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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福 利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錄  

日 期 ︰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時 間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中 環 花 園 道 美 利 大 廈 2005 室  

 

出 席 者︰  

王英偉先生  (主席 )  

陳美潔女士   

許宗盛先生   

關則輝先生   

黎守信醫生   

林正財醫生   

林淑儀女士   

羅健中先生   

梁永泰博士   

羅榮生先生   

馬錦華先生   

麥鄧碧儀女士   

王賜豪醫生   

鄧廣良教授   

錢黃碧君女士   

董志發先生   

楊德華先生   

葉秀華女士   

張淑婷女士  (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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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 席 者 ︰  

勞 工 及 福 利 局  

鄧國威先生  勞工及福利局常任秘書長  

利敏貞小姐  勞工及福利局副秘書長 (福利 ) 1  

葉文娟女士  勞工及福利局副秘書長 (福利 ) 2  

楊碧筠女士  勞工及福利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福利 )1  

鄧婉雯女士  勞工及福利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扶貧 )  

黃佩心女士  勞工及福利局助理秘書長 (扶貧 )  

張潔華女士  勞 工 及 福 利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 福 利 )1C( 候
任 )  

 

社 會 福 利 署 (社署 )  

余志穩先生  社會福利署署長  

馮伯欣先生  社會福利署副署長 (服務 )  

 

因 事 缺 席 者 ：  

陳振彬先生   

周振基博士   

鍾陳麗歡博士   

方競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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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 S WAC 文 件 第 8 /2007 號 )  

 委 員 備 悉 當 局 提 出 的 建 議 ， 即 設 立 三 億 元 的 兒 童 發 展 基 金 ( 基

金 ) 羣， 以 促 進 弱 勢 社 兒 童 較 長 遠 的 個 人 發 展 。 基 金 由 三 個 主 要 部 分

組 成 ， 包 括 個 人 發 展 計 劃 、 師 友 計 劃 及 目 標 儲 蓄 。 基 金 旨 在 鼓 勵 兒 童

養成建立資產的習慣，更妥善地計劃未來。  

2 .  委員 所提意見如下︰  

( a )  每 名 兒 童 在 完 成 計 劃 後 獲 發 的 12 ,600 元 ， 未 必 足 以 讓 他 ／

她實踐個人發展計劃；  

( b )  委 員 關 注 到 友 師 與 兒 童 的 比 例 ， 以 及他 們 會 否 獲 提 供 足 夠 的

培訓和指導；  

( c )   如 有 關 兒 童 未 能 完 成 計 劃 ， 他 ／ 她 可 否 提 取 儲 蓄 作 應 急 之

用；  

( d )  計 劃 應 擴 大 至 涵 蓋 羣所 有 兒 童 而 非 局 限 於 弱 勢 社 兒 童 ， 以 消

除對後者的標籤效應；  

( e )  委 員 關 注 到 有 關 兒 童 完 成 為 期 兩 年 的計 劃 後 ， 當 局 會 否 對 他

們作出任何跟進；  

( f )  可 採 用 較 為 彈 性 的 安 排 ， 例 如 若 有 關家 庭 未 能 負 擔 每 月 2 0 0

元的儲蓄，可以延遲供款；  



   4

( g )  除 向 機 構 募 捐 外 ， 政 府 亦 可 向 個 別 人士 募 捐 ， 並 向 機 構 及 ／

或個人捐助者提供財政獎勵，鼓勵他們參與計劃；  

( h )  着計 劃 應 重 「 家 庭 」 而 非 個 人 ， 同 時 亦 應 強 調 家 長 和 家 庭 的

責任；  

( i )  現 時 已 有 許 多 為 幫 助 貧 困 學 生 而 設 的經 濟 資 助 計 劃 ， 例 如 學

費 減 免 計 劃 。 基 金 或 會 妨 礙 貧 困 家 庭自 力 更 生 ， 因 而 未 能 幫

助他們滅貧；  

( j )  現 時 學 校 、 社 工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已 舉 辦了 不 少 師 友 計 劃 ， 因 此

基金與這些師友計劃或會出現資源重疊的情況；  

( k )  政 府 可 考 慮 把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的 同 類師 友 計 劃 合 併 ， 讓 這 些

機構能更妥善運用人手及資源；以及  

( l )  委 員 關 注 到 跨 代 貧 窮 問 題 和 有 關 問 題 能 否 藉 設 立 基 金 而 解

決，政府應就計劃的成效進行評估研究。  

3 .  政府 所作回應如下：  

( a )  除 財 政 獎 勵 外 ， 當 局 亦 會 撥 款 給 非 政府 機 構 ， 供 其 舉 辦 主 要

為 兒 童 而 設 的 活 動 和 培 訓 。 因 此 ， 每名 兒 童 實 際 獲 得 的 政 府

撥款，將遠高於財政獎勵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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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基 金 的 儲 蓄 部 分 只 是 一 項 獎 勵 ， 用 以鼓 勵 參 加 者 更 妥 善 地 計

劃 (包 括 財 政 計 劃 )自 己 未 來 。 協 助 參 加 者 積 累 儲 蓄 並 不 是 計

劃的主要目標；  

( c )  有 關 友 師 與 兒 童 的 配 對 安 排 ， 可 以 有很 大 彈 性 。 除 可 有 一 對

一 的 安 排 外 ， 部 分 友 師 或 會 較 喜 歡 在 同 一 時 間 指 導 數 名 兒

童，以產生互動作用，鼓勵他們互相分享；  

( d )  兒 童 儲 下 來 的 金 額 將 是 他 們 的 資 產 ，可 讓 他 們 提 取 作 其 他 用

途 。 不 過 ， 未 能 完 成 儲 蓄 計 劃 的 兒 童未 必 可 獲 得 私 人 機 構 的

配對供款或當局提供的財政獎勵；  

( e )  羣先 導 計 劃 將 參 照 前 扶 貧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先 以 弱 勢 社 兒 童 為

主要對象。如他們未能履行每月儲蓄 200 元的承諾，非政府

機構可尋求其他撥款資源，以協助這些家庭；  

( f )  計 劃 旨 在 協 助 兒 童 培 養 積 極 態 度 ， 並鼓 勵 他 們 通 過 訂 立 和 實

踐 個 人 發 展 計 劃 以 養 成 建 立 資 產 的 習慣 ， 最 終 令 他 們 及 其 家

庭減少對政府的倚賴；  

( g )  基 金 與 現 有 的 政 府 資 助 計 劃 各 有 不 同目 標 ， 不 能 相 提 並 論 。

此 外 ， 亦 不 宜 把 基 金 與 其 他 同 類 師 友計 劃 合 併 ， 因 為 這 些 計

劃並非由政府展開或資助；  

( h )  受 資 助 及 不 受 資 助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 都會 獲 邀 提 交 建 議 書 ， 而

在 舉 辦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活 動 方 面 往 績 良好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 會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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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先 考 慮 。 有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得 到 財政 支 援 ， 以 支 付 行 政 成

本，同時亦可靈活招募友師以配合兒童的個別需要；  

( i )  目 前 難 以 評 估 計 劃 的 成 效 。 不 過 ， 當局 會 對 基 金 的 首 批 先 導

計劃，進行計劃的評估研究；  

( j )  政 府 將 制 訂 量 度 非 政 府 機 構 表 現 的 指標 ， 以 監 察 非 政 府 機 構

的表現；以及  

( k )  退休人士會是招募友師的主要來源。  

4 .  委 員 普 遍 支 持 該 項 計 劃 ， 認 為 計 劃 能 幫 助 兒 童 培 育 積 極 的 生 活 態

度 。 此 外 ， 計 劃 亦 有 助 促 進 政 府 、 商 界 和 福 利 界 三 方 伙 伴 協 作 ， 扶 助

羣弱 勢 社 。 為 讓 委 員 會 能 取 得 第 一 手 資 料 ， 委 員 同 意 擔 任 基 金 的 友

師。  

項目 2： 社 會 福 利 的 長 遠 發 展 規 劃 ( SW A C 文 件 第 07 /2008 號 )  

5 .  關 於 政 府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施 政 綱 領 中 承 諾 通 過 社 會 福 利 諮 詢

委 員 會 ， 研 究 社 會 福 利 的 長 遠 發 展 規 劃 ， 政 府 向 委 員 闡 述 政 府 福 利 規

劃機制歷來的發展，以及當局對該項研究的未來路向的初步意見。  

6 .  委員 所提意見如下：  

( a )  應 在 策 略 層 面 上 制 訂 長 遠 福 利 規 劃 ，而 五 年 計 劃 的 模 式 已 不

再適用於香港現今的社會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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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各 持 分 者 包 括 政 府 、 商 界 、 非 政 府 機構 ， 乃 至 個 人 ， 在 福 利

規 劃 方 面 均 可 發 揮 作 用 。 社 會 福 利 諮詢 委 員 會 應 抱 持 開 放 態

度，採用一個較為互動的程序，讓有關各方參與；  

( c )  二 零 零 四 年 的 社 會 福 利 策 略 總 綱 可 作為 是 項 福 利 規 劃 工 作 的

基礎，並應加強推行社會投資及三方伙伴協作的概念；  

( d )  應凸顯「家庭」是支援福利制度的社會核心價值；  

( e )  社 會 福 利 諮 詢 委 員 會 可 參 考 跨 界 別 及跨 部 門 合 作 就 某 些 特 定

的福利計劃而訂定的規劃機制；  

( f )  一 個 具 前 瞻 性 的 福 利 規 劃 機 制 應 顧 及 多 項 因 素 ， 包 括 全 球

化、人口變遷及香港社會的發展趨勢；以及  

( g )  政府應在福利規劃中研究向福利界提供專業訓練的事項。  

7 .  政府回應如下︰  

( a )  着長 遠 福 利 規 劃 應 具 策 略 性 及 宏 觀 性 ，而 非 眼 於 仔 細 研 究 每

項服務；  

( b )  如 有 需 要 ， 可 徵 詢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及 委員 會 的 意 見 及 建 議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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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由 於 社 會 工 作 訓 練 及 人 力 策 劃 諮 詢 委員 會 亦 正 考 慮 專 業 訓 練

的 問 題 ， 社 會 福 利 諮 詢 委 員 會 未 必 須將 這 問 題 納 入 長 遠 福 利

規劃中。  

8 .  委 員 大 致 同 意 當 局 所 建 議 的 方 針 。 秘 書 處 會 制 訂 有 關 計 劃 及 時 間

表，以便稍後進行諮詢。  

 

勞工及福利局  

二零零八年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