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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削、再削、削肉見骨；你反、佢反、反對削資 

 

反 對 削 資 立 場 書 

 

1. 大聯盟強烈反對政府在非政府機構合力進行服務理順和服務重整，致使來年節省並

上繳 1.086 億，但仍然向非政府機構進行一刀切 1%（約 6230 萬）的削減。 

 

2. 我們知道過去五年，業界在社會的大環境下，已經充份與政府配合，進行「資源增

值」、「服務理順」和各項一刀切等「節約措施」，已經約 10%（約 6億）。另外，業界

員工跟隨公務員薪酬調整的累積削薪約 6%，連同明年的 3%減薪共 9%。根據政府要

求，未來三年仍須削減 5%的服務經費；連同上述的削資削薪，業界將全面被削資約

24%。 

 

3. 非政府機構自 2000 年實行「整筆撥款」制度後，現時員工的士氣是歷年中的最低。

一方面，業界已經約有一半是合約員工，由專業至支援職級，絕少員工是仍按政府

薪級表支薪，而絕大部份是減薪 20%至 40%。加上合約制的關係，員工不能不聽從上

司的委派；另一方面，影相員工的薪酬差額雖是由「過渡補貼」補貼，但有朝一天

「過渡補貼」停止，則機構將會執行減薪至工資中位數，否則實是難以維持服務的

推行。在這種種的壓力下，就算是削資 1%，亦會帶來業界很大的衝擊，直接影響服

務的質素。 

 

4. 政府可否重新考慮削減社會福利開支的幅度，或是延遲削減。現在同工已經很艱難

地維持服務，如再削支，服務質素一定受影響，而且不是所有服務使用者都可以用

者自付，那麼最終是否要最弱勢的群體作出犧牲。現在大部分的機構都花上很多的

時間去籌款以維持服務。政府的社會責任在哪裡？為何一個「維港匯」可無緣無故

花上一億而不見成效，還有「紅灣半島」、「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等的財務錯失；現

在卻在弱勢社群上的福利上開刀，如政府一意孤行，當社會問題愈加嚴重時，恐怕

未必可以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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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過去這五年，從個案接觸中，我們感覺社會情況日趨惡化，弱勢社群承受的壓力愈

來愈大，自毀及不幸的事件無日無之，反映服務的需要愈是嚴重。雖然政府過去已

有倍增的資源，但實際是社會問題日趨嚴重，我們不能坐視人命的犧牲。 

 

6. 還有一些「隱藏削資」，例如一些原本由其他政策範疇負責的服務對象，改由社福

政策負責，但服務資源卻沒有撥歸社福，服務的支出卻由社福資源承擔。例如近年

政府大攪社區照顧，為原是住在醫院的病人，提供社區支援，讓他們重返社區，原

意是好的，但醫管局在這方面省下的資源，會否撥歸社署，值得深究． 

 

7. 社會署通知機構明年一刀切削資 1%，但「社區發展服務」卻因為遞屬不同的政策局

而要削減 4%，究竟為何一府兩制？這是否對服務公平？ 

 

8. 我們並非不願意與市民共渡時難，而是在 2000 年接受「整筆撥款」時，並沒有預計

這幾年有超過 16%的削資，因此業界實是需要回氣生息。故此業界共識地提出 00X

方案，希望未來兩年可以停止作一刀切的削資，稍後再檢討削減的幅度。 

 

 

9. 長遠而言，我們要求社會署延長「過渡補貼」、停止「招標競投合約制」、檢討「整

筆撥款」制度，令業界有一個穩定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