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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692/07-08(06)號文件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向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 

「整筆撥款資助制度對受資助福利界別的影響」意見書 

 

背景 

 
為市民提供社會福利服務是政府對市民的責任。香港的社會福利制度基本上是由政府資

助，透過非政府機構營運，向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的模式進行，而目前接近九成的社

會福利服務均由非政府機構提供。長期以來，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是一對合作緊密的伙

伴。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足夠資源，令非政府機構能有效回應服務需要。 

 

由於以往的資助制度被認為過於僵化及官僚，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於九十年代開始進行資

助制度改革。經過多年努力，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於 2001 年起推行整筆撥款資助制度。

在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之下，社會福利署不再硬性規管受資助機構的人手編制，薪酬水平

及個別開支項目。受資助機構被賦予自由調配資源的彈性去回應服務需要。 

 

整筆撥款的撥款基準是以員工薪級中位數及其他開支釐定。每一間受資助機構在 2000

年 3 月 31 日獲制度認可的職員便成為定影員工。若津貼薪酬總額高於薪級中位數津貼，

政府會依據當時的薪酬提供撥款給受資助機構，但會在 2006-07年度（後延遲至 2008-09

年度）起每年下調 2%直至達至薪級中位數基準。如津貼薪酬低於薪級中位數額，政府

仍會以薪級中位數提供資助撥款。而其他開支則以 2000年 4 月 1 日的認可水平，以整

筆款項形式提供給所有服務單位。 

 

整筆撥款亦會按照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及政府物價價格來調整撥款基準。過去幾年已有數

次因應公務員薪酬調整而調整撥款基準。但政府亦曾表明撥款基準不會受資源增值及效

能節約等措施影響。 

 

機構參與整筆撥款時，機構的管理層必須承諾會履行定影員工的合約。而且社署亦成立

由不同持份者組成的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監察整筆撥款的執行情況及討論解決因執行

新制度而出現的問題。 

 

在整筆撥款的制度下，機構必須將未動用的資助撥款撥入整筆撥款儲備。儲備的上限是

受資助機構年度開支的 25%。而儲備必須用於資助及服務協議的活動及有關的支援服務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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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年，政府面對財赤，機構本著與市民共渡時艱，參與政府各項資源增值及節約措

施，政府便削減了業界的資助撥款，降低了受資助機構的撥款基準達 9.3%。與此同時，

社會及家庭問題不斷湧現，龐大的工作量及工作壓力，對機構員工構成沉重的壓力。 

現行整筆撥款出現的問題 

 

1. 未按承諾的基準撥款，引致資源不足 
非政府機構於 2000 年接受整筆撥款時，政府及機構雙方均同意員工薪酬的資助金

額以該職位的薪級中位數為基礎，並跟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但隨著引入整筆撥款

後，政府因面對財赤而推行的資源增值計劃及節約措施，削減了非政府機構的撥

款。由於政府削減資助撥款，機構面對資源不足，已盡用一切措施開源節流，包括

進行組織更新，以合約形式招聘員工及減低新入職員工薪酬等。而自政府於今年公

布調高部分公務員職系的入職薪酬後，機構員工十分期望機構會作出相同的調整。

奈何機構在缺乏資源下，難以回應員工對改善薪酬的期望，令業界士氣持續低落，

人才流失情况更見嚴重。直至現在，社署仍未有任何措施或方案調高非政府機構的

經常性撥款。 
 
2. 未有執行承諾的配套服務規劃機制 
在推行整筆撥款制度時，政府表示會推行一項綜合及具前瞻性的規劃大綱，為社會

福利服務制訂長遠的策略方向、中期及周年計劃等，與機構合力建立更靈活主動的

規劃機制。但整筆撥款制度實行後，政府卻未有執行有關的服務規劃機制，令非政

府機構無法更有效回應及處理服務需要。 
 
3. 撥款計算欠缺透明度 
社署向機構撥款的透明度很低，而且亦沒有向機構提供具體計算撥款的基礎及交代

計算的方式，機構完全不能掌握計算撥款的考慮因素，例如： 
 以什麼人手編制計算撥款？ 
 撥款是否包括督導支援及活動開支？ 
 薪金是否以薪酬架構之中位數計算？ 

在缺乏透明度下，機構難與政府磋商撥款水平是否合適及合理。 
 
4. 新服務撥款未有按原定的中位工資基準撥款 
社署於 2000 年後委託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新服務，撥款並未有按原定的中位工資基

準，令提供服務的機構在撥款減少的情况下，沒有能力挽留人材，而最終影響服務

質素。 
 
5. 薪級中位數計算撥款基準，影響機構未能回應市場人力需求變化 
整筆撥款資助制度推行至今已經有七年，現時的社會環境與當年的情況已有很大的

改變。面對業界員工年資續年增加及市場上對個別專業人員的不同需求，以薪級中

位數計算撥款已未能有效回應社會服務需求及市場供求情況。就以護士為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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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需要以頂薪點及額外的津貼方可聘請合資格的護士以符合政府或法例上的要

求。加上機構員工的年資續年提升，以薪級中位數計算撥款基準已難以應付人力市

場變化。 
 

6. 社署可肆意停止原設有各持份者代表的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的運作 
包含了社署、非政府機構、社工工會、服務使用者等代表組成的整筆撥款督導委員

會是負責監察整筆撥款的推行及就推行整筆撥款而產生的問題建議解決方法。社署

自 2006 年 4月起超過十五個月沒有再召開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會議，直至業界多
番要求才於 2007 年 8月重開會議。社署停止了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的運作，令業

界失去一個公開平台處理對整筆撥款制度的不滿和意見。故此應考慮設立一個接受

投訴機制，處理不同持分者之申訴，並且訂立清晰的守則及範圍進行公平及公正的

聆訊，及跟進聆訊後作出的建議和結果。 
 
7. 機構儲備實為應付而未付的撥備 

保持財政穩健是一個負責任機構的應有責任，而且更是政府對機構提供撥款的要

求。整筆撥款資助制度下，機構的管治和使用儲備是由社署監管。機構的儲備是資

助制度中的營運機制，大部分是用於履行對資深員工的合約承諾以及應付 2008-09
年開始每年下調 2%的資助撥款直至達到基準撥款的財務負擔。因此大部分的儲備
根本是一項應付而未付的撥備，如果現在動用儲備提升新制員工薪酬，可能對舊制

員工違約，而增薪所涉及的是經常性開支，即使現在動用儲備，加薪也只可維持三

年左右，屆時機構如要維持服務，所有員工都會再被減薪。政府是十分清楚機構累

積儲備的用途及用意。故此政府應理解儲備的運用以及有責任令市民明白機構儲備

的作用。 
 
8. 未有計算督導職級、人力資源及支援項目撥款，影響機構持續發展 
整筆撥款制度內未有包括督導職級人員、人力資源發展及支援項目的資助，令機構

缺乏資源持續發展，改善人力及服務質素。 
 
9. 過多財務審核工作，影響機構彈性 

整筆撥款的原意是給予機構彈性，調撥資源以回應社區需要及減省一些繁複的行政

措施，節省政府及機構的人力物力。但在執行上，政府又向機構進行許多財務審核

工作，與舊有的制度無異，影響機構的彈性。 
 
建議 
 
政府應有誠意地檢討整筆撥款制度，重新確立整筆撥款制度，讓制度可持續有效運作。 
 
檢討範疇 
1. 資源不足 
因為政府沒有按真正的基準撥款給予機構，令機構資源不足，要削減營運開支，包

括凍結及削減人手、降低員工薪酬開支，但同時又要履行對舊制員工的合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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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留儲備，以支付舊制員工因超出薪級中位數的金額。政府應向機構增撥資源，令

機構有資源改善員工薪酬。 
 

2. 撥款基準計算 
現行撥款基準以薪級中位數計算，沒有足夠空間讓機構跟隨員工年資增長及個別職

位的市場供求情況進行調節，更遑論有資源挽留資深員工。 
 

3. 人手編制 
政府應進行服務規劃，回應日趨複雜及嚴重的社會問題，人手編制亦需要定時檢

討，以確保能配合服務要求及發展。在提供資助撥款時更要讓機構知道計算撥款的

方式及人手編制，令機構有數可依，亦可以令機構因應地區或個別服務單位的需要

作出靈活人手安排。 
 

4. 新服務撥款基準計算及透明度 
對於給予非政府機構新服務/資源時的撥款基準計算及透明度，必須作出檢討及改

善，例如： 
(i) 現有服務開辦新服務單位的資助計算基礎及方式，包括學校社會工作、綜合青
少年服務中心、長者日間護理中心、長者地區中心等； 

(ii) 新服務的資助計算基礎及方式，包括家庭支援服務、綜合職業康復服務中心、

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等。 
 
5. 配套服務規劃機制 
如上述，目前沒有配套的服務規劃機制配合現行的撥款制度，此情况亦必須作出檢

討及改善，以便非政府機構更能有效回應及處理服務需要。 
 
6. 「儲備」的用途 

「儲備」的使用及這個詞彙必須檢討及作出清楚的界定。 
 

7. 中央行政支援 
沒有足夠的撥款給予中央行政及督導支援，例如資訊科技、人力資源、會計以及督

導職級人員的支援，應考慮加入督導職級及支援項目的資助。 
 
8. 行政程序及措施 
整筆撥款的原意是增加機構的靈活性，減省那些僵化的行政程序及措施和減少不必

要的財務審核工作，但現況卻是政府對於機構的日常運作進行許多會計及審計的要

求，所謂的「靈活性」其實很低。 

 

2007 年 12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