的配套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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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推行改善工程计划，提升政府处所和设施及房屋委员会物业的无障碍设施。 

‧ 把资助安老宿位提升为供体弱长者使用的长期护理宿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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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社会福利界额外培训登记护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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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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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全港推行离院长者综合支援计划，为刚离开医院而难以照顾自己的长者及其照顾者提供

综合支援服务。 

‧ 于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完结前，完成推行按照雇员再培训局未来发展路向策略性检讨的建

议而订定的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培训及再培训服务。 

‧ 继续修订法例的工作，以扩大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范围，包括《雇佣条例》订明而未

放取的年假及法定假日的薪酬。 

‧ 完成有关标准工时的政策研究。 

‧ 继续改善强制性安全训练课程的监管制度。 

‧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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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维持公屋总轮候册申请人平均轮候约三年为目标，继续为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

公共租住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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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共屋邨社区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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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可能在依山而建的公共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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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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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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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就排名较高的建议进

行可行性研究，并着手就已确定技术上可行的建议开展初步设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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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采用崭新而有效的戒毒治疗及康复服务模式； 

(e) 继续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特别针对跨境吸毒及贩毒问题；以及 

(f) 提供资助，以鼓励学校推行自愿性质的校园测检，作为健康校园政策的其中一环。 

‧ 在二零一一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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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鼓励青少年参与医疗辅助队少年团举办的群体活动和训练，学习有用的技能和培养领导才

能。 

‧ 在考虑公众的意见后，争取落实调解工作小组提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