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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一：簡介《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中與福利有關的措

施  

 政府請委員就題為 “簡介《行政長官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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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為社福界建立清晰的晉升階梯，並引入先進科技以提升

行業形象。此外，確保晉升階梯獲得資歷架構認可也甚為重要；  

 

(b) 政府可為照顧者制訂全面措施，包括提供幼兒照顧服務、社區

支援和津貼；  

 

(c) 政府可根據已知的資料 (例如是否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拖

欠公屋租金和家庭暴力記錄 )，找出導致家庭悲劇的風險因素；  

 

(d) 醫院管理局和社會福利署 (社署 )兩者的服務之間應有更妥善的

銜接。此外，政府應考慮如何解決法律方面的障礙，以便個人

資料可用於提升服務的成本效益和促進醫社合一。政府宜設立

長期護理辦事處，以促進醫社服務之間的銜接；  

 

(e) 政府可就推行應用樂齡科技的工作訂立基準；  

 

(f)  政府須審視市場所提供的優質安老服務是否足夠，而長者又是

否有能力作出理性選擇；  

 

(g) 有關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對沖機制方面，是否有方法可避免

出現大規模裁員的情況；  

 

(h) 安老設施的規劃標準應適用於私人發展項目。此外，應在市區

重建項目內提供更多安老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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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政府應繼續推廣年金計劃和促進其發展，為市民提供退休保障；  

 

(j)  應加快推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 (特別計劃 )；  

 

(k) 政府可考慮提供誘因鼓勵鄰里守望相助，例如為年老的鄰居烹

製食物，以支援送飯服務；  

 

(l)  值得考慮更善用公共租住屋邨的貯物處所，以便為長者鄰舍中

心及長者地區中心提供空間；  

 

(m) 應展開更多有關服務模式的研究，以構思創新方案來處理福利

事宜。政府有需要加強為殘疾人士提供社區照顧服務，以及整

合不同決策局／部門的工作，為日漸高齡的殘疾人士提供支援；  

 

(n) 過度依賴輸入勞工或會減低年輕人加入護理行業的意欲，長遠

來說會導致出現監察問題；  

 

(o) 應擴大長者生活津貼的涵蓋範圍，以包括那些選擇移居內地的

香港居民，而高齡津貼的申領資格則應下調至 65 歲；  

 

(p)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時，應聚焦如何確保資源用於預定範疇。

此外，也應規定非政府機構須從所得津助中撥出一部分為專用

款項，用於薪金開支；  

 

(q) 較諸保障私隱，政府應考慮更着重防止網上暴力行為；  

 

(r)  政府可考慮檢討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有否被人濫用，特別是鑑於政府就該計劃的開支持續增加；以

及  

 

(s) 政府擬成立特殊需要信託的措施是值得嘉許的，但應審慎研究

受託人的角色和法律責任。  

 

2.  政府回應如下：  

 

(a)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正準備在二零一八年年中推出終身公共

年金計劃，而據悉有些銀行和保險公司也推出了有關的商業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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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承諾會提出修訂建議，就如何處理強積

金對沖事宜諮詢持份者；  

 

(c) 社署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商討如何整理有關高危／隱蔽家庭

的資料，供社福界取用；  

 

(d) 社署正致力為護理服務業建立晉升階梯，以提升行業形象，並

正研究推出新開辦屬資歷架構第四級的管理課程，供院舍督導

人員修讀；  

 

(e) 社署會購買更多新的甲一級宿位，以增加供應符合甲一級標準

的非資助安老宿位，供院舍券持有人入住；  

 

(f)  社署會繼續增加供應資助安老宿位；  

 

(g) 社署已盡力簡化特別計劃的行政程序；  

 

(h) 就送飯服務而言，人手是主要考慮因素，社署會繼續研究是否

可擴大服務範圍；  

 

(i)  對於屬 65 至 69 歲這個年齡組別且又通過同一經濟狀況調查的

長者而言，長者生活津貼所提供的津貼額，較原來的高齡津貼

為高；  

 

(j)  社署已成立專責小組，負責按照《施政綱領》所指明的範圍，

全面檢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該專責小組快將展開有關工作；  

 

(k) 政府清楚了解，必須透過委託人 (即智障兒童的家長 )與受託人

(即社會福利署署長法團 )簽訂的信託契約來明確界定有關各方

的角色和責任。該信託契約會由律政司在充分考慮其他司法管

轄區有關特殊需要信託的做法和經驗後擬備；以及  

 

(l)  勞福局已與社福界商討康復計劃方案顧問研究所涉及的範疇，

並於建議邀請書內清晰訂明有關分工事宜。主要顧問會負責檢

視宏觀事宜，而將成立的數個專責小組則負責研究特定課題。

該等專責小組或會按需要另聘專家或顧問提供協助。  

 

 

社會福利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二零一八年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