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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遊戲機中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遊戲機中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遊戲機中心的未來路向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及遊戲機中心的未來路向    

[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16/02號號號號]    

鑑於科技進步和營商環境的轉變，主席請各委員就放寬《遊戲機中心條例》的建議，以及規管
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三個可行方案發表意見。 

2. 委員的意見如下︰ 

(a) 他們大致同意，立法管制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和遊戲機中心須具彈性，俾能適應未
來社會和科技的發展； 

((((b) b) b) b) 委員提出方案，指可藉修訂現行的《遊戲機中心條例》來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
心； 

((((c) c) c) c) 委員認為，現時向服務對象提供上網設施的福利服務單位應獲得豁免，無須受到規
管； 

((((d) d) d) d) 有委員認為，應限制青少年光顧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時間，並繼續禁止穿著校服
的學生進入； 

((((e) e) e) e) 對於准許遊戲機中心送出非現金的獎品、准許穿著校服的學生進入成人遊戲機中
心，以及削減遊戲機中心牌照費的建議，委員表示有所保留； 

((((f) f) f) f) 有委員贊成准許新的遊戲機中心在現有遊戲機中心100米的範圍內開設，以及保留
一項在教育機構100米半徑範圍內不得開設遊戲機中心的規定； 

((((g) g) g) g) 有委員擔心放寬立法管制後，遊戲機中心數目可能激增，以致其對社會帶來的影
響； 

((((h) h) h) h) 有委員認為應蒐集有關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顧客類別及其消費模式的資料，這些資
料對預計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在社會、教育和心理方面會對青少年以至整體社會造成
什麼影響，必不可少； 

((((i) i) i) i) 委員認為，鑑於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和遊戲機中心對社會的影響，當局對規管互聯
網電腦服務中心和放寬《遊戲機中心條例》的建議應作更詳細的審議。 

3.政府的回應包括: 

(討論第4項)  

陳筱鑫先生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福利)1 

  

(討論第5項)  

伍甄鳳毛女士 計劃管理主任 



((((a) a) a) a) 政府管制的重點，將集中於以商業形式營運的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提供上網設施
的福利服務單位並不是管制所針對的對象； 

((((b) b) b) b) 當局會進一步探討有關立法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各個方案； 

((((c) c) c) c) 由於互聯網日益普及，以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來應付互聯網對社會造成的整體
影響，並不可行； 

((((d) d) d) d) 在進一步研究有關事宜時，會審慎評估若放寬對遊戲機中心的管制，對社會會有何
影響。 

4. 與會人士的結論是應全面審議對這類娛樂場所的規管，同時民政事務局應考慮制訂一套概括
的綜合計劃，以規管這類場所。 

(2) 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監管慈善籌款活動    

[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17/02號號號號]    

5. 本文件載述政府曾探討以立法途徑監管慈善籌款活動，但鑑於草擬法例和執法方面的工作錯
綜複雜，並且涉及技術困難，遂認為立法未必是有效的方法。此外，由於欺詐案件實屬罕見，
而現行法例亦有監管違規的情況，政府認為採用行政方法來進行監管會較為適當。擬議的行政
措施包括：制定《非政府機構優良措施參考指引》，鼓勵籌款機構遵從；訂立一份公開名冊，
載列承諾會遵行並已採取行動落實《參考指引》的慈善籌款機構名稱；以及作出安排，使有關
名冊可供市民查閱。 

6.委員提出以下意見： 

((((a) a) a) a) 支持採用擬議的行政手段，並認為不應以立法方式來規管籌款活動； 

((((b) b) b) b) 認為規管的主要目的，是確保籌款活動在運作時有適當的透明度，而籌得的善款均
用於述明的用途； 

((((c) c) c) c) 鑑於各類籌款活動現由不同部門負責規管，有委員認為，政府應制定一套清晰的綜
合規管綱領，以堵塞因分散監管而可能產生的漏洞。這套綱領連同有關措施都應該盡
量精簡，藉此鼓勵並推動真正的籌款活動； 

((((d) d) d) d) 有委員認為，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給予豁免繳稅資格的做法，應受更嚴格的監
管，並應採取跨部門合作方式，以確保在評稅過程中會適當地徵詢和考慮各部門的意
見，及保持政策間的一致性。委員認為政府應要求獲豁免繳稅的籌款者和機構充分披
露有關其財政狀況的資料，以供公眾查閱； 

((((e) e) e) e) 有委員建議應鼓勵非政府機構進行自我規管和自律，作為配合措施。為此，有委員
建議設立非政府的籌款機構審定團體； 

((((f) f) f) f) 贊成設立公開名冊的建議，因為預期此舉有助增強市民對籌款活動的信心。 

7. 政府的回應包括： 



((((a) a) a) a) 規管籌款活動時，必須確保監管措施輕重得宜，以免窒礙真正的慈善籌款活動； 

((((b) b) b) b) 目前不同的部門是根據不同的施政方針，執行不同的監管制度。申訴專員現正調查
有關事宜，可能會對現行做法提出一些意見； 

((((c) c) c) c) 關於給予豁免繳稅資格的問題，有關決策局/ 部門（包括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和社會
福利署）將與稅務局合作，於適當時向稅務局提供意見； 

((((d) d) d) d) 政府已經與香港會計師公會一同研究慈善機構必須實行的內部財務控制，並打算繼
續與該會磋商，目的是進一步加強財務控制機制，規管希望列入新名冊的機構； 

((((e) e) e) e) 政府期望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攜手合作，為非政府機構制定可行的自我規管和自律
措施。至於設立非政府的籌款機構審定團體的建議，則可待公開名冊設立後再行考
慮； 

((((f) f) f) f) 關於上述公開名冊，籌款機構必須承諾遵行並已採取措施落實《參考指引》，方可
名列該名冊； 

((((g) g) g) g) 所有確已落實《參考指引》的機構，不論是本地或海外機構，均會獲當局考慮納入
名冊； 

((((h) h) h) h) 由於本港的籌款活動和機構不勝枚舉，最初該名冊只會集中臚列福利界的慈善籌款
機構。 

8. 與會者的結論認為，他們贊同政府就加強規管所建議的行政方法，並鼓勵非政府機構致力自
我規管和監察。 

(3)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18/02號號號號]    

9. 委員得知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最新發展，包括在二零零二年二月至八月間進行的籌備工作、
二零零二年八月開始接受申請、提供予準申請者的支援，以及在評審申請時採用的評審準則、
程序和架構。委員亦得悉，當局稍後會為參加者和其他有關人士舉辦經驗分享會和知識交流
會，這些活動本身正能建立社會資本。 

10. 委員表示，伙伴計劃模式證明不同界別之間互助和建立網絡的概念至為重要；經進一步推廣
和確立後，計劃對整個社會將大有裨益。與會者的結論認為，局方日後應繼續向本會報告基金
的運作進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