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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之建議「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之建議「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之建議「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之建議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 1999年 6月 1日開始，社會福利署正式推行「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目的是要鼓勵和協助失業

的健全綜援受助㆟尋找有薪工作，自食其力。社署近日公佈，自該計劃實際以來，因失業領取綜

援個案大幅㆘降近兩成，表面㆖該計劃已初見成效。然而，當目前本港還有廿多萬失業大軍，失

業率仍然高企之時，卻有㆒大群失業貧困㆟士被拒於綜援制度的門外，我們對該計劃的「鼓舞」

成果實在不敢苟同。事實㆖，我們認為社署只是透過該計劃的推行，以行政手段將失業㆟士摒除

於綜援安全網之外，剝奪其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利。因此，社署故意誇大綜援個案大降的數字，以

標榜該計劃之成效，實在是司馬昭之心，路㆟皆見。

根據社署的統計數字，直至 2000年 2月 29日，在 14000多名參加了該計劃的綜援受助㆟㆗，只

有 1000多名已成功找到有薪工作，就業成功率(7%)偏低。同時，社署卻鮮有提及參加者當㆗近

兩成㆟士(3000㆟)在登記該計劃後退出，而此外更有 1500多名綜援受助㆟因拒絕參加該計劃而

被終止繼續領取綜援。這些數據已充分反映到該計劃的推行存在著明顯的漏洞：不但未能有效協

助參加者「自力更生」，更漠視了他們獲得生活保障的基本權利。綜觀整個計劃的內容，我們主

要就以㆘㆕方面的問題作出建議：

1. 就業輔導不足就業輔導不足就業輔導不足就業輔導不足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根據「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社署的職員會為失業的健全綜援受助㆟提供積極就業援助，

包括協助他們訂定個㆟求職計劃、提供有關就業服務及再培訓課程資料，而參加者更須出席每兩

星期㆒次的就業計劃進度面談。然而，從實際個案的經驗，參加者在㆖述的面談當㆗，「僥倖者」

或可從社署職員手㆖獲取㆒些由勞工處網頁㆘載回來的職位空缺資料，又或者㆒些再培訓課程的

簡介，而大部份參加者卻只有向職員提交過去兩星期求職紀錄的份兒，至於較深入的就業輔導服

務則欠奉。此外，由社署職員同時負責就業支援及綜援審批的工作亦存在角色矛盾的問題。社署

職員㆒方面為了減輕綜援開支的負擔，而另㆒方面卻又負責協助受助㆟就業，結果難免出現社署

職員為求受助㆟盡快脫離綜援網，急於求成而罔顧其生活的保障。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其實，㆒套完善的㆒站式就業支援服務應包括培訓課程、就業輔導、職業介紹以及跟進服

務，唯有透過以㆖各個方面的配合才可真正協助失業㆟士重投就業市場，讓其「自力更生」。而

為了提高服務的成效，我們更認為㆖述服務之提供應交由富經驗的專業㆟士（如再培訓或就業輔

導機構）負責，而非由「外行」的社署職員「兼顧」。而事實亦證明勉強由社署職員向綜援受助

㆟提供就業輔導可謂「吃力不討好」，因此，我們建議社署應該將現有的就業輔導及職業介紹之

服務全部交回專業的再培訓機構或社會服務團體提供，讓失業的綜援受助㆟可獲得更全面的就業

支援服務，以避免資源重疊之浪費及服務提供者之角色衝突。

2. 「懲罰性」社區工作「懲罰性」社區工作「懲罰性」社區工作「懲罰性」社區工作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自力更生支援計劃」還包括要求參加者定期參與義務社區工作，目的是希望參加者在尋

找工作之同時，透過參與社區工作而加強自尊自信和培養工作習慣，藉此為就業做好準備。然而，



由於大部份參加者都並非自願參與有關社區工作， 再加㆖被安排的往往都只㆒些「厭惡性」工

作如清理郊野公園等，因此，該計劃不但未能加強參加者自尊或培養其工作習慣，相反卻因為參

加者需迫於無奈㆞接受如此「懲罰性」的措施而進㆒步打擊其自信。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無疑，加強自信以及培養工作習慣的確有助於失業綜援受助者尋找工作，但若以「懲罰性」

的手段如強制受助者參與社區工作則明顯不能收效，同時還會產生不少反效果，可謂弄巧反拙。

因此，我們建議社署可考慮其他有效方法以達致加強參加者自尊自信之目的，其㆗㆒個方案是鼓

勵參加者報讀合適的再培訓課程來取代參與社區工作，相比現時消極的「懲罰性」措施，這不但

具積極的鼓勵作用，而且對參加者的協助亦更為實際。

3. 求職開支大求職開支大求職開支大求職開支大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在「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現時每位參加者均必須每兩星期最少申請兩份工作，換言之，

㆒個月內便需最少申請㆕份工作。這項措施的目的是要鼓勵參加者積極尋找工作，然而，不少參

加者在尋找工作的過程㆗卻遇到很多困難，其㆗包括多次前往見工仍「無功而回」，加㆖不少工

作或見工㆞點較為偏遠，當㆗所花費的額外開支如車資及出外用膳費用卻令其經濟負擔百㆖加

斤。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現時每名失業的綜援受助㆟每月所獲得的標準金額為 1800元，平均每日的援助金額為 60

元，主要協助受助㆟基本的生活需要，至於如㆖述有關求職的額外開支卻沒有任何津貼。因此，

我們建議社署應參考其他綜援受助者現有之特別交通津貼，以實報實銷方式向參加者發放「求職

特別津貼」，㆒方面減輕參加者經濟㆖的壓力，另㆒方面，亦可鼓勵其繼續積極尋找工作，直至

成功「自力更生」為止。

4. 補充勞工計劃補充勞工計劃補充勞工計劃補充勞工計劃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根據政府最新公佈「自力更生計劃」的兩億元建議，社署將會和勞工處及僱員再培訓局合

作，為失業的綜援受助㆟提供「特別再培訓和就業選配服務」。特別之處在於參加者會被選配應

徵補充勞工計劃的空缺(如農場飼養員、老㆟院起居照顧員等)以及安排接受有關的工作技能培

訓。我們實在擔心這項安排會令不少參加者被迫接受不太適合自己的培訓課程，而最終卻只會浪

費寶貴的培訓資源。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正如前述，我們十分認同再培訓課程對參加者的重要性及積極意義，然而，我們卻認為培

訓課程的選擇絕不應帶有任何強制性質，而應按個別參加者的能力及意願為依歸，否則，有關的

培訓課程不但未能提升參加者之工作技能，而只會淪為另㆒種「懲罰性」的措施而已。因此，我

們建議社署應審慎處理有關的新計劃，絕不可忽視參加者本身的能力及意願。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總括而言,我們對於社署推行的「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有以㆘㆕項建議：

1) 由再培訓機構代替社署向參加者提供全面就業支援服務；

2) 取消要求參加者參與義務社區工作，並以鼓勵報讀再培訓課程取代之；

3) 增設「求職特別津貼」以減輕因求職所帶來之額外經濟負擔；及

4) 社署需因應個別參加者的能力及意願提供有關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