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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2018年 5月 14日會議)
就有關「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發表意見

主席及各位委員：

雖然我是以個人身份提交意見，但過去兩年多，我一直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界

財務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今年更擔任委員會副主席，與各機構代表一起積極參與

有關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討論，因此這份意見書可說是代表業界的心聲。

檢討範疇(a)項 ― 「非政府機構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的運作環境」
社福界認為這個範疇十分重要。專責小組採納業界建議，把這個題目訂定為八大

檢討範疇的第一項，可謂從善如流。假如沒有這一項，即使其他範疇完成檢討，

未來有關優化措施的討論都會缺乏了最重要、最實際的基礎。

範疇(a)的研究焦點
社會服務機構是協助政府化解多元社會問題的重要伙伴，是構成社會解難能力的

重要基石，因此政府有責任去關注和理解社會服務機構的運作環境，建構能配合

社會變化的資助及監察制度，營造有利於該業界發揮最大功能的條件。

因此，業界期望範疇(a)的焦點是：追查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出台的時候，各項預想
中的有利條件到今天是否仍然存在？經過二十年，香港社會的政、經、社情已經

歷鉅大變化，當年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假設是否經得起驗證？現存的運作機制能

否配合高速變化的社會需要和期望？

這項範疇要研究的，並不是從制度的角度去檢視社會服務機構的管治效能，而是

從社會大環境的角度去檢視制度本身能否與時並進，從而促進社福機構持續發展

其多元而靈活的管治能力、執行能力和創新能力。

由於這範疇會交由獨立研究顧問負責，以下我會嘗試描述現時社福界的普遍現象，

期望能讓未來的顧問團隊及早理解現況，以全面的角度去設計其研究內容，從而

作出務實的分析。

現時社福界的營運環境

今天的社福機構是政府和各界關心社會的團體的重要伙伴。無論甚麼界別，當想

到要為某一個社會問題出力，第一時間都會找社福機構傾談合作，由機構協助推

出彌補服務縫隙的特別服務計劃。同樣，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在推出新的社會民

生措施時，無不以社會服務界為預設的執行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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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多年，社福界曾經參與介入的社會課題多不勝數，先不提社會福利署轄下

的項目，與教育界攜手合作介入的課題就有校園濫藥、青少年自殺問題、青少年

精神健康問題、特殊教育需要和生涯規劃等；與醫療衞生界合作，在社區提供不

同形式的特別服務計劃，例如協助長者善用醫療護理服務的資源，以減低住院的

醫療成本；在地區與房署、民政署、區議會和警民關係組等合作，推動居民的互

助網絡、建設長者友善社區、推動地區本土經濟和文化保育、促進少數族裔的社

區融合；還有僱員再培訓、展能就業、傷健共融…等等；在鼓勵商界履行社會企
業責任方面，經由社福界推動的成果亦為顯著。

由此可見，社福界所面向的政策、社會和經濟層面十分廣闊，社福機構需要高速

應變，在開發、建構和推行新服務方案之時，必須顧及不同持份者的期望和要求，

要顧及服務的質素和成效，要以合法合規的方法去執行所有細節，更要以透明的

方式去作出交代。

隨著經濟資本高速增長和累積，政府和社會上不少界別也願意派錢去做事，單單

由政府成立的基金就有優質教育基金、禁毒基金、平和基金、關愛基金、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攜手扶弱基金、伙伴倡自強、創業展才能等不下數十項，大型慈善

基金如公益金和賽馬會慈善基金等，也分流為多項以不同條件申請的組別，此外

尚有企業慈善基金、家族基金、投資銀行客戶的個人慈善基金、商界捐贈…等。
可惜這些資源大部份都缺乏長遠承擔，而以有期限的資助方式為主，借助營運機

構本身有限的組織體制去承包所有操作。

以人力資源管理為例，由工作崗位的設計、招募、培訓、督導、績效評核、以至

處理員工的薪酬、積金戶口、工傷、長期病假、糾紛、投訴和訴訟等，全由機構

以僱主身份承擔。

在財務工作方面，我本人工作的機構現時日常需要處理接近二百個帳目，而不同

的資助團體對財務報告的要求，包括提交時段、報表形式、甚至是會計原則都各

有不同，在本財政年度內，需要聘用獨立核數師處理的個別核數報告有接近三十

個。

又從服務單位日常運作為例。現時，一個社會服務單位的主管，其專業背景可能

是社工、護士、語言治療師、甚至是醫生，共通點是：他除了需擁有特定的專業

知識之外，還要認識財務會計、資產管理、報價及採購原則、勞工法例、消防條

例、職安健措施、個人私隱條例、防止歧視條例、版權條例，甚至是各類保險的

承保和不保範圍及索償程序等。

當然，機構中央層面要兼顧的還有公共關係、傳訊推廣、內部監控、物業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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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維修、資訊科技的開發、支援和風險責任…諸如此類。

從以上的描述，大家可以想像今天社會服務機構所面對的挑戰比起其他界別實在

過之而無不及。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只是其營運中重要的一環，這一環與其他各環

的扣連互動，正正是研究範疇(a)的焦點所在。

結語

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就像一組被移植到某個山頭的樹木，移植本身已經是一次大危

機，幸好這些樹木靠自身的根基在新土壤上扎根下來，各自成長，並且陸續開花

結果。轉眼二十年過去，人們開始關注這片樹林的狀況，紛紛提出各種評論，並

向當年移植樹木的部門抱怨，認為樹林的現狀未如理想，要求加強灌溉和修剪。

今天，這一片樹林要親自向各位發聲，不要只顧灌溉，不要只顧修剪，請你們也

要放眼我們的土壤和環境，水土有流失，山上的環境和生態也在持續惡化，若要

我們茁壯成長，繼續提供你們期望得到的收成，請細心研究在未來可見的生態環

境之下，我們的土壤需要如何整固，我們真正需要的栽培方法要作出怎樣的改

革。

社會服務機構副總幹事

陳佩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