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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立法會 CB(2)30/11-12(03)號文件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民政事務局的施政措施 

 

 

引言 

 

 本文件列出民政事務局為配合家庭議會工作的最新

施政措施，並簡介局方推動社會企業(社企)發展方面的工

作。 

 

 

家庭議會工作 

 
「人人就位 孝愛互傳」運動 
 

2. 為了更有效協調和支持有關宣傳家庭核心價值的工

作，家庭議會將聯同青年事務委員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及

婦女事務委員會，推動「人人就位 孝愛互傳」運動。各

委員會為配合是次運動的主題，將推出新的亮點，廣泛宣

傳孝愛互傳這個共同的訊息。 

 

3. 青年事務委員會、安老事務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運動推出的亮點臚列如下- 

 

(i) 青年事務委員會: 推出計劃協助青年人重建

他們對年長家庭成員的尊重及孝愛。 

(ii) 安老事務委員會 : 推出新一期的「左鄰右里

積極樂頤年計劃」，以推動融洽和諧的家庭關

係，並且優化鄰里支援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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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婦女事務委員會: 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增

設有關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及分擔家庭責任的

課程，並透過公眾教育活動宣傳有關信息。 

 

 

家庭研究的結果及建議 
 

4. 《2009-2010 施政報告》指出不少社會問題，包括青

少年吸毒、賣淫、疏忽照顧老人及幼童等現象，都與家庭

有關，要求家庭議會作重點討論研究，從家庭層面着眼，

建議紓解問題的新政策方案。家庭議會委託中央政策組統

籌此項工作，並邀請了本地大學的學者開展相關研究項

目，研究的重點是要找出這些社會問題是否及如何與家庭

有關，並嘗試提出解決方法。研究團隊已提交研究報告，

並向家庭議會歸納概述主要的研究結果及政策建議。  

 

5. 家庭議會認同這些社會問題各有其複雜、多層次及多

方面的成因，很難簡單地歸納。雖然如此，各項研究都有

一共同發現：不少成因都與家庭有關。雖然成因複雜，而

且涉及不少家庭以外的因素，但要有效應對問題，還是要

有一套以家庭為本的策略。這個策略，簡單而言，就是「以

家庭為基礎」─ 既要以相關個人或羣體為目標，又要以

家庭為重點；既要倚靠鄰舍及社區，又要有跨部門、多方

面，和結合不同專業的合作。 

 

6. 要有效防治有關社會問題的發生，家庭及社會各界必

須共同努力。就此，家庭議會建議三個新的政策方向，其

重點如下： 

 

(i) 提升家庭的參與: 以「家庭為中心」，強調

雙向溝通及伙伴合作的模式去制定計劃/活動

目標、決策，並實現期望的策略。 

(ii) 預防性策略: 在不同範疇，應考慮怎樣及早辨

識有較大需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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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社區為本支援家庭策略: 更好利用社區資

源，包括退休人士、宗教團體及守望相助的鄰

舍關係。 

 

7.  家庭議會將與相關的持份者更深入討論如何推行支

持新政策方向的相關措施，及繼續加強家庭教育，以鞏固

家庭觀念，並評估其成效。議會亦會繼續透過「開心家庭

運動」及「開心家庭網絡」，提供相互溝通的平台，與公眾

分享和家庭有關的資訊，並積極動員社會各界，共同宣揚

家庭核心價值以及創造有利家庭的環境。 

 

 

社會企業 

 
8. 過去一年，我們繼續與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諮詢委

員會)攜手合作，為香港社企的持續發展訂定發展計劃和活

動。 

 
社企獎勵計劃 
 

9. 我們與諮詢委員會已順利推出社企獎勵計劃，表揚在

香港經營並創造社會效益的傑出社企。為凸顯社企的持續

發展有賴社會各方面人士的支持，我們已委任由學界、商

界和社福界人士與及政府代表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評審工

作現正進行中，預期本月底會有結果，選出不多於十間成

功社企。我們期望透過推廣獲獎社企的成功故事，讓市民

進一步了解社企的社會價值，支持社企發展。 

 
「社企摯友」嘉許計劃 
 

10. 「社企摯友」嘉許計劃的評審工作現正進行中。我們

期望透過獲嘉許的企業或個人支持社企的故事，展示支持

社企的不同形式，並彰顯私人企業/個人和社企之間的雙贏

關係，從而鼓勵更多企業/個人投入支持社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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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訓練課程 
 

11. 我們參考過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已委托專業機構推

出實務及管理兩個層面的社企訓練課程，對象分別為社企

從業員和社會企業家。實務課程將於本月內開課，管理課

程將於年底前開課。 

 

社會企業聯展 
 

12. 我們將於 2011年 11月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一連

三日的「社會企業聯展」，為各行各業約 70 間社企提供推

廣及銷售產品和服務的機會，同時向社會人士宣揚愛心消

費。 

 

13. 我們會繼續聯同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和各持份者，完

滿落實以上各項措施，協助社企在香港穏步發展。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