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水麗：主流服務如何引入「社會投資」概念 
 
- 局長早期上任時有提過「社會福利」是否應該以「社會發展」為路向; 其實
現時世界上有很多國家，亦已將負責社會福利發展的部門改為社會發展署/
局 

- 社會福利服務在國際上最近的發展有些共同點，就是受到以下兩方面的影響： 
1) 全球化 及 2) 「後戴卓爾」主義 

- 但不同地區及國家受到各自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情的影響而使發展有所
不同 

 
就香港主流社會服務的兩個特色的看法： 
 
1. 動態 – 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 
z 五十年代：救濟為主體 
z 六十年代：合作社、職業訓練、貸款創業等助人自助服務 
z 七十年代：青少年服務、社區發展對社區起著重大預防功能，有助提升

青少年能力及社區質素有重大貢獻 
z 八十至九十年代: 各項服務專門化發展，著重臨床的服務 
z 近年 : 綜合性服務，將以往集中於治療的趨勢，重新擴闊於針對社區教
育及預防性的工作。 

 
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來非純粹的典型分配福行，而是擁有濃厚的社會投資的

色彩，針對提升人的質素及創造有利於社會發展的環境 
 
2. 靜態 – 世界其他國家的社會福行服務範圍較狹窄，但香港社會福利服務範圍
在歷史及傳統上來自廣闊的概念，包括青少年服務、社區發展、學前兒童發

展等，服務項目嚴格來說是非「分配福利」的概念 
z 香港的主流社會服務非狹窄分配福利主義，而是蘊含社會投資的根源 
z 主流社會服務非單單是服務提供者，也是服務的倡導者，倡導及推廣公義/
較公平的社會政策 

z 香港主流社會福利服務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推行者，而近十多二十年著眼在補

救性／臨床性服務因而淡化社會投資概念特色，現時應是時候重新回到社會

投資的概念 
z 社會投資概念並不陌生，也並非由零開始，現時重新回歸最初的根源及結合

最新的形勢／需要 
z 主流社會福利服務基於歷史上的根源及資源，現時可考慮推出社會投資概念

的政策，包括： 
1) 建立致力於社會發展第三部門的聯盟 



2) 以數據/證據作基礎分析社會問題及應對方案 
3) 社會所有有關人士(Stakeholders)聯手一同面對香港社會重要的課題 

z 經濟發展需要基建，事實上，社會投資也需要社會基建 (Social 
Infrastructure)，主流社會服務在社會基建扮演了重要的角危。 

 
兩個重要的論點： 
1) 社會投資概念對香港社會主流服務而言並非新的概念，各位不用驚慌及覺得
難以接受，問題是在現今社會作出闡釋及重新推行 

2) 社會投資需要社會基建，正如經濟發展需要基建一樣，而社會投資不能放在
太狹窄的角度來看 

 
今天的研討會暫時未有提出具體的方案，但是對談是一個好的開始，可詳細考慮

社會投資在香港推行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