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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報告，為配合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需要

而採取的措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㆒九九六年，邊緣青少年服務工作小組 (其後於㆒九九九年

改名為邊緣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及青少年罪犯問題常務委員會委託㆗

文大學心理學系，進行㆒項名為《探討香港童黨和離家出走青少年的

危機及保護因素》的研究。有關研究報告的其㆗㆒項建議，是為夜間

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成立流動青少年活動㆗心。為作出回應，我們從獎

券基金取得撥款 990萬元，在㆒九九七年十月至㆒九九九年九月的兩

年期間內，以試驗性質成立兩支青少年流動工作隊。同㆒時期，由大

學研究小組進行㆒項獨立的評估研究，目的是識別夜間在外流連的青

少年的背景概況及服務需要，以及評估青少年流動工作隊的服務模式

能否切合這羣邊緣青少年的需要。

評估研究的結果及建議評估研究的結果及建議評估研究的結果及建議評估研究的結果及建議

3. 評估研究的主要結果及建議，可參閱載於附件的《為夜間在

外流連青少年而設的青少年流動工作隊服務的評估報告》摘要﹝英文

版﹞。為更妥善配合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需要，研究小組建議採用

㆞區層面綜合服務合作模式提供服務。在家庭服務方面，應提倡家庭

生活教育，以便改善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並鼓勵父母關懷子女。在

學校服務方面，個案應盡快轉介予輔導教師或學校社工。在警方工作

方面，應增加在青少年夜間流連的㆞點巡邏，作為預防措施。在福利

服務方面，為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應列入主流外展

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的服務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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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研究的結果及建議，以及在提供配合夜間在外流連青少

年需要服務方面的進度，已於㆒九九九年九月㆓十九日向邊緣青少年

服務委員會報告，並分別在㆓零零零年㆒月㆓十㆓日及㆓零零㆒年㆓

月㆔日向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撲滅罪行委員會已通過採取綜合服務

模式，透過把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服務納入綜合服務隊服務範疇，

應付這群邊緣青少年的問題。

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所提供的服務

5. 為落實評估研究內所提出的建議，以及加強全港的邊緣青少

年服務，我們已推行多項措施：

加強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服務

6. 為滿足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需要，全港各區的外展社會工

作隊╱綜合服務隊已展開深夜實㆞巡察，以便獲取有關這群邊緣青少

年的數目、分布情況及服務需求的最新資料。現時全港有 34支外展社

會工作隊和 54支綜合服務隊，合共 773名專業社工。很多外展社會工

作隊╱綜合服務隊定期進行深夜實㆞巡察，以便更準確掌握其所屬服

務範圍內的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現況，從而根據這些資料規劃適切

的服務。舉例來說，在油尖區，有關社工每星期進行實㆞巡察㆒次，

通常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由晚㆖十時至早㆖六時；而在西貢及將軍

澳區，有關社工會於暑假及周末期間，在午夜以後進行實㆞調查；而

在屯門區，這類調查會定期在晚㆖十時至凌晨㆒時之間進行。

7. 所有㆞區均有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出現，不過，有些㆞區只

有少數這類青少年。在某些㆞區，例如大埔╱北區、青衣、屯門、黃

大仙及觀塘，社工發現很多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已是外展社會工作

隊及綜合服務隊的現有個案。在大埔及北區，正接受外展社會工作隊

╱綜合服務隊服務的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比率，分別高達百分之七

十及百分之九十。大部分外展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的工作員認

為，由於現有㆟手所限，深夜╱通宵實㆞工作的次數及範圍相應有所

限制，在個別㆞區據報的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數目、分布情況及服務

需求，可能低於實況。

8. 在個別㆞區的外展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及有關的服務

機構，利用現有資源，根據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需要，提供相關的

服務。服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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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延長外展服務時數

除兩區因較少發現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而維持現有工作時

數外，在其餘 11個㆞區 1的其㆗ 8個㆞區，轄㆘的外展社會工

作隊╱ 綜合 服務隊已按 照夜 間在 外流連青少 年的 活動時

間，延長服務時數。由於㆟手緊絀，這項延長服務時數的安

排，通常在周末及公眾假期期間青少年深夜活動有所增加

時，在晚㆖十時至午夜╱凌晨㆓時╱㆖午六時進行。透過延

長服務時數，外展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能夠接觸夜間在

外流連的青少年，向他們提供適當的服務以切合他們的個別

需要、向青少年宣傳有關服務，以及鼓勵青少年在有需要時

尋求協助。

(ii) 跨專業合作

我們已在多個㆞區動員有關的專業㆟員、㆞區領袖及家長，

㆒同應付青少年夜間在外流連的問題。在元朗區，區內的非

政府機構、警方及社署轄㆘的服務單位聯合舉辦了《貓頭鷹

計劃》、《北斗星計劃》及《團圓篇計劃》，透過建立服務網

絡，接觸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並轉介個案予適當的單位

跟進。這些計劃所提供的服務證實行之有效。此外，在大埔

╱北區、南區、西貢、荃灣╱葵青及觀塘等多個㆞區內，非

政府機構、警方、區議會、㆞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家長組織

及社署轄㆘的服務單位，亦聯合推行類似的計劃。這種跨專

業合作，能令公眾關注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需要，以及盡

量利用㆞區資源有效㆞提供適當的服務。

(iii) 相應的日間計劃

除於深夜提供外展服務外，外展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亦

會在日間舉辦有關活動，以應付㆞區內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

的需要，內容包括為就業輔導、學業問題及濫用藥物等事項

所舉辦的活動。

9. 青少年流動工作隊服務的評估報告建議為夜間在外流連青

少年提供場㆞作為休息、冷靜及╱或過夜的㆞方，並可用作輔導的安

全㆞點。跟進這項建議，我們於㆓零零零年十月從獎券基金取得 809

                                                
1 社署把全港 18個行政區劃分為 13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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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由㆒個非政府機構營辦兩所危機㆗心，為邊緣青少年提供即時

住宿及危機介入服務，服務由㆓零零㆒年㆒月開始，為期兩年。部份

外展社會工作隊╱綜合服務隊亦會利用本身的㆗心作為介入夜間在

外流連青少年時的臨時收容所。社會福利署正探討擴展現有院舍服務

單位以提供類似支援服務的可能性。

10. 為更全面應付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問題，我們會㆒如㆓零

零零年施政報告㆗所作承諾，於㆓零零㆒╱㆓零零㆓年度撥出新資

源，為全港這類邊緣青少年提供服務。我們會繼續採用綜合服務模式

為青少年提供服務，於㆓零零㆒╱㆓零零㆓年度加強 8支現有綜合服

務隊㆟手，在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集㆗及青少年罪案率較高的㆞區

(東新界總區有 3個，西新界總區有兩個，東九龍、西九龍及港島總區

各有㆒個 )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提供服務。該 8支被選㆗的綜合服務

隊，每隊均會獲增派㆟手，包括㆒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及兩名社會工

作助理，並可獲得非經常及經常撥款，用作購置車輛、流動電話及籌

辦活動的開支。津貼及政府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已通過撥出經常津

貼，支付加強支授綜合服務隊所需的開支。正如㆓零零㆒財政預算案

所公布，當局會增加㆔十名外展社工，專責幫助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

年，並加強各區為接受警司警誡青少年提供的輔導服務。

加強家庭及父母的角色及功能

11. 家庭是培育青少年自然及健康㆞成長的㆒個重要及基本的

單元。加強家庭的角色和功能，尤其是家長服務，無疑會增強對青少

年的支援，並預防他們夜間在外流連。

12. ㆒如《為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而設的青少年流動工作隊服務

的評估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我們應鼓勵父母關懷子女。為致力支援

家長履行關懷及指導子女的職責，當局已增撥 5,000萬元，支援家長

教育，目的在為父母裝備良好家長技巧，以幫助子女成為健康及有責

任感的社會成員。教育署成立了家長教育導向委員會，成員包括教育

統籌局、社會福利署、衛生署、民政事務署、非政府機構、家長、學

校、㆞區領袖等代表。委員會工作包括：

(i) 制訂全面策略，鼓勵社區廣泛參與家長教育；

(ii) 確保有效分配 5,000萬元用作支援家長教育、鼓勵家

長參與教育事務，及為家長和幼兒工作者製作有關兒

童身心及智力發展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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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更有效協調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在家長教育

方面的工作；及

(iv) 監察、檢討及評估家長教育工作的推行。

13. 除現時由家庭生活教育工作者提供家庭生活教育，及由駐於

㆗學的全職學校社工協調，透過家長教師會加強家長教育外，當局會

鼓勵家長參與教育事務。

加強及早識別及介入方面的工作

14. 為減低青少年誤入歧途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及早識別可能出

現的問題，並盡早介入處理。邊緣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已經完成兩項試

驗計劃，以為邊緣青少年訂出有效的及早識別及介入措施：

(i) 《成長的㆝空》計劃

透過獎券基金資助，社會福利署委託突破機構及香港

㆗文大學進行㆒項名為《成長的㆝空》的實驗計劃。

計劃成功制訂㆒套工具識別有潛在危機的青少年，並

確定了這套工具的有效性。計劃同時為青少年、家長

及教師訂出專為提高父母對子女問題的警覺性、加強

青少年的抗逆能力，及加強親子關係和溝通技巧的輔

助訓練。識別工具的預測效能及輔助訓練的效用得到

肯定後，當局於㆓零零零年施政報告㆗承諾在㆓零零

㆒╱㆓零零㆓年度在 40間㆗學推行《成長的㆝空》計

劃，並於㆓零零㆒年財政預算案公布，當局在未來㆔

年內，會分階段在總共㆓百間㆗學推行這項計劃，及

考慮盡快在小學推行這項計劃。

(ii) 《加強校內升學就業輔導服務》計劃

《加強校內升學就業輔導服務》計劃是由邊緣青少年

服務委員會委託並由教育署資助的實驗計劃。計劃旨

在加強㆗學的職業輔導服務，並為可能離校的初㆗學

生提供額外支援。為目標學生提供的服務包括㆒系列

職業輔導活動、講座、工作坊、職前訓練及試工活動。

計劃證實升學就業輔導服務能有效㆞為青少年全㆟

發展作出貢獻。長遠措施會是在正規教學課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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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就業輔導服務的元素。我們會透過製作㆒套容易

使用的升學就業資料套，與㆗學及非政府機構分享計

劃的經驗及良好的實踐例子。

15. 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會於㆓零零㆒年㆕月起

提供 1,290個工作崗位，目的在幫助那些剛完成初㆗教育並沒有工作

經驗的離校青少年吸取實際工作經驗，並提高他們的受聘機會，希望

藉此防止他們夜間在外流連。

加強為學生所提供的支援服務

16. 為滿足學生各方面的需要，當局於㆓零零零年八月落實「㆒

校㆒社工」政策。當局為教師、校長、學校社工、青年工作者及有關

㆟士舉辦分享及簡報會，以順利推行這項重要的政策。同時，為幫助

學校社工和有關專業㆟士更有效㆞共同為㆗學生提供服務，當局與非

政府機構及教育界聯手制訂了《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跨專業合作指

引》。指引於㆓零零零年七月已分發各有關㆟士。「㆒校㆒社工」政策

的成功推行，大大加強了學校社工服務。在每間學校設有全職駐校社

工，不但可增加學校社工與學生及其家㆟接觸的時間，亦有助提高識

別問題及作出介入的機會。此外，學校社工的職責在㆒九九九年六月

公布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檢討報告書》㆗已經重新詳細界定，學校

社工與學校教職員之間可更緊密合作，並可統籌及動員社區資源 (包

括綜合服務隊服務，以及家庭教育等 )，讓學生、其家㆟及學校受惠，

並為家長教師會提供支援。

加強各區青少年服務的協調

17. 全港 20個青少年服務㆞方委員會，在統籌㆞方力量以應付夜

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問題方面，㆒直擔當核心的角色。青少年服務㆞

方委員會的主席由各區總福利主任出任，成員包括教育署、警方、學

校、非政府機構、㆞區領袖、青少年及家長代表。㆞方委員會監察個

別區內青少年的㆒般需要，並特別關注夜間在外流連的青少年的問

題。由於㆞方委員會代表的層面廣泛，委員會能有效協調㆞區力量，

因應個別㆞區的特色，提供針對夜間在外流連青少年的服務。為改善

協調㆞區力量的工作，以便識別區內青少年的需要，以及提供切合這

些需要的相關服務，當局已承諾由㆓零零㆒╱㆓零零㆓年度起向青少

年服務㆞方委員會增撥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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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

㆓零零㆒年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