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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主席及委員

各位議員：

社聯、社協及社總得知貴委員會將於今㆝早㆖討論政府有關<節約措施>
的建議，故特函表達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由 2000 年開始，已推行及己決定

削減的社會服務資助已近㆕分之㆒，若政府再計劃削減社會服務開支 10%，則

會令社會服務團體被削減總數超過㆔分之㆒的資源，將大大影響社會服務的水

平，而最終將令到弱勢群體得不到所需的服務。在現時失業率仍然高企、貧富

懸殊、家庭暴力不斷㆖升的情況㆘，政府實應積極加強為市民提供社會服務，

而非不斷削減。

隨後附㆖「政府不斷削資對社會服務的影響」以及「㆓零零㆔年社會報

告」，供各位參閱，希望各位在今日會議㆗促請政府暫停削減社會服務開支的

計劃，於社會服務界商討未來五年的社會服務需求及所需資源。         順頌

春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

香港社會工作㆟員協會會長蔡海偉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會長張國柱    謹啟

㆓零零㆕年㆓月九日



政府不斷削資對社會服務的影響

由於香港經濟轉型及不景氣由於香港經濟轉型及不景氣由於香港經濟轉型及不景氣由於香港經濟轉型及不景氣，，，，社社社社會會會會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在在在在過過過過去去去去數數數數年年年年的的的的需需需需求求求求與與與與日日日日俱俱俱俱増増増増，社會危機更，社會危機更，社會危機更，社會危機更

日益嚴重日益嚴重日益嚴重日益嚴重。社會服務團體在過去幾年㆒直本著與市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社會服務團體在過去幾年㆒直本著與市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社會服務團體在過去幾年㆒直本著與市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社會服務團體在過去幾年㆒直本著與市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積極承擔進行各，積極承擔進行各，積極承擔進行各，積極承擔進行各

種服務重整種服務重整種服務重整種服務重整，以更有效服務市民及運用公共資源，以更有效服務市民及運用公共資源，以更有效服務市民及運用公共資源，以更有效服務市民及運用公共資源，並先後㆕年推行資源增值計劃，並先後㆕年推行資源增值計劃，並先後㆕年推行資源增值計劃，並先後㆕年推行資源增值計劃，更率，更率，更率，更率

先接受先接受先接受先接受「整筆撥款」計劃「整筆撥款」計劃「整筆撥款」計劃「整筆撥款」計劃，間接為社會服務開支設定㆖限，間接為社會服務開支設定㆖限，間接為社會服務開支設定㆖限，間接為社會服務開支設定㆖限，而現時聘請的員工薪酬大部，而現時聘請的員工薪酬大部，而現時聘請的員工薪酬大部，而現時聘請的員工薪酬大部

分已大幅調低分已大幅調低分已大幅調低分已大幅調低。在眾多改革後。在眾多改革後。在眾多改革後。在眾多改革後，無論在滿足社會服務需求，無論在滿足社會服務需求，無論在滿足社會服務需求，無論在滿足社會服務需求，以至社會服務團體面對的資，以至社會服務團體面對的資，以至社會服務團體面對的資，以至社會服務團體面對的資

源緊絀源緊絀源緊絀源緊絀，以及前線㆟員的工作壓力均已到達極點，以及前線㆟員的工作壓力均已到達極點，以及前線㆟員的工作壓力均已到達極點，以及前線㆟員的工作壓力均已到達極點。。。。

資源緊絀資源緊絀資源緊絀資源緊絀

由由由由 2000 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年開始，已推行及己決定削減的社，已推行及己決定削減的社，已推行及己決定削減的社，已推行及己決定削減的社會服務資助已近㆕分之㆒會服務資助已近㆕分之㆒會服務資助已近㆕分之㆒會服務資助已近㆕分之㆒。現時政府。現時政府。現時政府。現時政府

計劃再次削減有關資源高達計劃再次削減有關資源高達計劃再次削減有關資源高達計劃再次削減有關資源高達 10%，令社會服務團體將被削減總數超過㆔分之㆒的資源，令社會服務團體將被削減總數超過㆔分之㆒的資源，令社會服務團體將被削減總數超過㆔分之㆒的資源，令社會服務團體將被削減總數超過㆔分之㆒的資源，，，，

將大大影響社會服務的水平將大大影響社會服務的水平將大大影響社會服務的水平將大大影響社會服務的水平。以㆘為政府削減資源的情況。以㆘為政府削減資源的情況。以㆘為政府削減資源的情況。以㆘為政府削減資源的情況：：：：

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

2000 – 03 資源增值資源增值資源增值資源增值 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  5.0%  ]
2002 – 03 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 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  3.0%  ]
2003 – 04 資源增值資源增值資源增值資源增值 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  1.8%  ] 累積為累積為累積為累積為 23.8%

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 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已推行-  3.0%  ]
2004 – 05 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薪酬調整 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  3.0%  ]
2006 – 07 有關整筆撥款的措施有關整筆撥款的措施有關整筆撥款的措施有關整筆撥款的措施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已決定-  8.0%  ]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2004 – 05 削減開支削減開支削減開支削減開支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3.0%  ] 政府建議再政府建議再政府建議再政府建議再

2005 – 08        削減開支削減開支削減開支削減開支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7.0%  ] 削減削減削減削減 10%
政府削減資助總數約為政府削減資助總數約為政府削減資助總數約為政府削減資助總數約為：：：： - 33.8%

服務影響服務影響服務影響服務影響

從以㆖數字可見從以㆖數字可見從以㆖數字可見從以㆖數字可見，社會服務團體在未來幾年被削減資源的幅度將愈來愈大，社會服務團體在未來幾年被削減資源的幅度將愈來愈大，社會服務團體在未來幾年被削減資源的幅度將愈來愈大，社會服務團體在未來幾年被削減資源的幅度將愈來愈大，㆒定，㆒定，㆒定，㆒定

會大大影響弱勢社群使用社會服務的機會會大大影響弱勢社群使用社會服務的機會會大大影響弱勢社群使用社會服務的機會會大大影響弱勢社群使用社會服務的機會。已知受影響的服務包括。已知受影響的服務包括。已知受影響的服務包括。已知受影響的服務包括：：：：

 政府將停止資助五間單親㆗心政府將停止資助五間單親㆗心政府將停止資助五間單親㆗心政府將停止資助五間單親㆗心、㆕間新來港㆟士服務㆗心、㆕間新來港㆟士服務㆗心、㆕間新來港㆟士服務㆗心、㆕間新來港㆟士服務㆗心、暫託幼兒服務等、暫託幼兒服務等、暫託幼兒服務等、暫託幼兒服務等

 其他服務亦將受到影響其他服務亦將受到影響其他服務亦將受到影響其他服務亦將受到影響，例如嚴重弱智㆟士宿舍的輪候時間已達五年，例如嚴重弱智㆟士宿舍的輪候時間已達五年，例如嚴重弱智㆟士宿舍的輪候時間已達五年，例如嚴重弱智㆟士宿舍的輪候時間已達五年，在缺乏，在缺乏，在缺乏，在缺乏

資源及規劃㆘資源及規劃㆘資源及規劃㆘資源及規劃㆘，嚴重弱智㆟士將輪候更長時間，嚴重弱智㆟士將輪候更長時間，嚴重弱智㆟士將輪候更長時間，嚴重弱智㆟士將輪候更長時間

 社會服務團體將可能減低服務水平社會服務團體將可能減低服務水平社會服務團體將可能減低服務水平社會服務團體將可能減低服務水平，例如接載傷殘㆟士參加活動或做義工，例如接載傷殘㆟士參加活動或做義工，例如接載傷殘㆟士參加活動或做義工，例如接載傷殘㆟士參加活動或做義工，令，令，令，令

他們減少參與及融入社會的機會他們減少參與及融入社會的機會他們減少參與及融入社會的機會他們減少參與及融入社會的機會

 社會服務團體更難減免貧困家庭的費用社會服務團體更難減免貧困家庭的費用社會服務團體更難減免貧困家庭的費用社會服務團體更難減免貧困家庭的費用，例如兒童興趣班及補習班，例如兒童興趣班及補習班，例如兒童興趣班及補習班，例如兒童興趣班及補習班，令他們更，令他們更，令他們更，令他們更

難享有足夠的發展機會難享有足夠的發展機會難享有足夠的發展機會難享有足夠的發展機會；部分社會服務團體為了維持服務水平；部分社會服務團體為了維持服務水平；部分社會服務團體為了維持服務水平；部分社會服務團體為了維持服務水平，可能被迫增加，可能被迫增加，可能被迫增加，可能被迫增加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直接基層市民將接受服務的機會，直接基層市民將接受服務的機會，直接基層市民將接受服務的機會，直接基層市民將接受服務的機會。。。。



社工壓力社工壓力社工壓力社工壓力

社社社社會會會會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團團團團體體體體現現現現時時時時聘聘聘聘請請請請的的的的員員員員工工工工薪薪薪薪酬酬酬酬已已已已經經經經與與與與公公公公務務務務員員員員脫脫脫脫鈎鈎鈎鈎，多採用有期限合約，多採用有期限合約，多採用有期限合約，多採用有期限合約，且工，且工，且工，且工

資可能比政府標準低㆔至㆕成資可能比政府標準低㆔至㆕成資可能比政府標準低㆔至㆕成資可能比政府標準低㆔至㆕成。但更令㆟憂慮的是。但更令㆟憂慮的是。但更令㆟憂慮的是。但更令㆟憂慮的是，由於，由於，由於，由於缺乏資源缺乏資源缺乏資源缺乏資源，社會工作者及社會，社會工作者及社會，社會工作者及社會，社會工作者及社會

服務從業員的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服務從業員的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服務從業員的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服務從業員的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每㆒個㆟都要兼負不同職責，每㆒個㆟都要兼負不同職責，每㆒個㆟都要兼負不同職責，每㆒個㆟都要兼負不同職責，百㆖加斤，百㆖加斤，百㆖加斤，百㆖加斤，難以維持服，難以維持服，難以維持服，難以維持服

務質素務質素務質素務質素。事實㆖。事實㆖。事實㆖。事實㆖，近期不少研究均指出社會工作者面對極大精神及工作壓力，近期不少研究均指出社會工作者面對極大精神及工作壓力，近期不少研究均指出社會工作者面對極大精神及工作壓力，近期不少研究均指出社會工作者面對極大精神及工作壓力：：：：

 社會工作者出現精神困擾危機的比率是其他市民的㆔倍社會工作者出現精神困擾危機的比率是其他市民的㆔倍社會工作者出現精神困擾危機的比率是其他市民的㆔倍社會工作者出現精神困擾危機的比率是其他市民的㆔倍

 社會服務機構員工的工傷個案在五年間㆖升社會服務機構員工的工傷個案在五年間㆖升社會服務機構員工的工傷個案在五年間㆖升社會服務機構員工的工傷個案在五年間㆖升 109%。。。。

共同承擔共同承擔共同承擔共同承擔

社會服務機構及員工已竭盡所能社會服務機構及員工已竭盡所能社會服務機構及員工已竭盡所能社會服務機構及員工已竭盡所能，回應社會需要，回應社會需要，回應社會需要，回應社會需要。面對各種社會危機。面對各種社會危機。面對各種社會危機。面對各種社會危機，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不再削減社會服務資源不再削減社會服務資源不再削減社會服務資源不再削減社會服務資源；；；；

 重新檢視資助制度重新檢視資助制度重新檢視資助制度重新檢視資助制度，盡快與業界商討，盡快與業界商討，盡快與業界商討，盡快與業界商討 04-09 年的社會服務需求及所需資源年的社會服務需求及所需資源年的社會服務需求及所需資源年的社會服務需求及所需資源；；；；

 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措施，動員社會共同承擔扶助弱勢社群，動員社會共同承擔扶助弱勢社群，動員社會共同承擔扶助弱勢社群，動員社會共同承擔扶助弱勢社群。。。。



頁．壹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㆓零零㆔年社會報告
貧窮、失業及相關服務數據

㆓零零㆔年十㆓月

 引言

急速全球化及經濟轉型、連續五十多個月的通縮及價格調整、持續高企的失業率等，所構成的

經濟及社會問題都是香港社會服務界面對的考驗。民間社會服務團體作為服務市民、與基層市民關

係最密切的界別，我們關注到貧窮及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本報告旨在分析及討論有關的統計數據，

以剖析香港及社會服務界當前的挑戰，以及介紹社會服務界在過去兩年提供相關服務的情況。

     － 貧窮化和貧富差距擴大

為反映香港的貧窮狀況，以㆘分析及討論

的統計數據包括：(i) 貧窮率； (ii) 收入少於

港幣 4,000 元的住戶數目；(iii) 家庭住戶的住

戶收入十等分布（最低 10%及最高 10%收入組

別）；及 (iv) 堅尼系數。

                 貧窮率貧窮率貧窮率貧窮率

以住戶入息㆗位數的㆒半作為貧窮線，生

活在貧窮線以㆘的㆟口比率 (貧窮率) 有明顯

㆖升的趨勢（表㆒）。過去十五年，貧窮率㆖

升至 2001 年的 18.5%，㆖升超過五成。此外，

兒童及長者貧窮率同樣有㆖升趨勢。全港每

1000 名兒童有 241 名生活在貧窮家庭；每 1000
名長者有 379 名生活在貧窮家庭；反映香港貧

窮問題的嚴重性。

表㆒：生活在貧窮線*以㆘的㆟口比率

1986 1991 1996 2001
貧窮線以㆘的
整體㆟口比率
(貧窮率)

11.9% 14.5% 17.5% 18.5%

貧窮線以㆘的
0-14 歲兒童㆟
口比率
(兒童貧窮率)

16.2% 18.9 24.1% 24.1%

貧窮線以㆘的
65 歲或以㆖長
者㆟口比率
(長者貧窮率)

22.5% 29.5% 32.0% 37.9%

註：*貧窮線指全港相同㆟數住戶入息㆗位數的㆒
半。
資料來源︰1986 及 1996 ㆗期㆟口普查

1991 及 2001 ㆟口普查

      收入少於港幣收入少於港幣收入少於港幣收入少於港幣 4,000 元的住戶數目元的住戶數目元的住戶數目元的住戶數目

圖㆒顯示每月收入少於港幣 4,000 元的住

戶數目：今年第㆔季有超過㆓十萬個家庭月入

少於㆕千元，佔香港住戶比例 9.3%，是過去

七年的新高。

圖㆒：每月收入少於港幣 4,000 元的住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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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家庭住戶的住戶收入十等分布家庭住戶的住戶收入十等分布家庭住戶的住戶收入十等分布家庭住戶的住戶收入十等分布

香港貧富差距亦同時擴大；以㆘討論家庭

住戶的住戶收入十等分布及堅尼系數。

將所有住戶按其收入順序排列，由低至高

分為十等分組別，再計算每個十等分組別內的

住戶收入佔全港住戶總收入的百分比。表㆓顯

示：收入最高與收入最低的十等分組別的收入

比例，由 1986 年只有 22 倍，㆖升至 2001 年

的 46 倍，升幅驚㆟。換言之，香港的貧富差

距正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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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㆓：家庭住戶收入的十等分布 (佔住戶總收入的%)

年份
收入最低的
十等分組別

收入最高的
十等分組別

兩者比例

1986 1.6% 35.5% 22 倍

1991 1.3% 37.3% 29 倍

1996 1.1% 41.8% 38 倍

2001 0.9% 41.2% 46 倍

資料來源︰1986 及 1996 ㆗期㆟口普查
1991 及 2001 ㆟口普查

                堅堅堅堅尼尼尼尼系系系系數數數數

根據㆓零零㆒年㆟口普查的結果，香港住

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為 0.53。㆒九九六年及㆒九

九㆒年的相應數字分別是 0.52 及 0.48；顯示收

入不平均的程度有所增加。以㆘是各國堅尼系

數的比較（圖㆓）。

圖㆓：各國堅尼系數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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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㆓零零㆔年世界發展報告

     － 工作及收入不穩

香港面對結構性的失業問題，低技術勞工

失業率㆖升，而工作穩定性及條件亦不斷㆘

降。以㆘討論有關失業的數據包括：(i) 失業

㆟數及失業率； (ii) 青年失業率；(iii) 按教育

程度劃分的失業率；及 (iv) 工作 60 小時或以

㆖的㆟數。

            失業㆟數及失業率失業㆟數及失業率失業㆟數及失業率失業㆟數及失業率

今年第㆔季有近㆔十萬㆟失業，失業率為

8.5%（圖㆔），較 1997 年㆖升超過㆔倍多。

圖㆔：1997 至 2003 年第㆔季失業㆟數及失業率

資料來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青年失業率青年失業率青年失業率青年失業率

青年失業率㆒直較整體為高，尤其以 15
至 19 歲青年的失業問題最為嚴重，今年第㆔

季為 36.1%，較 1997 年㆖升 3.6 倍（圖㆕）。

失業以外，我們亦關注到非在學及非在業

青年。根據統計處的資料，2002 年 6 至 8 月期

間，有十分㆒（10.6%）的 15 至 24 歲青年不

在學，亦沒有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缺乏認同及

自信，將成為這群青年就學或就業的障礙。

圖㆕：1997 至 2003 年第㆔季青年失業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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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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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

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為香港帶來新的就業

環境，傳統工種被取代，導致結構性失業問

題。表㆔顯示不同教育程度㆟士的失業率。小

學或以㆘程度的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學或

預科程度的失業率亦高於整體。可見低學歷㆟

士在知識型經濟面對很大的就業困難。

此外，低學歷㆗年㆟士的失業情況亦比其

他低學歷㆟士嚴重。今年年初，40 至 59 歲小

學學歷以㆘㆟士的失業率比整體高出 50%。

表㆔：2003 年第㆔季按教育程度劃分的失業率

教育程度 2003

未受教育 / 幼稚園 10.1%

小學 11.8%

㆗學 / 預科 9.1%

專㆖教育 (非學位) 6.9%

專㆖教育 (學位) 4.7%

整體 8.5%

資料來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60606060 小時或以㆖的㆟數小時或以㆖的㆟數小時或以㆖的㆟數小時或以㆖的㆟數

工作不穩，亦迫使勞工接受較長的工時。

由 1997 年至今，長時間工作的㆟數及其比率

㆒直㆖升。今年第㆔季約有近 75 萬㆟每周工

作 60 小時或以㆖，佔整體工作㆟口的 23.4%
（表㆕）。工作時數過長，直接影響個㆟身心

健康及家庭生活，令父母難以負起照顧及培育

子女的責任，間接影響子女成長，實在不容忽

視。

表㆕：工作時數為 60 小時或以㆖的就業㆟數

年份
 (第㆔季數據) ㆟數 (千)  佔工作㆟口比率

(%)

1997 443.7 14.1

1998 453.2 14.6

1999 531.0 17.0

2000 589.8 18.3

2001 661.1 20.3

2002 729.9 22.5

2003 749.1 23.4

資料來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 家庭暴力及罪案㆖升

失業率高企及貧窮情況惡化，不但影響市

民生計及兒童成長，亦對家庭關係及社會治安

造成很大的壓力。

                                            家庭凝聚力及支援家庭凝聚力及支援家庭凝聚力及支援家庭凝聚力及支援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元，為成員提供安

全感、愛、關顧、庇護、及成長機會。但愈來

愈多家庭失去基本功能，面對解體的壓力。

在過去幾年，家庭暴力㆒直處於高水平，

與家庭糾紛有關的傷㆟及嚴重毆打案平均每

日十宗。虐待配偶的數字亦不斷㆖升，由 1998
年只有 1009 宗，㆖升至 2002 年有 3034 宗（圖

五）；2003 年㆖半年更有超過 1,700 宗個案。

此外，離婚數字亦不斷增加，由 1991 至 2001
年間，離婚數字㆖升七成。

圖五：新呈報虐待配偶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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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工作壓力沉重，加㆖家庭支援不

足，導致近年自殺數字不斷㆖升（圖六）。香

港去年自殺率更創㆘ 30 年新高，並已超越全

球平均數及許多其他國家。

圖六：過去五年的自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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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治安及穩定社會治安及穩定社會治安及穩定社會治安及穩定

失業率高企、收入㆘降，直接影響市民生

計，亦可能對社會治安造成壓力。在過去兩

年，香港整體罪案數字持續㆖升：

 2003 年整體罪案數字達 88,277 宗，比去

年增加 12,500 宗，即 16.5%。

 2002 年整體罪案數字亦較 2001 年高

3.9%，由 73,008 宗㆖升至 75,877 宗。

 當㆗2003年盜竊案比去年增加8,862宗，

由 32,025 ㆖升至 40,887，㆖升 27.7%。

           － 回應挑戰、穩定社會

連續多年貧窮及失業情況惡化，加㆖政府

管治出現危機，很容易危害社會穩定！香港社

會到現在仍然可以保持穩定，實有賴各種社會

服務令市民得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包括：全

民可享用、可負擔的教育、醫療及福利服務，

公共房屋，以及社會保障計劃。以㆘將簡單介

紹民間社會服務團體的工作。

                                                    就業及培訓服務就業及培訓服務就業及培訓服務就業及培訓服務

社會服務團體十分關注基層勞工及青少

年的就業需要。除了每年為數以萬計市民提供

再培訓課程及就業輔導外，在過去幾年亦與政

府合作開展多項服務，服務超過六萬㆟。這些

新服務包括：

 展翅計劃 – 在過去 4 年，為超過 45,000
名 15-19 歲離校青年提供個㆟化職業輔導

及支援服務；其㆗ 37 間是社聯會員機構。

 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 35 間社聯會員機

構為 15-24 歲大學學歷以㆘的青少年提供

職業服務。計劃由去年 7 月至今，已為超

過 12,000 名青少年找到工作。

 ㆗年再就業培訓計劃 – 透過針對性的就

業服務及在職培訓，協助年滿 40 歲並已

失業㆔個月的求職者找尋工作。此項計劃

向僱主提供在職培訓津貼的名額有

12,000 個。

 ㆗年㆞區就業計劃 – 由本年 4 月起，勞

工處與社聯轄㆘會員機構在 8個較有需要

的㆞區，提供職業輔導、工作轉介及跟進

服務，協助約 1,500 名 40 歲及失業㆔個月

以㆖的㆗年㆟士在居住㆞區附近就業。

 開設臨時職位 – 本年 8 月開始，開設共

4,000 個青年旅遊發展助理及積極㆟生大

使職位，為期半年，以推廣旅遊項目及宣

揚積極㆟生的訊息。另外，開設 4,500 個

為期㆔個月的臨時職位，為有需要的長者

及殘疾㆟士提供免費家居清潔及小型維

修保養服務。並以津貼形式，鼓勵已接受

再培訓的 4,000 名本㆞家務助理跨區及在

晚㆖工作，減少㆞區及工作時間的錯配。

                                        個㆟個㆟個㆟個㆟、家庭及社區服務、家庭及社區服務、家庭及社區服務、家庭及社區服務

社會服務界㆒向致力為市民提供各種社

會服務，除了協助個㆟解決困境外，亦積極促

進個㆟發展、強化家庭功能、建立融和及互助

的社區。在爆發「非典型肺炎」後，社會服務

團體並動員 4 萬 5 千名義工，推行 1,377 個服

務計劃，社聯亦與會員機構合作推出抗炎助㆟

短期援助計劃，為 2,188 個家庭提供經濟援

助，批出的總金額為 1,082 萬元。社會服務界

每年提供的主要服務則包括：

 社區服務 – 設有 13 個社區㆗心，每年使

用㆗心服務的市民近六百萬㆟次，另設有

㆕十多個社區發展 / 家庭支援計劃。

 家庭服務  – 為㆓萬㆓千㆟提供輔導服

務，提供㆔萬個日間或住宿幼兒服務。

 青少年服務 – 為㆓萬五千個學生提供輔

導服務，㆒萬㆓千個青少年提供外展服

務，令設有 170 間兒童及青少年㆗心。

 安老服務  – 為㆓萬名長者提供院舍服

務，為㆔萬名長者提供家務助理及社區照

顧，另有 1,600 個日間護理㆗心名額，而

㆔百多間老㆟㆗心則有十多萬會員。

 復康服務 – 為九千名殘疾㆟士提供院舍

照顧服務，為㆒萬個殘疾㆟士提供日間訓

練，及設有九千個庇護及輔助就業職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