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17 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發言要點  

 

 
 
 
主席、各位委員：  
 

2023-24 年度政府投放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

預算為 1,210 億元，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 21.6%，在各

政策組別中位列第一。與 2022-23 年度修訂預算的

1,060 億元比較，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增加約  150 億

元（14.1%），反映政府持續支援弱勢社羣的承擔。以

下我會重點講述勞工及福利局將如何運用這些資源。   
 

安老服務   
 
2. 本年度投放在安老服務的經常開支預算約 150
億元，較五年前（即 2018-19 年度）的約 86 億元，增

加約 74%。  
 
3. 政府會繼續推行多項措施加強院舍照顧服務，

包括在本年度增加約 2 200 個資助安老宿位、將「長

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恆常化，以及增撥資源把「改

善買位計劃」的甲二級院舍提升到甲一級。為紓緩社

福界護士人手短缺，政府會在未來五年額外資助超過

1 700 位學生修讀普通科登記護士訓練課程。受資助的

學生須於畢業後在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的福利服

務機構任職普通科登記護士不少於連續 3 年。  
 

福利、扶貧及兒童事務  



-  2  - 

4. 在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方面，政府會在本年度

增加 188 個資助長者日間服務名額，以及把「長者社

區照顧服務券計劃」恆常化，並分階段將可受惠人數

由現時的 8 000 人增至 2025-26 年度的 12 000 人。此

外，政府會於未來五年新增 16 間長者鄰舍中心，並於

今年擴展全數 200 多間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

的服務範圍，涵蓋退休生活規劃和樂齡科技推廣。為

支援更多離院長者居家康復，政府會擴大「離院長者

綜合支援計劃」，將每年受惠人數由約 33 000 人增至

45 000 人，其中可被轉介至家居照顧服務的人數由約

9 000 人增至 11 000 人。  
 
5. 政府會優化「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

老院舍院址計劃」，包括提高可受惠的院舍面積和進

一步寬免該等樓面計入項目可容納的最高樓面面積。

我們正與發展局制定具體細節，爭取在今年第二季推

出優化措施，試行 3 年再作檢討。  
 

現金援助  
 
6. 政府持續以不同現金援助計劃支援有需要的人

士及家庭，並推行相關的優化措施。我們從去年 9 月

起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並會於今年第三季

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申請前連續一年居港規定下的離

港限制。  
 
7.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

的合資格人士發放半個月的額外款項，涉及開支約 27
億 2,100 萬元，預計約有 163 萬人受惠。政府也會為

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人士作出相若安排，預計約有

70 000 個住戶受惠，涉及開支約 1 億 1,600 萬元。我

們預計最快可於立法會批准《2023 年撥款條例草案》

的一個月後開始發放額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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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體而言，本年度現金援助的預算經常開支約

為 754 億元，較五年前高出約四成。  
 
加強學前康復服務  
 
9. 社署運用獎券基金自 2020 年 8 月起在學前教育

機構推行「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為正輪候兒

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或經評估為有邊緣成長發

展問題等兒童提供早期介入服務，並為他們的家長及

教師提供支援。由於試驗計劃十分成功，政府會從

2023 年 9 月起，把「第一層支援服務」恆常化，並由

目前的 80 間學前教育機構擴展到接近 900 間，同時與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融合，以跨專業服務團隊和校

本綜合模式，為有不同程度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提供

全面、及時的支援。這項措施每年的額外開支約 1 億

7,000 萬元。  
 
加強支援照顧者  
 
10. 照顧者一直勞心勞力協助長者和殘疾人士，讓

他們可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居住。政府感謝照顧者的付

出和貢獻，並會加大力度支援他們的各種需要。經濟

援助方面，由 2023 年 10 月起，政府會把「為低收入

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和「為低收入的

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恆常化，並

把每月津貼額由 2,400 元增至 3,000 元，涉及的開支

每年約 4 億 3,000 萬元。政府亦會在今年第三季設立

24 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由專業社工提供緊急支援、

情緒輔導及外展等服務。  
 

精準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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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處理貧窮問題上，本屆政府的策略是精準扶

貧，把資源投放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共創明

『Teen』計劃」是按照新策略推出的首項舉措，通過

政、商、民合作，聚焦扶助來自弱勢社群家庭（尤其

是住在「劏房」）的初中學生。本年度社署已預留 7,260
萬元推展和宣傳「計劃」，包括為完成第一期「計劃」

的學員成立「校友會」，以維繫並擴展學員和友師之

間的社交網絡，以及推展第二期「計劃」。政府亦已

委任新一屆扶貧委員會，協助政府研究和識別其他精

準扶貧的目標群組，並提出意見及建議，讓扶貧政策

及措施能夠針對不同弱勢群組的需要，發揮扶貧和脫

貧效果。稍後我們會向立法會的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

小組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展。  
 

保護兒童  

 
12. 政府正全力推進訂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的

機制，目標是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政府正籌備各項配合新法例的措施，包括提高政府的

執法及支援能力；為相關從業員提供適當培訓；以及

加強保護兒童的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就此，政府將

額外撥款每年約 2,420 萬元。  
 
13. 為更好地關顧缺乏父母照顧及有緊急照顧需要

的兒童，社署已就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完成檢討。

第一階段檢討涵蓋為六歲以下兒童而設的留宿幼兒中

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社署已着手跟進改善建

議，並額外撥款每年約 8,000 萬元，以改善幼兒工作

員的人手比例、增設前線支援人員及引入專業支援、

增加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名額及加強巡查執法的力

度。社署已於上個月完成第二階段檢討，涵蓋其他年

齡組別的兒童院舍及寄養等服務，並會積極跟進其改

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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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席，我的簡介到此為止，歡迎各委員提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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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扶貧及兒童事務









主席、各位委員：



2023-24年度政府投放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為1,210億元，佔整體政府經常開支21.6%，在各政策組別中位列第一。與2022-23年度修訂預算的1,060億元比較，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增加約 150億元（14.1%），反映政府持續支援弱勢社羣的承擔。以下我會重點講述勞工及福利局將如何運用這些資源。 



安老服務 



2. 本年度投放在安老服務的經常開支預算約150億元，較五年前（即2018-19年度）的約86億元，增加約74%。



3. 政府會繼續推行多項措施加強院舍照顧服務，包括在本年度增加約2 200個資助安老宿位、將「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恆常化，以及增撥資源把「改善買位計劃」的甲二級院舍提升到甲一級。為紓緩社福界護士人手短缺，政府會在未來五年額外資助超過1 700位學生修讀普通科登記護士訓練課程。受資助的學生須於畢業後在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的福利服務機構任職普通科登記護士不少於連續3年。



4. 在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方面，政府會在本年度增加188個資助長者日間服務名額，以及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恆常化，並分階段將可受惠人數由現時的8 000人增至2025-26年度的12 000人。此外，政府會於未來五年新增16間長者鄰舍中心，並於今年擴展全數200多間長者地區中心和長者鄰舍中心的服務範圍，涵蓋退休生活規劃和樂齡科技推廣。為支援更多離院長者居家康復，政府會擴大「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將每年受惠人數由約33 000人增至45 000人，其中可被轉介至家居照顧服務的人數由約9 000人增至11 000人。



5. 政府會優化「鼓勵在新私人發展物業內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計劃」，包括提高可受惠的院舍面積和進一步寬免該等樓面計入項目可容納的最高樓面面積。我們正與發展局制定具體細節，爭取在今年第二季推出優化措施，試行3年再作檢討。



現金援助



6. 政府持續以不同現金援助計劃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及家庭，並推行相關的優化措施。我們從去年9月起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並會於今年第三季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申請前連續一年居港規定下的離港限制。



7.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建議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發放半個月的額外款項，涉及開支約27億2,100萬元，預計約有163萬人受惠。政府也會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人士作出相若安排，預計約有70 000個住戶受惠，涉及開支約1億1,600萬元。我們預計最快可於立法會批准《2023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一個月後開始發放額外款項。



8. 整體而言，本年度現金援助的預算經常開支約為754億元，較五年前高出約四成。



加強學前康復服務



9. 社署運用獎券基金自2020年8月起在學前教育機構推行「第一層支援服務試驗計劃」，為正輪候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評估、或經評估為有邊緣成長發展問題等兒童提供早期介入服務，並為他們的家長及教師提供支援。由於試驗計劃十分成功，政府會從2023年9月起，把「第一層支援服務」恆常化，並由目前的80間學前教育機構擴展到接近900間，同時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融合，以跨專業服務團隊和校本綜合模式，為有不同程度特殊需要的學前兒童提供全面、及時的支援。這項措施每年的額外開支約1億7,000萬元。



加強支援照顧者



10. [bookmark: _GoBack]照顧者一直勞心勞力協助長者和殘疾人士，讓他們可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居住。政府感謝照顧者的付出和貢獻，並會加大力度支援他們的各種需要。經濟援助方面，由2023年10月起，政府會把「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和「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恆常化，並把每月津貼額由2,400元增至3,000元，涉及的開支每年約4億3,000萬元。政府亦會在今年第三季設立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由專業社工提供緊急支援、情緒輔導及外展等服務。



精準扶貧



11. 在處理貧窮問題上，本屆政府的策略是精準扶貧，把資源投放到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共創明『Teen』計劃」是按照新策略推出的首項舉措，通過政、商、民合作，聚焦扶助來自弱勢社群家庭（尤其是住在「劏房」）的初中學生。本年度社署已預留7,260萬元推展和宣傳「計劃」，包括為完成第一期「計劃」的學員成立「校友會」，以維繫並擴展學員和友師之間的社交網絡，以及推展第二期「計劃」。政府亦已委任新一屆扶貧委員會，協助政府研究和識別其他精準扶貧的目標群組，並提出意見及建議，讓扶貧政策及措施能夠針對不同弱勢群組的需要，發揮扶貧和脫貧效果。稍後我們會向立法會的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展。



保護兒童



12. 政府正全力推進訂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目標是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政府正籌備各項配合新法例的措施，包括提高政府的執法及支援能力；為相關從業員提供適當培訓；以及加強保護兒童的宣傳及公眾教育工作。就此，政府將額外撥款每年約2,420萬元。



13. 為更好地關顧缺乏父母照顧及有緊急照顧需要的兒童，社署已就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完成檢討。第一階段檢討涵蓋為六歲以下兒童而設的留宿幼兒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社署已着手跟進改善建議，並額外撥款每年約8,000萬元，以改善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增設前線支援人員及引入專業支援、增加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名額及加強巡查執法的力度。社署已於上個月完成第二階段檢討，涵蓋其他年齡組別的兒童院舍及寄養等服務，並會積極跟進其改善建議。





14. 主席，我的簡介到此為止，歡迎各委員提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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