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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補充問題的答覆 

 

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第 20 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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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議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LWB(WW)01 SV028 周浩鼎 170 - 

S-LWB(WW)02 SV029 李浩然 170 - 

S-LWB(WW)03 S049 鄧家彪 170 - 

S-LWB(WW)04 S048 狄志遠 170 (3) 安老服務 

S-LWB(WW)05 S051 狄志遠 170 (4)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S-LWB(WW)06 SV006 葉劉淑儀 186 (5)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運輸服務和政府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

惠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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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28)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分目：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政府當局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環節 20(福利及婦女事務 )回應有關安老

院舍整體及每一間負責照顧院友的人手數目時表示會於會議後提供過往曾

就院舍人手進行調查的報告。請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資料。  

提問人：周浩鼎議員  

答覆：  

社會福利署 2021年以問卷向營辦資助安老、康復和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的

非政府機構收集服務單位 (包括住宿和日間服務單位 )前線照顧人員的人手

資料。根據機構提供的資料，截至 2021年 1月 1日，資助服務單位前線照顧

人員包括 7 405名個人照顧工作員、 1 663名院舍服務員及 1 132名家務助理

員，而上述三類職位空缺率分別為 17.6%、 14.0%及 20.3%。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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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29)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分目：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就政府當局在答覆 LWB(WW)005的第 (2)部分表示社會福利署沒有備存由

津助機構營運的服務中心提供培訓的資料，請說明沒有備存的原因為何？

政府當局有何措施避免兒童福利服務中心再次發生類似香港保護兒童會轄

下童樂居接近 7年都沒有舉辦過防止虐兒培訓講座的情況？  

提問人：李浩然議員  

答覆：  

根據現行的「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營辦受資助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機

構 )須妥善監督和管理其轄下的服務單位，以符合《津貼及服務協議》(《協

議》 )的要求，當中服務質素標準 5訂明服務單位／機構應備有職員訓練政

策及職員訓練與發展計劃。機構須每年向社會福利署 (社署 )呈交自我評估

報告，確保服務單位符合《協議》及 16項服務質素標準的要求，但無須定

期提交培訓計劃的詳情，社署因而沒有備存相關資料。因應「童樂居」事

件，社署會全面檢討相關措施，以加強對幼兒住宿服務的規管和監察，包

括增加以風險管理為本的探訪，同時審核機構有否為員工提供有關保護兒

童意識的培訓。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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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49)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分目：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1. 就答覆內的「整筆撥款」，請當局按服務為分類 (如家庭及兒童福利項

目、復康服務、安老服務、青少年服務等 )，列出各類型服務涉及多少

非政府福利機構、機構的名稱及他們在各類型服務下獲得的撥款；  

2. 承上題，如按社會福利署 (社署 )分區或區議會分區劃分，區內不同類型

的社會服務，涉及哪些非政府福利機構，請列出涉及的服務的單位數

目及名稱；  

3. 當局有何措施確保「整筆撥款」的非政府福利機構在疫情期間，仍可

提供合理的服務並支援有需要的求助市民？  

提問人：鄧家彪議員  

答覆：  

1.  2022-23年度，社會福利署 (社署 )按服務綱領向非政府機構或私營機構

提供的預算撥款表列如下：  

服務綱領  預算撥款 (百萬元 ) 

安老服務  12,733.6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9,270.2  

家庭及兒童福利  3,412.1  

青少年服務  2,584.9  

社區發展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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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綱領  預算撥款 (百萬元 ) 

社會保障  182.8  

違法者服務  81.9  

上述按服務綱領分類的預算撥款已包括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向

165 間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撥款總額。社署沒有備存按服務種類劃分的

非政府機構數目、名單或所獲撥款的分項資料。  

2. 按社署分區及服務種類劃分的營運機構、服務單位數目及名單已上載

於 社 署 網 頁 ， 詳 情 請 參 閱 以 下 網 址 ：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district/。  

3. 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非政府機構須按《津貼及服務協議》的要求

提供服務，並符合指定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指標。在疫情期間，社署

一直密切留意受資助服務單位的運作情況，並因應疫情發展及服務需

要作出調整，同時確保緊急和必須的服務如常運作，支援有需要人士。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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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48)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分目：  ()  

綱領：  (3) 安老服務  

管制人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有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根 據 答 覆 編 號 LWB(WW)017 ， 現 時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總 名 額 為

17 097(3 732+4 120+9 245)，而在答覆編號LWB (WW)007第 1段提及，在中

期策略下，其中一項社區照顧服務，長者日間照護中心／單位，將有 3 600 個

名額推出。按此而言，社區照顧服務的名額未來將增至 20 697。  

根據規劃署 2017年的服務規劃標準，每 1 000名 65歳或以上的長者，應有

17.2 個社區照顧服務名額。按統計處的人口推算，由 2019年至 2029年，65 歲

或以上的人口將由 1 321 300增加至 2 066 100；按規劃標準，社區照顧服務

名額應由 22 726增加至 35 537。  

若以 2019年的人口作參考，現時社區照顧服務名額與規劃標準所定的服務

量，尚有 5 629(22 726-17  097)的落差；至 2029年，假設與中期策略之年期

相约，尚欠 14  840(35 537-20 697)服務名額，才達至規劃標準。  

請問局方：  

1. 答覆編號LWB(WW)007中所指，中期策略下增加 3 600個長者日間照護

中心／單位，「中期」所指是那一段年期？  

2. 如何解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嚴重不足？  

3. 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及／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

輪候人數超過 4 000 (見答覆編號LWB(WW)017附件 1)，亦未見有服務

增加的計劃，政府如何讓這班體弱長者居家安老？  

提問人：狄志遠議員  

答覆：  

1. 於答覆編號LWB(WW)007中提到，在中期策略方面，政府正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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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行 80個安老設施發展項目，預計未來可陸續提供包括約 3 600個

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其中約 2 600個服務名額預計可於

2022-23至 2032-33年度期間投入服務，另外約 1 000個服務名額的預

計投入服務年份正待敲定。  

 

2.及 3. 政府在 2018年 12月把按人口提供安老服務設施的規劃比率加入《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就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而言，每1 000名 65歲

或以上的長者設 17.2個服務名額。上述規劃比率將有助社會福利署

及相關部門 (如規劃署、房屋署 )在規劃新發展項目時，盡早預留合

適場所興建提供安老服務的設施，滿足地區對服務的需求。  

為加強支援體弱長者居家安老，過去數年政府大幅增加資助社區照顧

服務的名額。在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方面，政府於 2019年 10 月

增加 2 000個「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服務名額，並於 2020 年 10

月及 2021年 4月合共增加 3 000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體弱個案 )」服

務名額，使資助家居照顧服務名額由 2019年 9月的 8 365個逐步增至

2021年 4月的 13 365個。資助家居照顧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亦由 2019

年 12月底的約 15個月，縮短至 2021年 12月底的約 6個月。在日間護理

服務方面，服務名額由 2019年 12月底的 3 383個增加至 2021 年 12月底

的 3 732個，服務平均輪候時間也由 2019年 12月底的約 14個月，縮短

至 2021年 12月底的約 7個月。  

此外，政府於 2020年 10月開展第三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 (社區

券 )」試驗計劃，社區券數目由 2017年 7月的 3 000張增加至 2020年

10 月的 8 000張，為需要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  

政府會不時檢視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適

切的服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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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51) 

 

 

總目：  (170) 社會福利署  

分目：  ()  

綱領：  (4)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管制人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梁松泰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跟進政府就有關疫情下為殘疾人士院舍的情況，提供以下資料：  

1. 全港政府資助殘疾人士院舍中有設有 ISOLATION ROOM 的院舍數目；  

2. 全港政府資助殘疾人士院舍中沒有 ISOLATION ROOM 的院舍數目；  

3. 全港政府資助殘疾人士院舍中沒有設有任何護士職級以應付感染控制

的院舍數目；以及  

4. 過去 1 年，政府用於改善殘疾人士院舍感染控制的措施及成本。  

提問人：狄志遠議員  

答覆：  

1.及 2. 截至 2022年 3月底，提供資助宿位的殘疾人士院舍 (包括參與買位計

劃的私營院舍 )共 275間，其中 149間設有特定隔離房間，其餘 126間

則無隔離房間。  

3. 在提供資助殘疾人士住宿康復服務的服務單位中，中度弱智人士宿

舍 (49間 )、輔助宿舍 (31間 )及輕度弱智兒童之家 (6間 )的估計人手編

制沒有包括護士職級。提供相關服務的如屬接受整筆撥款的非政府

機構，可按機制靈活運用資助及安排適當人手 (包括護士 )，應對服

務需求。至於 21間參與買位計劃的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其中 9間的

人手編制沒有包括護士職級。在第五波疫情期間，醫院管理局轄下

的七個醫院聯網作出特別安排，為聯網內的殘疾人士院舍就感染控

制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  

4. 為了讓各院舍及資助服務單位盡快掌握疫情的發展和有關感染控

制的最新資訊和指引，社會福利署 (社署 )自 2020年 1月起不時提醒他

們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的防疫指引。經諮詢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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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於 2020年 10月底特別向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發出「應變安排須

知」，協助院舍處理住客或職員確診以及住客須接受檢疫等情況。 

 為加強私營和自負盈虧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感染控制措施及

改善其通風情況，社署於 2020年 12月推出一項有時限計劃 (計劃 )，

安排護士實地檢視該些院舍的感染控制措施，指導員工有關防疫的

知識和技巧，以及由技術工程隊伍評估院舍的通風情況及提供改善

建議。社署安排護士到訪參與計劃的院舍，進行了超過 2 500次實

地檢視和員工培訓。參與計劃的院舍亦已完成通風情況的評估。社

署同時向營辦津助或合約院舍的非政府機構提供特別補助，安排在

其轄下的院舍推行同樣的感染控制措施及通風情況評估，涉及開支

約 4,500萬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基金 )的「賽馬會院舍防疫設施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向上述院舍提供一次性的津貼，資助院舍購置設備

以改善通風情況及加強對住客的支援，涉及撥款約 2.43億元。  

隨著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於第五波疫情激增，社署與基金再度

合作，於 2022年 3月起擴展「資助計劃」，為有住客需在原址檢疫／

隔離的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提供指定的高效空氣過濾器及過濾

網，以進一步改善院舍的通風情況，減低病毒傳播風險。社署亦自

2022年 3月中起增撥有時限額外資源，為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增

加外展醫生為住客提供診治服務的次數，涉及開支預算約 1.99億元。 

另外，社署自 2020年 2月起，為所有住宿服務單位 (包括殘疾人士院

舍 )每月提供總共 100萬個口罩，供員工使用，並於 2020年 3月起將

每月提供給院舍的口罩數量增加至 200萬個。 2020年 2月至 2022年 4

月期間，社署向有關住宿服務單位提供合共 5 200萬個口罩。社署並

於 2020年 7月至 2022年 2月向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額外提供合共

超過 2 400萬個口罩，供有需要的住客使用。為加強安老院及殘疾人

士院舍的防疫設備，政府自 2022年 2月起向其員工派發共 7 800萬件

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外科口罩、N95口罩、面罩、眼罩、保護衣、

手套等）。上述所有物資涉及開支約 2.95億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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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LWB(WW)0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06) 

 

 

總目：  (186) 運輸署  

分目：  () 

綱領：  (5) 為殘疾人士提供的運輸服務和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

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管制人員：  運輸署署長  (羅淑佩 ) 

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問題：  

在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 (“二元優惠計劃 ”)

下，政府當局向公共運輸營辦商發還的少收車 /船費收入，在 2021-2022財

政年度的實際總額為何，以及在 2025-2026財政年度的預計總額為何？上述

數字佔二元優惠計劃的整體開支的百分比為何？  

  

提問人：葉劉淑儀議員  

答覆：  

在 2021-22年度，「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二

元優惠計劃）的全年運作開支修訂預算約為 15億元，其中政府向參與二元

優惠計劃的公共交通營辦商發還少收車／船費收入的修訂預算為 14.19億

元，佔二元優惠計劃的全年運作開支的百分之九十五。  

 

2021-22年度修訂預算較原來預算 27.44億元少，主要原因是乘客量受疫情

影響大幅下降。2022-23年度，政府向參與二元優惠計劃的公共交通營辦商

發還少收車／船費收入的預算開支約為 60.4億元，主要包括本年度因下調

合資格年齡至 60歲，和把紅色小巴、街渡、電車納入二元優惠計劃的全年

開支；以及預計 2022年 9月份起納入合資格居民服務路線的 7個月開支。政

府在制定 2022-23年度的預算時，考慮到 60-64歲這個年齡組別人士的社交

生活較 65歲或以上人士活躍，以及當中約 47%有工作，因而假設這個年齡

組別人士平均每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次數大約是 65歲或以上人士的兩至

三倍。二元優惠計劃將來的開支，會受合資格人士的人口變化、優化措施

可能帶來的額外乘客量、交通票價調整，以及防止濫用措施的成效等多方

面的因素影響。政府會密切監察計劃的運作情況，累積更充實的依據，從

而預算每一年度的開支，並在相應年度的預算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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