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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單親協會 
對 

「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下 

對單親家長的安排」的回應 

 
 香港單親協會一向鼓勵單親投入自力更生行列，早在90年代已經多次向政府

提出，要求在政策上協助領取綜援的單親盡早脫離綜援，至今協會仍然堅持這個

要求，對這次政府推出推動綜援單親邁向自力更生的計劃，本會有以下積極的回

應及建設性的意見。 

 

回應： 

1． 本會宗旨為“自強自助再助人＂，不少單親在本會努力下領略到工作
帶來的成功感和自信自尊的提升，生活得充實豐盛，使本會同仁更堅

信只有自力更生才是脫貧的唯一出路。 

 

2． 無論社會經濟如何，政府應該鼓勵有能力者工作，而不只是在政府財
政緊絀時才縮緊福利網。 

 

3． 多年來的綜援政策從沒措施協助領取者離開綜援網，只是在領取者不
合格時便自動失去資格，例如單親最幼孩子滿15歲家長就失去資格，

但該家長已經兩鬢白髮，與社會脫節多年，很難找到工作。 

 

4． 在我們經驗裡，越年輕的家長找到工作的機會越大。越新跌入綜援網
者的工作動力越大。 

 

5． 有工作能力而領取綜援過活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已是不爭的事實，只有
協助家長投入工作才能令整個家庭的自尊提升。 

 

6． 現在有接近四萬戶單親依靠綜援生活，零三至零四年度用了30.22 億

元，平均每戶一年獲發約八萬元生活費，這沒將醫療費算在內。 

 

7． 去年關閉的每間單親中心每年約需一百五十多萬，在一年內只要能幫
助二十戶單親脫離綜援則政府已經有賺了。而可以幫助的，不只是一

個單親家庭，亦包括其下一代，就是以這播種的方式，才可協助單親

每成員脫離綜援網，解決跨代貧窮問題。 

 

8． 欣葵計劃的效果未如理想，是當時政府只是輕描淡寫地處理單親就業
問題，在轉介單親參與此計劃時沒要求將就業放在首要達到的目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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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領取綜援單親的背景資料，她／他們的勞動競爭力不高，自己的能
力需要提升外，孩子的照顧也需要有妥善的安排，才能使單親無後顧

之憂地工作。 

 

10． 本會認為要讓這些單親脫貧只有靠可以持續的工作機會，而不是將他
們趕出綜援網就可以達到脫貧的目的。 

 

11． 要讓單親可以維持長久的工作動力和能力就要從“充能＂
（Empowerment）開始，每個人的情況不同，能力也不同，起步點也不

會相同。一個完善的計劃不應該只有一個入口點，如果可以讓他們從

自己的站立點起步則成功機會更大。 

 

12． 孩子的年齡不會是家長能否工作的指標，家長的工作能力和家庭管理
能力、子女管教能力才是家長能否工作的指標。 

 

13． 如果孩子已經長大但家長還是沒有工作動力和能力的話，這家長雖被
逼脫離單親綜援，但又會跌入失業綜援網內，結果一輩子在綜援網內

打滾。 

 

14． 家長的工作技巧是否適合市場需要，及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工作崗位
提供都是能否找到工作的關鍵。 

 

15． 在本會經驗裡，就業後最初兩個月是關鍵期，應該在這段時期給予最
大的支援及鼓勵。 

 

本會建設性意見： 

1． 重開單親中心，以協助單親脫離綜援網為主要目標。 

 

2． 訓練有關的工作人員，例如社工及保障部職員，令其掌握單親特點，
以協助單親就業為主要工作目標。 

 

3． 每位跌入綜援網的單親就應該派一位社工作為其個案經理，協助計劃
未來生活藍圖，按個案的情況制訂學習計劃，務求最短的時間脫離綜

援網為目的，亦助其提升其解決問題能力。 

 

 

4． 如果已準備好工作的單親就安排好孩子照顧及找尋工作，社工協助其
掌握其他生活技巧和擴廣生活圈子，提升其持續工作的能力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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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期內未能工作的單親家長由社工安排參加培訓，需要定期與社工面
談跟進計劃，除了學習一技之長外，還要提升其軟性技巧，讓其全面

發展，孩子也應該接受培訓提升其自顧能力，減少家長的擔心，讓這

家長預備隨時準備好就可以投入工作。 

 

6． 協助單親長久脫離綜援網要增強其持續能力及維持工作的決心，初期
社工需要多些精神時間的投入，待其能力鞏固後可以逐漸減少協助，

甚至該單親還可以現身說法鼓勵其他單親邁向自力更生。 

 

7． 孩子年齡越接近十五歲的家長應該得到多些資源協助其在短期內建立
工作能力，並在其參與工作後的一段時間繼續跟進，協助其解決因上

班而產生的問題及鼓勵其留在工作崗位內。此外，落實再培訓計劃內

單親家長優先就讀之安排，引領各社福機構及培訓單位共同推動單親

人士自力更生。現在雖有此「條文」，但各單位如沒此概念，收生時

仍只以入職機會高者為優先收生標準。 

 

8． 給予願意工作的單親有期限的額外津貼，協助及鼓勵其解決因上班而
帶來家庭內的變動需要。例如現有的單親補助金可以作此用途。 

 

9． 暫時未能出外工作的單親亦應該可以在需要時實報實銷地使用該補助
金，尤其避免獨留兒童在家之用。 

 

10． 鼓勵各小學在校內開設課餘托管，令家長放心工作。 

 

11． 鼓勵各地區團體開設假期活動，照顧在學校假期中父母要上班的單親
孩子。 

 

12． 鼓勵工商界贊助課餘活動，令單親不至於因工作時間或薪水不及綜援
而減少孩子的課餘活動機會。 

 

13． 設立“街坊褓姆＂制度，給與培訓及登記、監管，使單親可以在住所
附近找尋適合的褓姆，有需要時可以以單親補助金津貼托兒費。 

 

14． 進行社會教育，建立積極單親正面形象，減少對單親的歧視，糾正僱
主對單親的誤解，令其增加聘請單親的動力。 

 

15． 動員工商界，尤其是公共事業公司給予工作的單親各種優惠，例如電
費煤氣、交通費等的減免，鼓勵商界共關懷，動員整個社會參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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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優惠及補助在最初兩三個月內最重要。 

 

16． 設立獎勵計劃及廣泛宣傳，對參與工作的單親獎勵，以製造及推廣“勞
動最光榮＂的社會風氣。 

 

 

總結： 

1． 重開單親中心，以協助單親脫離綜援網邁向自力更生為主要目標。 

 

2． 政府維持每年投資一百五十萬在每間單親中心，平均每年協助二十
戶單親離開綜援網就已經可以替政府節省一百六十萬

元。當然，這不能期望有立杆見影的效果，十數年的習慣需要時間去
更改。 

 

3． 只要家長及孩子都準備好，孩子的年齡不須是家長能否工作的指標。 

 

4． 只要家長已準備好，孩子的照顧也安排好，本會認為年幼子女為6至14

歲的單親家長可以工作，不論是兼職或全職。 

 

5． 給予社工及有關同工培訓，協助其建立助人自助的觀念及技巧，
則事半功倍。 

 

6． 本會同意不應以做義工代替有收入的工作，義工是在自己有能力之後
再助人的事。但如果在未能找到工作時可以做義工以維持和社會的接

觸，以及提升能力感和自信心，仍要以找有收入的工作為先，做義工

為後。 

 

7． 欣葵計劃的效果雖未如理想，但其內容還是證明有可取之處，可以改
為向未有能力即時投入勞動市場的單親提供的踏腳石，鼓勵就業觀

念，連接就業輔導計劃，向單親提供一條龍服務，讓不同背景的單親

在整個計劃中有不同的插入點。 

 

8． 重視就業後首季的輔導工作，給予足夠支持使就業者有信心留在工作
崗位裡。 

 

9． 單親補助金可作彈性處理，包括獎勵及應急。 

 

 



                    立法會有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對單親家長的安排      第 5 頁  2005/5/23 

10． 需要跨政策局的合作，除了社會福利署外，還需要有教育署、康體署、
房屋署、勞工處、再培訓局等等的協作，一定能幫助單親家庭邁向自

強自助再助人。 

 

11． 只要政府重視，可以動員整個社會協助單親重返勞動市場。 

 

 

 

22－05－2005 

 

香港單親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