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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別成為三邊合作夥伴 

 政府、私營和民間組織可概括地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界別。對於第一和第

二界別的性質，社會上都有較普遍的共識。政府組織是以全民為本，私營組織首

要為股東謀利益。至於第三界別則包括宗旨和性質有極大差異的無數大小不同的

組織，基本上是包括所有不屬於第一和第二界別的組織，例如以倡導組織成員權

益為宗旨的，以提供社會服務為宗旨的，也有包含不同宗旨的組織，例如工會組

織、僱主組織、宗教和地方宗族等組織。夥伴合作主義可包括各類不同性質的第

三界別內的組織，但今天討論和分享的重點是民間組織，其宗旨主要是以提供社

會服務或倡導邊緣社群的權益為主，同時獨立於第一和第二界別。 

 

 三個界別要成為三邊合作夥伴，可分地區性和全港性的層面來討論。在地區

的合作，將會以行為和活動為本，從中訂出每個合作界別的角色和期望。全港性

的合作關係模式可為地區性的個別行為者提供普遍性的行為準則和普遍價值觀

作為基礎。 

 

三邊夥伴合作的普遍價值觀 

政府施政以民為本。胡主席說的「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

是一個非常貼切和生動的說明。香港特區政府的價值觀與聯合國倡導和訂立的普

遍價值觀相接近：保障人權、促進社會共融、援助邊緣社群。私營機構雖為股東

謀利，但它們的行為受法律所約束，它們的股東也受普遍價值觀所影響。近年來

私營企業也越來越重視社會的迴響，將它們的慈善捐助活動大力提昇成為長遠的

社會投資策略。政府部門一方面要服務私營機構，但同時又要平衡私營機構與整

體社會的利益。民間組織作為獨立的界別，可積極發揚普遍價值觀，支持社會的

持續發展。 

 

三邊合作夥伴的中心議題：社會資本 

 三個界別之間的分別，甚至是分歧，是明顯的。在很多情況下，各界別都聚

焦於分歧，而忽略建設共同合作的基礎。較突出的例子是三個界別都較為注視公

共資源分配政策中的分歧意見，而較少發揮三邊合作的效應來推動社會發展。陳

智思議員長期浸淫於第二和三界別，他感慨二、三界別對社會資源分配和運用上

的分歧，更關注分歧會持續擴大。因此與香港社會服務聯合會創立了私營公司關

愛計劃：「商界展關懷」，為符合計劃的公司訂立六大準則，推動界別間的合作基

礎，並得到社會福利署的支持，這是三邊夥伴合作主義的典型優質實踐模式。 

 

 成功的夥伴合作建基於共同的價值觀，相互的信任，和彼此的緊密接觸，把

這些條件加起來，就成為社會資本的指標。社會資本這一概念雖源於西方，中國

文化二千多年前已提出了更概括的要求。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又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和與得道，用於今天的社會，可為社

會資本定下方向。社會資本就是增進人和、加強「道」，用現代的說話，也所是

社會和諧和社會凝聚力。 

 



可持續發展 

 跨界別合作夥伴以和為貴，以道為本，以普遍價值觀為基礎，進而緊密協同

推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項目。可持續發展是一個追尋中的移动目標，沒有經過實

踐，是沒有可能預知其成效。所謂摸着石頭過河，驗証就是解除框框，無論「黑

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社會急劇轉型，香港過去七年經歷了七十年代

以來最困難最具挑戰的歲月，無論是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都承受著很沈重的

衝撃。這些情況的出現正好說明昨天的實踐不一定切合轉型中社會的要求。各界

別更不能抱殘守缺，一成不變。要達到可持續發展就要求我們從變中求穩、從變

中求發展，去陳出新。尋找可持續發展的模式首先要改變現在處事的思考辦法，

行為上在面對困難時要學習取捨，要懂得輕裝上陣，輕身上路。這是困難，也是

挑戰，更是對每位專業人員的考驗。當然，我們更應重視社會實踐的長期有系統

的研究。面對大時代的變化，就要有如溫總引毛澤東語句，「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的勇氣和樂觀精神，也要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索」的決心、情懷，和心理準備。 

 

民間組織 – 粘合、催化社會資本 

聯合國關注到公眾對傳統民主越來越失望，因為在這個全球互聯和關心可持

續性的時代，傳統民主顯得過於短視和狹隘。對此聯合國很早已關注民間組織的

正面和長遠的作用，在重要的論壇，更積極聚集所有主要利益相關者，進行辩論，

達成共識和造出共同承諾。跨界別的合作，特別是民間組織在其中所能起的作

用，在世界的主要論壇都成為焦點。就以聯合國為例，去年聯合國祕書長成立了

一個名人小組研究民間組織，並研究聯合國與民間組織的合作模式。歐洲共同體

也於去年積極提倡三邊合作主義以應付就業議題和建設擴張中的平等共融歐洲

共同體。 

 

民間組織，特別是以提供社會服務為主的組織，可扮演積累社會資本的粘合

劑和催化劑。就算以倡導為使命的民間組織也可成為社會資本的催化元素。香港

的社會現實就是要面對各個領域的深層挑戰，社會瀰漫著各自強調不同的取態。

由不同再催化分歧，由分歧引發矛盾，再而失望、心灰、失去自信、自強、自尊。

今天社會已有不少的組織或行為為分歧加添燃料。政府部門要應付和平衡政黨的

政治較量，私營機構要面對市場的激烈淘汰力量。民間組織也要求生存和發展，

但也具備靈活性，求創新和自新。民間組織因獨立和不同於第一、二界別，加上

其豐富的經驗和多元組織文化，是應該和有能力肩負起催化積累社會資本的重

任。 

 

泛專業行為守則 

 要成為強效的粘合劑，民間組織需要建立泛專業的行為守則，要有顧全大局

的情操。民間組織的社會服務主要由委員會和不同的專業人士管理和運作。每位

委員和每位專業人員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專業才能，不同的關注，也有不同

的個人和組織包袱。泛專業的守則需要一個靈活的概念來引向，社會資本正好作

為泛專業的開放式框架。這個泛專業守則作為自願性的守則，可適用於決策成員

和各專業人員，守則需強調建立緊密聯繫，培植互信，建立共識和共同的規範。

民間組織可由自身做起，與其他界別的代表共同磋商；再而安排三界別高峰會議

宣告跨界別合作的開放式守則。三邊夥伴主義可應用於各層面。在較高層面，是



積極的三邊代表以夥伴的合作關係就社會民生福祉議事，在基層可應用於解決社

區議題的實質服務項目。一直支持民生福利的基金也有重要的角色，就是積極支

持有三邊夥伴關係的項目。 

 

 三邊合作夥伴專業守則指引內容可包括夥伴關係對社會持續發展的關鍵作

用，彼此對特定合作議題的專業知識，經驗和技能水平，社會的問責性。 例如

民間團體應採助增值的策略，顧大局而不是自身機構的利益，並積極參與發掘解

決問題的模式。私營機構應鼓勵機構與社會議題的互通性，機構優質服務與普遍

價值觀的關連，及與其他界別的夥伴合作。政府部門則積極與其他界別合作對社

會議題制訂應對的政策，並引進優質夥伴合作模式，也應積極協助其他界別的增

強能力計劃。積極發展社會資本為主導的三邊夥伴合作主義，是以建設穩定、繁

榮、平等和諧和共融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為目的。三邊夥伴主義就是集合三界別

力量，轉化成多倍大的效能以應付民生福祉所面對的挑戰。 

 

 在合作中遇到爭議和矛盾是必然的，也不應迴避。多元化的社會才能體現真

正的民主。因此更加需要加強三邊夥伴關係，使多元文化內的矛盾，可在一個具

建設性的框架內解决。夥伴合作必須是靈活取向，不是鐵板一塊的模式。政府應

該解纜鬆綁讓第二、三界別輕裝上路，以應付急劇轉型中的社會情況。 

 

 具體合作項目的三邊參與可以千變萬化。就以發展社會性企業為例，即私營

管理但不完全為私營機構謀私利的項目，私營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合作必須就普遍

價值，利益和社會關注議題的共通性，以及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互補謀求共識。政

府則提供政策支持和指引，有需要時更可提供起動資金。就算是民間組織所提供

專業性的深層治療或援助，三界別夥伴合作也可發揮作用。私營護理安老院與公

立醫院外展醫療隊的合作就是一項好例子。事實上每一項社會服務都可供三邊合

作夥伴討論，議出可行的合作模式。對於合作中牽涉的公共資源，則各界別必须

相互尊重和確認可互補、互容、及互用。 

  

當然不是每一項社會議題，每一項社會民生福祉都可即時成為夥伴合作的

項目。應當有所選擇，也應在共識下共同面對挑戰。事實上有不少優質合作項目

己揚帆啟航，現今是將此現象更普及化，將個別的清泉暖意滙成社會主流，激勵

處於逆境的市民，並豐盛和諧的社會文化。 

 

 對於成功的三邊合作夥伴項目，政府必須作出支持和承擔，私營和民間組織

也必須承諾支持，和孕育共同的參與，一同積累社會資本，以建設平等，共融和

繁榮穩定的社會。各界別需積極增強本身的能力，包括對夥伴合作的跨專業知識

和協作專能。對此，傳統民間組織可能要積極變身以適應社會的要求。 

 

專業訓練跨界別合作人才 

 跨專業和跨界別的合作是一門專業學問，雖然可以靠經驗積累，但積極的辦

法是透過大學內的專業訓練加入有關的項目和實踐學習，更重要的是讓年青的專

業本科同學配備應有的眼界、取向、態度、知識和技巧。以社工專業訓練為例，

我著實有些遺憾。這些年青、富有衝勁和理想的同學，就學期間，不單要應付社

工本科的繁重課程，更要離開校園一百個工作天接受實習訓練，他們在校園內與



其他本科同學的交流明顯地減少了。雖然他們畢業時會配備足夠的本科專業知識

和技術，但他們的眼界則好像被罩了眼的駿馬，只知往前跑，不知其他馬兒的跑

勢，也不知賽馬場的情況。大學內的跨專業訓練應該讓不同的專業本科同學一同

學習、一同實踐，更應為未來的跨界別合作拆除疏離其他本科同學的藩籬。我一

直都建議將社工實習的一半日子即五十天改在學生畢業後以專業學徒形式進

行，這樣學生便可多些時間參與校園的活動以便盡量與其他專業同學一同吸納全

人發展的知識和體驗。 

 

結語 

在今天急劇轉型的多元化香港社會中明顯存在著分裂社會的負面因素。三邊

夥伴合作主義接受普遍的價值觀，聚焦於民生福祉，積累社會資本，以人和為宗

旨，將可抵消負面分裂因素，加強社會的穩定、繁榮和民主，也可孕育包括子孫

後代而建設的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