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  

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中環美利大廈 20 05室  

 

 
出席者︰  

王英偉先生  (主席 )  

周振基博士  

鍾陳麗歡女士  

方敏生女士  

方競生先生  

許宗盛先生  

關則輝先生  

黎守信醫生  

林正財醫生  

羅文鈺教授  

梁永泰博士  

羅榮生先生  

馬錦華先生  

鄧廣良教授  

黃汝璞女士  

葉秀華女士  

張淑婷女士  (秘書 )  

 

 
列席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利敏貞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家庭及婦女事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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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琪先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家庭事務 )  

佘頴敏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  

(家庭事務 )1  

 
社會福利署 (社署 )  

鄧國威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長  

 
衞生署  

梁士莉醫生  首席醫生 (家庭健康服務 )  

 

 
因事缺席者：  

陳振彬先生  

董志發先生  

王賜豪醫生  

楊德華先生  

 

 
項目 1：  簡 介 二 零 零 七 至零 八 年 度 預 算 案演 詞 與 福 利 有 關的

部分  

 
 委 員 備 悉 二 零 零七 至 零 八 年 度 預算 案 演 詞 與 福 利有

關的部分。  

 
2 .  委員提出下列意見：  

 
( a )  建議為離開醫院的長者提供的一條龍服務，會否同時

提供予原先居住在安老院的長者；以及  

 
( b )  兒童發展基金何時可供運用，哪個部門負責管理該項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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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政府的回應如下：  

 
( a )  原先居住在安老院的長者，離開醫院後會繼續由安老

院 舍 的 護 士 及 醫院 管 理 局 社 區 老人 評 估 小 組 的 外展

服務提供協助；以及  

 
( b )  兒童發展基金的長期運用仍有待決定。不過，扶貧委

員 會 短 期 內 會 討論 預 留 額 外 資 源試 行 兒 童 發 展 計劃

的詳細安排。  

 
4 .  與會者支持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預算案，因為社會各

界均可享受經濟繁榮的成果。他們察悉政府已增撥資源作各方

面的福利用途。委員會成員會獲知各項新增／加強的措施。  

 
項目 2 :  簡介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檢討 (SWA C 文件第

1 /0 7 號 )  

 
5 .  委員備悉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檢討結果。 

 
6 .  委員提出下列意見：  

 
( a )  在檢查過程中，母嬰健康院護士的角色至為重要，委

員希望知悉這些護士是否願意承擔他們的新職能；  

 
( b )  是否已為有關護士提供適當培訓。當局或須增撥資源

提供培訓及更多在職訓練。長遠來說，如有需要，或

可把有關的培訓納入護士／社工的大專教育課程內；  

 
( c )  利用母嬰健康院作為服務接觸點十分可取，委員建議

對其他福利服務採取相若的做法；  

 
( d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展 服 務 的 推 展 會否 視 乎 額 外 資 源情

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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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展 服 務 應 以 高 危社 區 為 主 要 服 務對

象。如資源許可，政府或可考慮在母嬰健康院派駐社

工，並加強支援有需要的服務對象；  

 
( f )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要取得成效，必須繼續為六歲

以上的兒童提供服務；以及  

 
( g )  母嬰健康院可安排更多親子教育計劃／研討會，為子

女出現早期行為問題的父母提供支援。  

 
7 .  政府的回應如下：  

 
( a )  其實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推行之前，護士的心態

已逐漸轉變。事實上，對於護士在這項服務當中的表

現，服務對象的意見至今十分正面；  

 
( b )  輔導技巧是護士基本培訓的一部分。此外，兒童身心

全面發展服務的護士均受過特別訓練，加強他們的面

晤技巧，並利用適當工具有系統地識別高危的服務對

象；  

 
( c )  當局已撥出 3 , 00 0 萬元經常性資源，用以推行、改善

及局部推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該項服

務會在二零零七／零八年度推展至其他多個社區，而

財 政 司 司 長 亦 已在 二 零 零 七 ／ 零八 年 度 的 預 算 案中

公布，政府打算分階段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推展

至全港各區，以及加強社會服務支援；  

 
( d )  在選定試行計劃的社區時，主要的考慮事項之一是有

關社區的風險因素。如試行結果顯示有必要在母嬰健

康院派駐社工，局方或會考慮為此爭取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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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如獲得家長同意，檢討結果亦會發給有關小學繼續跟

進；  

 
( f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展 服 務 旨 在 及 早識 別 兒 童 及 其 家人

的各種需要，並及時轉介他們接受適切的介入服務。

有心理社會需要而須由社工介入的個案，會轉介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跟進。此外，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不

會解決幼童及其家人的所有問題。不過，如能夠及早

識別和處理問題，則可減省其後耗費更多資源的介入

服務；以及  

 
( g )  在開展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後，將會加強透過教育

統 籌 局 學 校 教 育發 展 主 任 與 學 前機 構 進 行 協 調 的工

作，並會為學前教育工作者提供適當的培訓。  

 
8 .  與會者贊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取向，

並認為計劃的基本原則已經達到。委員對前線人員所作的努力和

給予的支援深表贊賞。由於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行計劃的結

果令人鼓舞，應在更多社區推行這項服務。試行計劃已加強跨界

別合作。此外，亦可進一步鼓勵進行更多資訊交流、個案討論及

增加管理服務的靈活性，以支援目標服務對象。   

 
項目 3：  家庭教育措施 (SWA C 文件第 2 / 07 號 )  

 
9 .  委員備悉政府加強和普及家庭教育的措施。   

 
1 0 .  委員提出下列意見：  

 
( a )  利用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傳遞簡短而正面的訊息，較

製作劇集更加有效。宣傳短片和聲帶可採用的主題更

為豐富，亦可更集中以某類人士為宣傳對象，例如我

們希望帶來轉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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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應透過不同的途徑，更頻密地播放宣傳短片和聲帶；

以及  

 
( c )  香港傳媒通常會報導負面消息。有見及此，政府應製

作宣傳節目，闡揚更多正面的人物故事，以作抗衡。  

 
11 .  政府的回應如下：  

 
( a )  推廣家庭價值和教育的節目，形式通常較為軟性；不

過，在傳遞某些訊息時，例如對抗家庭暴力的宣傳節

目，會採取更為強而有力的手法；  

 
( b )  對於較為敏感的社會問題 (例如虐老問題 )，社署已製

作宣傳資訊，但須與其他宣傳資訊爭取播放時間。此

外，在電視及路訊通 (R o ad sh o w )播放這些資訊，費用

亦十分高昂；  

 
( c )  社署會展開正面的宣傳工作，稍後在報章登載一系列

正面的人物故事。社署亦會爭取透過不同的途徑，發

放更多正面的訊息；以及  

 
( d )  若 干 機 構 曾 借 用有 關 的 宣 傳 短 片和 聲 帶 推 廣 家 庭教

育，所接獲的意見十分正面。  

 
1 2 .  與 會 者 的 結 論 是 ， 政 府 推 廣 家 庭 教 育 的 工 作 富 有 成

效。如政府決定成立家庭事務委員會，或會推行更針對性的宣傳

活動，處理香港家庭面對的社會轉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七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