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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民政事務局的施政措施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民政事務局有關家庭議會及

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方面的工作。  
 

 

家庭議會  

 

2.  家庭議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成立，就制定支援和

強化家庭的政策及策略，以及就發展相關計劃和活動的事

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監察有關計劃和活動的推行情況。

家庭議會自成立以來，已深入討論多個課題，包括：家庭

核心價值；締造有利家庭的環境以及落實家庭友善僱傭措

施的方法；進一步加強和協調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事宜；

增進家庭議會與其他持份者和諮詢組織的協同效應的建

議。此外，為提倡重視家庭觀念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原動

力，家庭議會向全港展開活動，推廣家庭核心價值。  
 
3. 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施政報告》訂下家

庭議會在來年繼續推廣家庭核心價值的主要工作，現作重

點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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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家庭運動  

 

4. 家庭議會將繼續積極推廣家庭核心價值，強調要建

立「開心家庭」。家庭議會將開展一個名為「開心家庭」的

全港活動，鼓勵大眾共建香港人珍重的家庭（包括有歡欣、

關愛、互助互勉及共同承擔責任等元素）。通過這個運動，

我們會盡量聯繫更多的持份者或合作伙伴，以不同方式推

廣家庭核心價值，例如：出版以家庭為主題的書籍、製作

電視短片系列等。透過體現家庭核心價值，促進家庭和社

會和諧，也推動個人及家庭的和睦及健康發展。  
 
5. 家庭議會秘書處將聯繫各相關的持份者，設立一個

跨界別和跨專業的「開心家庭網絡」，構建網上平台，蒐集

與家庭有關的參考資料及教材，提供有關家庭活動的資

訊，推廣家庭核心價值，以及介紹家庭教育及家庭支援服

務。此外，我們亦會聯同來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進行研

究、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以探討如何建立良好的家庭關

係以協助紓解青少年吸毒、賣淫、忽略照顧老人及幼兒等

社會問題，並建議緩解問題的新政策方案。  
 
6. 為繼續致力創造對家庭有利的環境，我們會聯同相

關的持份者繼續提倡家庭教育，加強對家庭的支援，以及

強化家庭在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的功能。  
 
 
社會企業  
 
加深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  
 
7. 在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方面，特區政府會與民間自發

成立的社企組織合作，繼續循加深公眾對社企認識、促進

跨界別合作、培育社會企業家和加強支援社企四大方面開

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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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們在來年會繼續致力宣傳推廣工作，加深公眾對

社企的認識，並鼓勵公眾使用社企的產品和服務。我們會

在地區層面舉辦推廣活動及編印新的社企小冊子。我們會

繼續安排傳媒訪問社企，介紹它們的成功故事，尤其是社

企所達致的社會目的以及它們的經營模式，讓有意經營、

協助或惠顧社企的人士或機構更加了解社企。我們會安排

社企在合適的場合展銷產品或服務。  
 
促進跨界別合作  
 
9. 我們會繼續推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通過配對平台

及師友計劃兩項措施，加強和促進社會各界合作。至今配

對平台已成功伙拍約 20 個跨界別合作的社企計劃，而師友

計劃已促成超過 15 組，讓商界／專業人士為社企提供營商

或專業顧問服務。  
 
培養社會企業家  
 
10. 在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舉辦的商業計劃書撰寫

比賽，目的是讓學生加深了解社企，以及鼓勵他們運用企

業經營模式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為了繼續向年輕一代推

廣社會企業家精神，並發掘更多有潛質的社會企業家，今

年的比賽會擴大範圍，接受過去三年在本地專上院校的畢

業生參加。  
 
加強支援社企  
 
11. 政府會繼續透過「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為符

合資格的社企提供種子基金，以資助社企的初期營運所

需。協作計劃在首五期的申請，已批出約 8,800 萬元撥款

給約 90 個新的社企計劃，為弱勢社群提供約 1 500 個就業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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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在二零零八年推出先導計劃，預留 38 份政府清

潔服務合約讓社企優先競投，結果社企成功投得 16 份合

約。由於參與的社企及政府部門反應良好，以及考慮到在

現時的經濟環境下，有需要採取適當措施以支援社企的持

續發展，我們在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繼續推行這項計劃，

顯示政府為推動社企發展起帶頭作用。今個年度，共有 54
份服務合約 (涉及 23 個政府部門 )讓社企優先競投。  
 
13. 我們正籌備成立一個新的「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

邀請社企營辦者、商界、學術界和其他有志推動社企發展

的人士加入諮詢委員會，共同制訂進一步推動社企發展的

措施。我們希望藉著不同界別的參與，帶出協同效應，適

當地為社企注入營商思維，同時引領商界更多參與社企發

展，帶來多贏局面。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九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