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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  [只列席討論項目二 ] 
譚佩華女士  總運輸主任／票價計劃  
 
亞洲諮詢有限公司  [只列席討論項目二 ]  
蔡秀煜先生  董事  
蔡秀鴻先生  首席顧問  
 
因事缺席者 ：  
 
鍾志平博士  
葉偉明先生  
關惠明先生  
李律仁先生  
黃永光先生  
任燕珍醫生  
 
 
 
討論事項一：簡介《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中與福利有關的措
施  

 政府請 委員 就題為“《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中與福利
有關的措施”的文件提供意見。委員 提出以下問題／意見：  
 

(a) 鑑於政府在社會福利和人口高齡化方面的開支持續增加，故有
需要進行長遠的福利規劃。有些服務屬相同範疇但由不同決策

局／部門負責，就此，政府應加強跨局工作，為社福界作出更

妥善的長遠醫護人手規劃；整合有關服務，或有助集中資源，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b) 可考慮檢討社福界前線員工的薪酬架構和青年護理服務啓航計
劃 (啓航計劃 )的成效；另可制訂更多創新措施，鼓勵退休長者
和婦女就業。  

 
(c) 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特別計劃 )下發展長者住屋，
可鼓勵非政府機構善用名下用地的發展潛力。當局有需要探討

可否購置處所營辦和提供安老及康復服務。  
 
(d) 政府應加強措施，為少數族裔求職者提供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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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應在學校為三至六歲兒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f)  可考慮加強支援父母離異／分居的單親家庭。  
 
(g) 在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時，可考慮如何應付殘疾人
士及其照顧者對支援服務的需求。  

 
(h) 在支援照顧者方面，可考慮使用科技和制訂以照顧者為本的政
策，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  

 
(i)  應着重進一步提升福利服務的質素；適當使用和共享不同持份

者擁有的數據，或對提升服務質素有幫助。  

 
(j)  會否再向社會福利發展基金注資。  
 

(k) 鑑於網絡青年問題“不受時空、地域所限”的性質，五支網上

青年支援隊以甚麼模式運作和如何分工。  
 
(l)  特別計劃的進展情況，以及可否進一步精簡程序。  
 
(m) 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起設立的五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的詳
情。  

 
2.  政府 回應如下：  
 

(a) 政府十分關注社福界的人手情況，並已採取措施增加前線護理

人手和改善他們的工作前景。在整體人力資源方面，政府非常

重視提升和優化人力資源，以配合本港不斷轉變的發展需要。

政府成立了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負

責整合政府與各界的資源和力量，檢視、檢討和統籌宏觀的人

力資源政策和措施。社會工作訓練及人力策劃諮詢委員會也會

就所有有關社工的教育和培訓事宜，包括為切合福利服務需求

而進行的人力策劃，向政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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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資助服務的人手和薪酬架構，當局會就優化整筆撥款津助

制度作檢討，檢討範疇涵蓋人手編制、撥款基準、薪酬架構、

員工離職率和職位出缺情況；有關社會福利發展基金的事宜也

包括在內。  
 
(c) 關於啓航計劃，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底，共招募了 1 018 名學
員。政府會繼續在啓航計劃下提供共 1 200 個培訓名額，並優

化現行計劃，吸引更多年青人參加，並進一步鼓勵他們投身安

老和康復護理服務業。  
 
(d) 社會福利署 (社署 )與政府產業署正研究可否購置處所營辦和提
供安老、康復、幼兒護理和其他服務，以應對處所不足的情

況。  
 

(e) 在鼓勵僱主聘用長者等方面，勞工處已推出優化措施，包括中

高齡就業計劃。勞工處也會加強為少數族裔求職者提供就業服

務。  
 
(f)  社署會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三支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的專責外展
隊，以外展方式主動接觸少數族裔人士，並協助當中有需要者

與主流福利服務建立聯繫。專責外展隊還會為少數族裔人士提

供個案輔導、小組和活動，以照顧他們的社會和福利需要。此

外，為加強支援殘疾或有特殊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政府會在

殘疾人士家長／親屬資源中心設立少數族裔專屬單位，加強對

少數族裔家庭的社區支援。  
 
(g) 政府正探討在合適的福利設施內為三至六歲兒童提供相關服
務。  

 
(h) 關於單親家庭，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關注這些家庭的服務需要，
並透過及早識別和介入，提供適時支援，以提升這些家庭的正

面功能。  
 
(i)  關於對有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及其家長的支援，政府會提升特
殊幼兒中心和設有住宿服務的特殊幼兒中心的社會工作服務，

並加強為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的嚴重殘疾幼兒提供照顧和護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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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此外，社署會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特別是兒童 )及其家長
提供心理治療，以處理這些兒童的情緒、行為和學習問題；家

長的壓力和情緒困擾；以及因照顧這些兒童而衍生的家庭問

題；並加強這些兒童的適應能力和家長的管教技巧。  
 
(j)  關於加強對殘疾人士的支援，政府會增設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
心和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以提升這類中心的服務量和質素。

政府也會增加到戶家居照顧服務，並加強這項服務的交通支

援。此外，政府會為老齡化或嚴重殘疾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言語

治療服務。同時，政府會探討可否發展新服務模式和建立職

業訓練階梯，使服務更切合使用者的職業訓練需要。另外，

政府會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就殘疾人士不同人生

階段的服務需要制訂策略性方向和措施。  
 
(k) 關於網上青年支援隊，社署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起，資助
非政府機構設立五支網上青年支援隊，透過青少年常用的網上

平台，主動接觸邊緣和隱蔽青年，就他們的社交、情緒、個人

成長發展及與上網有關的偏差行為等問題，提供諮詢和輔導服

務。如有需要，社工在得到青少年的同意後，會安排與他們作

深入面談，提供適切的跟進服務，包括轉介他們及其家人到相

關的主流服務。  
 
(l)  關於特別計劃，截至二零一八年八月底，有六個項目已經完成
或預計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完成。其餘項目處於不同的策劃

階段，如技術上可行，預計會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後分階段

完成。當局已與申辦項目的非政府機構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

行七場交流會。社署會與該等非政府機構保持聯繫，全力推展

有關項目。  
 
(m) 關於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社署會由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起，在
全港五個區域，各設一間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共享親職支援中

心。  
 
(n) 為進一步便利選擇在廣東或福建養老的香港長者，政府會把長
者生活津貼擴展至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每月向合資格長者發

放該項津貼。  
 
(o) 關於勞工事宜，政府決心落實取消強制性公積金權益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 (長服金 )的“對沖”安排，以改善僱員的退休保

障。政府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取消“對沖”安排，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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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點包括僱主須開設歸屬其名下的專項儲蓄戶口，預早進行

儲蓄，為日後的潛在遣散費／長服金開支及早準備；政府則會

為僱主提供兩層資助，分擔僱主的遣散費／長服金開支。  
 
(p) 關於輸入勞工，政府已透過多項措施，協助資助護理服務業增
聘人手。鑑於護理服務需求日增，而所需人手卻持續短缺，政

府會審視實際情況，制訂可行的未來路向。  
 

 
 
討論事項二：檢討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

劃  

3. 政府請 委員 就有關該項檢討的文件提供意見。委員 提出以下

問題／意見：  
 

(a) 可考慮向合資格人士發放代用券 (整筆金額定於某個水平 )，防
止計劃遭濫用。  

 
(b) 政府可考慮放寬計劃的受惠資格，以涵蓋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照
顧者。  

 
(c) 可考慮進行調查或焦點小組面談，以評估計劃的成效。  
 
(d) 有需要評估計劃的長遠財政影響，並探討其他新電子支付系統
的趨勢對計劃的影響。  

 
(e) 顧問研究也可考慮為殘疾人士提供的士車費優惠或折扣的方
案。  

 
(f)  可考慮向在繁忙時段乘車的合資格人士收取較高票價，以紓緩
交通擠塞情況。  

 
 
4.  政府 回應如下：  
 

(a) 政府推行該項計劃，旨在鼓勵長者和殘疾人士融入社區，藉此

建立關愛共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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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顧問研究的範圍涉及多方面，包括評估計劃的成效和財政可持
續性、發還機制、防止濫用措施，以及有效監察計劃的措施。

舉例而言，顧問會推斷在不同情境下的財政影響，並會研究海

外經驗。  
 

(c) 對於擴大計劃範圍和放寬資格等建議，政府須考慮財政影響和
其他相關因素，例如需否引入監察規定和制訂嚴格的防止濫用

措施。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零一九年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