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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研研研研究最後報告究最後報告究最後報告究最後報告    

[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20/02號號號號] 

主席請委員閱悉《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顧問研究最後報告》所載的研究結果和建議，並就落實研究所

載建議而制訂的擬議措施，提供意見。這些措施主要包括由二零零三年一月起，重新調配綜合鄰舍計劃(綜
合計劃)的部分資源，以成立八支家庭支援網絡隊(網絡隊)。這些網絡隊會在推行綜合計劃的地區成立，並附
設於營辦同區綜合計劃的機構所提供的主流服務。 

2.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 

(a) 網絡隊應鼓勵市民守望相助，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b) 建議社會福利署(社署)利用這個機會，把綜合計劃的資源重新調配給證
明需求更為殷切的地區或服務範疇，而不是在原先的服務地區內重行調配
這些資源。 

3. 政府的回應包括： 

(a) 有關網絡隊應鼓勵市民守望相助和參與社區事務方面，社署和各福利
機構完全明白這些價值觀十分可貴，並已通過轄下所有主流福利服務加以
推廣； 

(b) 在重整每項福利服務時，政府一向都顧及提高資源效益的需要。對於
委員建議安排在目前推行綜合計劃的地區內同區重新調配資源，顧問小組
已在這方面獲得葉教授的協助，確定這些地區對有關服務有持續需要；因
此，政府認為擬議的安排合理。不過，在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八支網絡隊成

立後，社署會檢討轄下14支網絡隊的服務，研究有關資源有否需要再調
配。 

4. 與會者大體上支持顧問建議的重整安排。 

(2) 二零零三／零四至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因提高效益而節省資源二零零三／零四至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因提高效益而節省資源二零零三／零四至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因提高效益而節省資源二零零三／零四至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因提高效益而節省資源    

5. 委員備悉過去十年的整體社會福利開支、影響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營運開支的重要事項，以及福利界在二
零零零至零三年期間實行資源增值計劃的經驗。主席請他們就如何在福利開支達到節流要求方面，提出建議
策略。委員也備悉福利機構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個相關的簡介會上所表達的關注。 

 

(討論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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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第4項)  

曹慧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津貼及服務表現監察) 
符俊雄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機構津貼及聯絡) 



6. 委員提出以下意見： 

(a) 福利機構須於來年提高效益以節省資源，加上過渡補貼期結束，兩者
會為福利界在未來數年帶來不少挑戰； 

(b) 有委員建議，福利機構應制訂一套長遠的資源管理策略，致力減少依
賴政府的財政援助。在這方面，會上備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已經與各福利
機構和有關的工會展開磋商，以便制訂策略處理這個問題； 

(c) 若資助額減少，則無可避免要控制員工成本和服務營運開支。有委員
建議，福利機構應首先發掘刪減職位和服務單位／小組，以及採用原址擴
充模式的空間。至於任何減薪方案，都應在較後階段才予以考慮，因為近
期的減薪措施已累積了一些影響； 

(d) 委員認為政府應協助福利機構推行自願退休計劃，例如與這些機構分
享在公務員隊伍內實施這類計劃的經驗； 

(e) 有委員認為，由於員工問題(尤其是與削減員工福利有關的事宜)性質敏
感，宜小心處理，福利機構應致力提升本身的員工管理技巧； 

(f) 關於利用整筆撥款安排下的累算盈餘來應付節流要求的建議，委員認
為非政府機構應未雨綢繆(例如預先制訂過渡補貼期過後的安排)，以應付
此舉會帶來的後果； 

(g) 有委員建議，可把兒童院或安老院舍遷往內地，以減低非經常和經常
開支； 

(h) 委員備悉私營機構已廣泛採用機構合併的方式，以提高資源效益； 

(i) 委員建議，福利界也可善用其他界別所廣泛採納的某些資源增值策
略，包括： 

(1) 精簡行政程序，減省所需人手； 

(2) 出租場地，供其他非政府機構主辦活動； 

(3) 把目前某些免費服務／活動(如講座和研討會)改
為收費項目； 

(4) 安排集體向內地購買辦公室物資； 

(5) 研究可否輸出服務。 

(j) 有委員建議，應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授)給予新來港定居人士
的援助金額。此外，會上也曾探討應否根據通縮調整綜援金額，以及應否
增設更多規例，使綜援受助人更積極重投勞工市場。 

7. 政府的回應包括： 



(a) 在中央層面，社署會繼續探討就提高效益而節流的空間，而非政府機
構也應開始研究可否進一步理順和精簡架構。預期資助額在二零零三至零
四年度及之後會有所減少，因此機構員工應參與制訂節流措施； 

(b) 有關就提高效益而節流的可行路向，福利界應一方面研究開源措施，
另一方面加強控制開支，以達致有關要求。可進一步探討的開源範疇包括
提供顧問服務，以及就某些增值服務徵收費用。社署亦會再行檢討本身的
收費服務； 

(c) 至於通過機構合併提高資源效益方面，委員備悉福利界已經有小規模
的機構合併。政府對於這類合併採取協助的態度，例如把因機構停辦而節
省的資源，撥給接手營辦有關服務的機構。 

8. 與會者的結論認為，香港市民包括福利界在內，應該攜手合作，共同解決政府或實際上整個社會所面對的
財政困難。委員認為若福利界作出積極的回應和行動，會有助建立正面的形象，推動市民大眾慷慨捐輸。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