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檢討  
顧問研究最後報告  

 
目的  
 
 本文件摘要報告舊建市區綜合鄰舍計劃（下稱「綜合計劃」）檢討

顧問研究最後報告（下稱「最後報告」）所載的研究結果和建議，以及

就跟進當中的建議一事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達成的協議。  
 
背景  
 
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下稱「社區計劃」）最初的構思和推行，
是為寮屋區和平房區等偏遠或社會設施不足地區的居民服務。政府的

既定政策，是按照清拆計劃逐步停辦社區計劃。不過，為回應福利界

的強烈要求，當局把一些停辦的社區計劃，以試辦形式轉移到舊建市

區繼續提供服務。根據社區計劃檢討小組的建議，當局在深水 、油

尖旺和九龍城的 12 個舊建市區舉辦了共 12 項綜合計劃，以加強為新
來港定居人士、長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外展服務。上述地區的舊建

市區，是由香港大學葉嘉安教授帶領的工作小組協助下識別出來的。

這些綜合計劃已在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分三期實施，為

期共三年。當局早已有意在這些服務期限屆滿時審慎檢討是否仍有需

要繼續推行。  
 
3. 由非政府機構把社區計劃停辦後騰出的資源開辦的 12 項綜合計
劃，由開辦到完成的時間如下：  
 

開辦日期  綜合計劃的數目  完成日期  

1.1.1999 6 31.12.2001* 

16.3.2000 2 15.3.2003 

15.3.2001 4 14.3.2004 

 合計： 12  
 
* 其後延長至 31.12.2002，以便有足夠時間作全面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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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綜合計劃每年獲得的撥款額為  136.9 萬元（計算基礎為每項計劃
有 4.2 名員工，包括 1/5 名社會工作主任、 1 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 2
名社會工作助理及 1 名助理文書主任）。在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全部
12 項綜合計劃的總撥款額為  1,642.8 萬元。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徵詢意見的摘要  
 
4.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我們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立法會
文件 CB(2)1491/01-02(03)號，說明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有鑑
於已和非政府機構聯手推行各種新福利措施，以便更廣泛及有效地向

弱勢社群伸出援手，我們認為有需要檢討綜合計劃應否繼續以獨立和

有別於其他服務的方式運作。因此，社署已委託由香港大學梁祖彬博

士帶領的顧問小組，就綜合計劃進行一項獨立檢討。其後，綜合計劃

檢討顧問研究導向委員會 (下稱「導向委員會」 )宣布成立，為是項檢
討提供指導。導向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社署、推行綜合計劃的非政

府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代表和一名業外人士組成。顧問小組在

進行檢討時，已充分顧及各委員對綜合計劃及實施新措施的關注如下： 
 

  綜合計劃在照顧服務對象的需要方面有其獨特的角色；  

  各種服務有相似或重疊之處；  

  把綜合計劃的功能納入現有主流服務之內，以加強後者的服
務；及  

  現有服務是否足夠應付現時綜合計劃服務地區內弱勢社群的
需要。  

 
5.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三日，政府當局再向委員會提交一份資料摘
要（文件 CB(2)2583/01-02(01)號），匯報中期檢討報告（下稱「中期
報告」）的研究結果。中期報告特別指出，顧問小組認為綜合計劃能夠

符合社署認可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明的規定。不過，顧問小組

亦認為在考慮綜合計劃的將來時還有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外展模式、

服務對象、服務和活動、與主流服務的配合等，須深入審議。社署承

諾會在二零零二年年底向委員會提交最後報告。  
 
最後檢討報告  
 
6. 在整個檢討過程中，顧問小組已考慮過從各種途徑收集的意見，
包括分別為 309 名有關人士和 189 名檢討計劃服務對象舉行的 3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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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個焦點小組會議、13 次對綜合計劃及其他有關服務的認識探訪、12
次實地觀察，以及 1 次為綜合計劃社工舉行的簡介會。顧問小組在擬
備檢討建議時，亦曾參考葉教授提供有關舊建市區的最新資料。  
 
7. 導向委員會已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的會議上，討論及通過最後
報告擬稿，並大致同意最後報告所載的觀察和建議為客觀和切合實

際。全份最後報告載於附件 I。  
 
8.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最後報告及為落實檢討建議而擬
訂的未來路向，已提交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會議討論。該會委員同意

顧問研究的結果和建議，並通過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協議的跟進措施。

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主席表示，綜合計劃檢討是一個良好典範，除了

理順福利服務外，還可確保這類服務的宗旨應是讓服務對象從依賴福

利服務逐漸邁向自力更生。  
 
最後報告的主要檢討結果  
 
9. 顧問小組已完成顧問合約上要求的工作，其提交的最後報告的檢
討結果摘要撮錄如下：  

 
(a) 綜合計劃的角色，以及計劃與主流服務和其他新服務的配合  

 
 綜合計劃的推行模式，較像一所提供綜合服務的小型綜
合社區中心；  

 證據顯示，綜合計劃的服務對象可以同時為綜合計劃和
其他社區為本計劃的服務使用者；  

 雖然在基本原則上，綜合計劃必須即時把服務使用者轉
介接受主流服務，但綜合計劃往往未能有效地協助使用

者利用主流服務融入社會；  

 大多數服務使用者都繼續參與綜合計劃而沒有終止期
限；及  

 在提供活動和小組方面，綜合計劃和主流服務的角色經
常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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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綜合計劃的角色和職能、提供服務的模式、服務標準、員工
架構和資助模式，以及這些計劃在照顧社區不斷轉變的需要

方面的成效  
 

 綜合計劃已發展成為一種靈活、以地區為主、有特定服
務對象及綜合的服務模式，為亟需援助的居民提供積極

主動、深入和切合個人需要的支援；  

 綜合計劃能有效達到《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標準；  

 《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訂的規定並未能實際反映外展工
作的成果，因為外展探訪可能是到訪一個有數名綜合計

劃服務對象的家庭，而只點算接觸到的人數可能會引起

混淆；  

 已識別的服務對象和小組及活動的參加者中，分別約有
35%和 40%並非綜合計劃的目標對象，這是因為綜合計
劃採取的外展方式是廣泛接觸所有人，對於目標對象以

外的人士亦不能拒絕向他們提供服務。這亦反映出綜合

計劃有能力為較多目標對象服務；  

 有關數字顯示，在接觸到的綜合計劃服務對象中，只有
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需接受即時轉介，而常見的轉介類

別並不屬於迫切的福利需要；及  

 綜合計劃提供的活動和小組為數不少，但不同計劃有不
同的數目，差別很大。  

 
(c) 綜合計劃應終止或繼續推行  

 
 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綜合計劃服務地區的亟需援
助居民數目會顯著增加，以證明綜合計劃應繼續推行一

段新合約期；  

 有關的服務統計數字顯示，第一期共六項綜合計劃的已
識別服務對象人數日趨下降；及  

 如果地區分界和亟需援助的服務對象的定義必須擴
大，綜合計劃的工作與其他社區為本的服務會有更多重

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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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報告的主要建議  
 
10. 主要建議如下：  
 

(a) 綜合計劃在合約開辦期屆滿後應該終止；  

(b) 根據綜合計劃現時服務地區已識別的需要及其他服務發展，應
考慮把綜合計劃的資源以有時限方式，重新調配到舊建市區

內非政府機構營辦的主流服務，目的是加強對家庭和較年長

人士的服務；  

(c) 在決定提供哪一類服務以照顧亟需援助人士的需要時，必須訂
立更具體的需要評估準則和機制。雖然在某一程度上，綜合

計劃可專責照顧亟需援助人士的需要，但主流服務則可更有

效地提供較全面的服務，而服務對象的層面也較廣泛；及  

(d) 有鑑於大部分以亟需援助人士為對象的主流服務，均積極推行
外展工作，我們有需要加強協調區內所有這些服務的外展工

作，以達致成本效益。  

 
近期為應付不斷轉變的福利需要所作的發展  
 
11. 近年來，社會福利界經歷了若干重大轉變。由於社會和家庭問題
日趨增加，加上服務機構在整筆撥款資助模式下可更靈活調配資源，

以便更妥善應付不斷轉變的需要，我們很高興向委員會匯報，福利服

務現正朝下列的方向發展：  
 

 由零碎到整合；  
 由中心為本和院舍式到外展、家居式社區支援為主；及  
 由各界別獨立運作到更著重跨界別合作。  

 
12. 近年來，社署循上述方向推行一系列措施，尤其著重以外展方式
去識別家庭或個人的問題，以便能夠盡早介入。非政府機構對這些措

施的回應和支持令人鼓舞。有關措施包括：  
 
(a) 加快成立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前稱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包

括外展、學校為本和中心為本的社會工作服務。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的數目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度的 35 間，增至
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的 115 間。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會再
增至 13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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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屬於長者綜合服務中心的長者支援服務隊，向家中的獨居長
者提供外展服務。現時，本港共有 36 支長者支援服務隊為
超過 57,000 名獨居長者提供服務，以便把他們納入支援網絡
之內。另有三支支援服務隊會於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成立。

此外，得到安老事務委員會通過後，本署現正進行重整長者

社區支援服務的大型計劃，包括把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及長者

活動中心，分別升格為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以綜

合和全面的方式為長者提供服務；  
 
(c) 為新來港定居人士而設的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中心，由二零零

零至零一年度起已由四間增至八間；  
 
(d) 社署把以前設於社區中心和屋 社區中心的小組工作部重整

為 20 個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並由分布全港的 14 支以地區
為基礎的社署家庭支援網絡隊作出配合，為弱勢社群提供外

展、支援和輔導服務；  
 
(e) 根據有關家庭福利服務檢討的顧問研究所建議，推行 15 項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及  
 
(f) 社會工作者與地區居民團體、公共屋 物業管理公司人員等保

持緊密聯繫，以識別弱勢社群或可能需要協助的個別人士。 
 
13. 上述措施涵蓋範圍較大，而服務亦較多元化。這些服務已設於現
有綜合計劃的服務地區內。有關綜合計劃現時在深水 、油尖旺和九

龍城區提供的各項服務摘要，現載於附件 II 供委員參考。  
 
就最後報告建議所作的跟進  
 
14. 為落實顧問研究提出的上述建議和導向委員會達成的共識，社署
已經與八間營辦綜合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密切商討可行的方案。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對逐步停辦綜合計劃反應不一，但其後均同意綜合計劃有

重整的需要。有見於現行綜合計劃模式的限制和有需要與主流服務結

合，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已同意社署的建議，重新調配綜合計劃的部分

現有資源，成立額外的家庭支援網絡隊（下稱「網絡隊」），附設於機

構的主流服務。由是次檢討後所採取措施而得以節省的款項，會匯集

起來應付其他較迫切的服務需要，或作為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須達致

1.8%效率增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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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網絡隊是社署創辦的一種新服務模式。在二零零一年，社署把設
於社區中心／屋 社區中心的小組工作部及附屬於各區福利辦事處的

青年事務辦事處重組為網絡隊。這些隊伍為亟需援助的家庭提供外展

社工服務，並轉介他們到其他主流服務。由於網絡隊的服務範圍更加

廣闊，而且與其他地區和社區團體有更緊密的網絡，因此能迅速回應

弱勢社群不斷轉變的福利需要。這種服務模式也能回應顧問小組觀察

到有關綜合計劃能夠識別的目標對象（即低收入家庭、長者及新來港

定居人士）的數目而實際上日漸減少的現象。網絡隊採用目標明確的

外展工作方式，故能確保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接觸弱勢社群，而且

及時轉介服務對象接受主流服務，當能減少他們對外展隊伍的依賴。

網絡隊的服務簡介載於附件 III。  
 
16. 非政府機構和社署就綜合計劃轉型為網絡隊所取得的協議摘要載
於附件 IV。轉型過程中考慮過的重點載列如下：  

 
(a)  第一、二和三期綜合計劃可繼續進行，直至各有關合約完結

為止。這個做法的目的是遵守社署和非政府機構之間訂定的

合約，並避免非政府機構不必要地提早終止與綜合計劃的員

工所訂定的僱傭合約；  
 
(b)  非政府機構會調配已獲得社署同意的部分綜合計劃資源（即

根據兩名社會工作助理職系人員按薪級中點估計的年薪值和

有關強積金的規定及所需的其他費用計算），由二零零三年一

月起成立八支網絡隊。這些網絡隊的經費會以經常費用的方

式提供，以照顧弱勢社 的持續需要；  
 
(c)  這些網絡隊會在各綜合計劃現時提供服務相同的社署行政區

成立，亦即九龍城、深水 及油尖旺區，以便繼續為這些舊

建市區內亟需援助的居民提供服務。根據葉教授所作的服務

需要評估，上述地區仍將繼續需要這類服務；及  
 
(d)  經各有關方面同意而重新劃分服務範圍分界後，這些網絡隊

會附屬於八間綜合計劃營辦機構的主流服務，以加強服務銜

接和協同效應。有關的福利專員在訂定服務範圍時，會諮詢

非政府機構，並會考慮到各區的需要、網絡隊辦公室地點和

區內不同服務的重整計劃。同時，福利專員亦會按顧問小組

的建議，計劃和協調所屬地區內由不同服務機構提供的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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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務。  
 
17. 按照顧問研究的建議和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訂定的協議，該 12 項
綜合計劃會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五

日和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四日分三期停辦。然而，綜合計劃的員工資源

可逐步重新調配，並由二零零三年一月起一次過成立八支網絡隊。根

據這項建議的安排，非政府機構可保留第二和第三期綜合計劃的有關

資源，直至個別計劃的合約期完結為止。過剩資源會按綜合計劃終止

的時間交還社署。為協助非政府機構推行網絡隊計劃，社署會提供以

下援助：  
 
 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確保將綜合計劃順利重整為網
絡隊  

 跟進所需的物流安排，例如為個別非政府機構營辦的網絡隊訂
定《津貼及服務協議》等  

 舉辦培訓及分享會，讓非政府機構員工了解網絡隊的服務模式
及學習合適的技能。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閱悉最後報告的結果和建議，並就建議的未來路向提供意
見。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附件 II  
 

深水 、油尖旺及九龍城區各項服務的綜合資料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一日 )           

 

地區  

 

服務  

深水  九龍城  油尖旺  合共  

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  6* 6 5 17 

長者支援  
服務隊  3 3 2 8  

新來港定居人

士服務  
中心  

2 1 0 3  

家庭支援及資

源中心  3 0 1 4  

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  2 1 1 4  

家庭支援網絡

隊  1 1 1 3  

合共  17 12 10 39 

 
*  另有一間新增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將於二零零三年年中設立  



 

 

附件 III 
 

家庭支援網絡隊服務簡介  
 
背景  
 
 在二零零零年的福利服務政策大綱中，我們承諾推行一項銜接其

他社會服務的新外展及社區網絡服務模式，加強對新來港定居人士、

單親家庭及其他弱勢社 的服務。根據這項政策綱要，社會福利署（下

稱「社署」）自二零零一年起在其轄下各行政區成立 14 支家庭支援網
絡隊（下稱「網絡隊」），透過外展和建立網絡以早日識別需要服務的

家庭。  
 
服務目標  
 
2. 成立網絡隊的目的，是採用有特定對象和積極的外展方法，早日
識別需要援助的人士和及早介入問題，以便回應轉變中的福利需要。  
 
服務性質  
 
3. 社署的策劃及統籌小組會評估所屬地區的服務需要，以便福利專
員籌劃服務和與區內各有關方面協調服務。網絡隊會根據上述評估需

要的結果採用各種外展模式，例如進行家訪、派發服務宣傳單張、設

立地區流動服務攤位等，以便早日識別目標服務使用者。  
 
4. 網絡隊會轉介有需要的家庭到合適的服務單位，如社會保障辦事
處、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會服務部和政府其他部門接受跟進服務，

藉以及早介入問題。這樣，網絡隊與社署其他單位、地區團體、非政

府機構，以及區內其他政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以加強服務銜接和有

效轉介亟需援助人士接受合適的服務。  
 
5. 網絡隊也動員和聯絡與亟需援助人士背景相似的義工，以鼓勵家
庭 [特別是那些較為被動的家庭 ]，接受所需服務，防止發生家庭悲劇。 
 
服務對象  
 
6. 網絡隊的成立，是根據有關地區評估需要的結果，為亟需援助的
家庭提供服務。以下是亟需援助人士的例子︰  

 

 失業人士  
 新來港定居人士  
 獨居長者  



 

 

 領取綜援／低收入家庭  
 單親家庭  
 照顧子女方面有問題或有虐兒記錄的家庭等。  

 
人手安排  
 
7. 每支網絡隊的人手編制會因應區內獨有的服務需要和提供的服務
而有所不同。  
 
服務表現監察  
 
8. 社署會根據其服務文件載列已協定的服務成效及服務量水平，以
及服務使用者、地區團體／領袖和政府其他部門等方面的意見，監察

和評估網絡隊的服務表現。  
 
9. 從服務文件的統計資料和本年七月為推行新服務模式而舉辦的分
享／評估會中可見，網絡隊能有效達到所訂的服務目標。  
 
主要服務統計數字  
 
10. 14 支網絡隊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九月的主要服務統計數字載列如
下：  
 
I 透過關懷探訪或其他外展工作初次及成功接觸的亟需援助人士  
 

接觸到的亟需援助人士  總數  

(a) 單身長者  10,263 

(b) 新來港定居人士  8,001 

(c) 領取綜援人士  6,897 

(d) 單親家庭  5,373 

(e) 低收入家庭  3,504 

(f) 其他亟需援助人士，如有家庭關係問題的家庭、藥物
濫用者和殘疾人士等  

2,937 

(g) 有照顧兒童或虐兒問題的家庭  1,137 

(h) 有邊緣青少年的家庭  264 

(i) 露宿者  135 

 總數：  38,511 
 
 



 

 

II 上述（ I）表中初次或成功轉介到福利／主流服務的亟需援助人士  
 

接收轉介的機構類別  總數  
(a) 社署轄下的家庭支援及資源中心  10,425 
(b) 社署其他單位  2,706 
(c) 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  1,458 
(d) 其他政府部門  153 
(e) 其他，例如設有職業再培訓計劃的機構  207 
 總數：  14,949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附件 IV 
 

非政府機構成立的網絡隊摘要  
 

撥款（1）  

非政府  
機構  

附屬於不

同主流服

務的綜合

計劃  

將設於主

流服務之

內的網絡

隊  

員工薪

酬（百萬

元）  

其他費

用（百萬

元）  

總計  
（百萬

元）  

備註  

九龍城  
香港路德

會社會服

務處  

路德會包

美達社區

中心  

路德會包

美達社區

中心  
0.517 0.050 0.567 

一支網絡隊為

整個何文田區

提供服務。  

聖公會福

利協會  

樂民郭鳳

軒綜合服

務中心  
 
九龍城綜

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聖匠堂社

區中心或

九龍城綜

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1.034 0.100 1.134 

兩個綜合計劃

合併為一支網

絡隊，為整個紅

磡 區 提 供 服

務。  

油麻地  

旺角街坊

福利會  

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

（綜合計

劃 1）  
 
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

（綜合計

劃 2）  
 
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

（綜合計

劃 3）  

陳慶社會

服務中心 1.551 0.150 1.701 

三個綜合計劃

合併為一支網

絡隊，為整個大

角咀及太子區

提供服務。  

循道 理

楊震社會

服務處  

總辦事處 
（綜合計

劃 1）  
 
總辦事處 
（綜合計

劃 2）  

家庭健康

教育及輔

導中心  
1.034 0.100 1.134 

兩個綜合計劃

合併為一支網

絡隊，為整個油

麻地區提供服

務。  



 

 

撥款（1）  

非政府  
機構  

附屬於不

同主流服

務的綜合

計劃  

將設於主

流服務之

內的網絡

隊  

員工薪

酬（百萬

元）  

其他費

用（百萬

元）  

總計  
（百萬

元）  

備註  

浸會愛

社會服務

處  

陳德生紀

念老人中

心  

佐敦老人 
中心  0.517 0.050 0.567 

一支網絡隊為

整個尖沙咀區

提供服務。  
深水  

香港明愛 
深水 護

老者支援

中心  

深水 家

庭服務中

心  
0.517 0.050 0.567 

服務範圍由深

水 福利專員

和明愛擬定。  

鄰舍輔導

會  

白田康齡

社區服務

中心  

獨居長者

合作社  0.517 0.050 0.567 

服務範圍由深

水 福利專員

和鄰舍輔導會

擬定。  

救世軍  荔枝角青

少年中心 

大坑東長

者綜合服

務  
0.517 0.050 0.567 

服務範圍由深

水 福利專員

和救世軍擬

定。  

總數  12個綜合
計劃  

8支網絡
隊  6.204 0.600 6.804 

有關是次計劃

節省的金額請

參考下文附註

（2）。  

 

附註：  

（ 1） 撥款包括員工薪酬及其他費用。 
（ 2） 是次計劃節省的金額為 960 萬元（即 1,642.8 萬元減 680.4 萬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