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  立法會 CB(2)1231/08-09(03)號文件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  
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基金 )在本港推廣社會
資本的最新進展，並概述基金在面對不斷轉變的社會需要時，採取了

什麼策略以進一步實踐其目標。  

最新進展  

2 .  政府在二零零二年成立 3 億元的種子基金，透過鼓勵鄰里守望相
助、社區參與及跨界別協作模式，推廣社會資本。  

3 .  我們曾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述基金的進

展 (請參閱立法會文件 C B ( 2 ) 4 9 5 / 0 7 - 0 8 ( 0 3 )號 )。會上委員知悉各項由
基金資助計劃所發展出的優良推行模式，以及這些計劃所帶來的社會

效益。委員亦鼓勵當局透過基金，以及把優良推行模式主流化，應用

於相關公共服務中，來進一步提高建立社會資本所發揮的效益。  

4 .  基金在二零零二年八月首次接受申請，此後每年接受兩至三期申

請；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共處理了 14 期申請，並取得以下成果：  

( a )  積累了一定數目的計劃  —  發放近 2 億元，資助 209 項計
劃 1，覆蓋全港 18 區；  

( b )  擴大計劃範圍及更努力“維繫”各類參加者  —  這些計劃
全面落實後，可支援逾 14  000 個家庭，涉及超過 5 3 0  0 0 0
名參加者。他們來自不同年齡組別、社會階層及文化／種族

背 景 ， 參 與 各 項 提 升 個 人 能 力 、 建 立 網 絡 及 社 區 建 設 的 計

劃；  

( c )  協作文化  —  基金重視跨界別協作。超過 4  700 個伙伴合力
推行基金資助計劃，他們包括非政府機構、學校、商界、專

業團體、居民組織、醫院、區議會及政府部門。  

                                                 
1  當中有 92 項計劃的資助期已經屆滿，另有 117 項計劃處於不同實施階段，包括 20
項在最近一期批出並準備在未來數月展開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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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列舉一些具體例子，以闡述這些成果。  

在天水圍區建立鄰里關係  

5 .  關注到天水圍區家庭的特別需要，基金與相關的地區福利專員及

不同的伙伴互相合作，鼓勵申請人採用社會資本策略，以加強區內的

互助網絡。這亦成為第十二期申請的其中一個主題。現時天水圍共有

20 項不同類型的基金資助計劃，當中包括建立鄰里互助網絡，以及
擴展「家、校、社」合作模式的課餘託管計劃。此外，區內也有為青

少年而設的師友計劃，以及協助居民成立合作社或區內服務小組的計

劃。參與這些計劃的協作伙伴超過 1 0 0 個 (包括非政府福利機構、區
內學校、醫院、婦女團體及居民組織 )，計劃範圍覆蓋區內八成以上
的公共屋。當這些措施全面落實後，預期可協助超過 500 人建立能
力及提升技巧以覓得有薪工作，並加強社區網絡，支援約 5  000 個家
庭。區內的持份者 (例如區議會 )亦給予大力支持。  

與勞工處的策略伙伴關係  

6 .  二零零八年八月，基金委員會與勞工處推出一項合作計劃，鼓勵

基金申請人應用社會資本策略，促進青少年的個人發展及提升他們的

就業能力。這項名為新創奇「職」的合作計劃是第十四期申請的主

題。有 6 項新計劃獲得批准，資助款額中超過 600 萬元來自基金，而
來自勞工處的則超過 370 萬元。這些計劃亦引入新的合作模式 (包括
商會與工會之間的合作 )和創新的發展策略，並有助匯聚現有資源，
以取得更大成效。這些計劃預計可創造約 650 個實習、工作或進修機
會，惠及超過 1  000 名來自弱勢社群的青少年。  

社會資本摯友  

7 .  社會資本摯友  ( S C . N e t ) ( S C 是社會資本 ( s o c i a l  c a p i t a l )的縮寫 )在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成立，旨在提供一個累積及傳遞建立社會

資本知識的平台，鞏固本地的相關經驗，並促進跨界別協作。該會由

一群有承擔及遠見的創會委員及支持者組成，成員包括基金委員會委

員、計劃統籌員、協作者、學者及具影響力人士。他們是基金的寶貴

資產，可以配合基金在本港建立社會資本。  

更廣泛推行旗艦計劃  

8 .  近年出現了不少成功的計劃模式／策略。我們認為這些旗艦計劃

甚具潛力，因此鼓勵其他計劃團隊調整和應用這些模式，在全港各區

廣泛推行。例子包括“樓長” (即居民義務向鄰居伸出援手，自發地
建立守望相助的社區網絡 )是從南區多項愛心計劃發展而成；“伙
伴關係”的協作模式，則有助由黃竹坑及其他地區遷入石排灣的

居民建立社交關係和培養歸屬感。這些模式經調整後已應用在多項社

區建設及安置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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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配合時代轉變  

9 .  二零零一年的施政報告首次宣布成立基金，其後幾年間，香港在

社會及經濟方面經歷了不少重大挑戰，包括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及當前的金融海嘯。這些挑戰對我們的社會結構造成

很大壓力，但正是在這個艱難時期，建立社會資本的需要是最為明顯

和最適切的。  

10 .  當前經濟情況的不明朗因素為香港人帶來壓力，影響他們的事業
前景和生計。待業待學青少年和中產人士受到很大衝擊。中產及／或

專業人士或許不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但均可受惠於有助恢復他們信

心，以及藉建立社區網絡來扶助他們渡過難關的計劃。好幾個在第十

四期批出的計劃都適切地回應了這方面的需要，包括南區的凝聚社區

新力量、西九龍的「愛家‧有情」互聯網，以及在何文田和九龍城一

帶的龍情有您。  

11 .  我 們 相 信 在 建 立 社 會 資 本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加 強 社 區 的 抗 逆 能
力 ， 使 其 無 懼 當 前 的 挑 戰 ， 隨 時 作 好 準 備 ， 在 經 濟 復 蘇 後 能 把 握 時

機。因此，基金委員會以“「逆」更要互助自強”作為第十五期申請

的主題，截止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鼓勵準申請人建

立 新 的 伙 伴 關 係 及 推 動 價 值 觀 的 正 面 轉 向 、 加 強 各 階 層 對 社 區 的 參

與 ， 以 及 為 最 受 近 期 金 融 海 嘯 影 響 的 家 庭 及 社 群 建 立 獨 特 的 互 助 網

絡。  

進一步實踐基金建立社會資本的目標  

12 .  正如上文所述，基金在首 7 年運作中已取得一定的初步成果。不
過，我們仍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以促進範式轉移，以及文化和工

作模式方面的轉變。我們會繼續致力實踐基金的目標。  

13 .  為推廣建立社會資本及優良推行模式的效益，我們將於二零零九
年十一月舉辦第六屆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分享論壇。我們亦會委託顧問

進行第二次評估研究，以找出成功關鍵因素，作為本港日後在建立社

會資本方面的指引。  

徵詢意見  

14 .  請委員閱悉本進度報告的內容。歡迎委員就如何進一步實踐基金
的目標提出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  
二零零九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