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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2 年 1 月 13 日  
 
 
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項目 521 創業展才能計劃  
 
 

請各委員批准把「創業展才能」計劃的承擔額提高

1 億元，即由 5 ,400 萬元增至 1 億 5 , 4 0 0 萬元。  
 
 
問題  
 
 「創業展才能」計劃 (下稱「計劃」 )的撥款預計將在 2 0 1 1 - 1 2 年度
全數批出。當局需要向計劃額外注資，以便計劃能夠繼續運作。  
 
 
建議  
 
2 .  社 會 福 利 署 (下 稱 「 社 署 」 )署 長 建 議 把 計 劃 的 核 准 承 擔 額 提 高
1 億 元，即由 5 ,400 萬元增至 1 億 5 , 4 0 0 萬元，以保持計劃的動力，繼
續提高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  
 
概要  
 
3 .  政府就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所制定的康復政策目標，是確保這些人

士有平等機會在公開就業市場擔當具生產力和有酬勞的工作。為此，

我們為殘疾人士提供各式各樣的就業及職業康復服務，協助他們獲取

切合市場需要的工作技能，並覓得與本身能力相符的合適工作。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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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由非政府機構 1開辦的小型企業或業務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 ，

我們在 2001 年獲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開立為數 5,000 萬元
的非經常承擔額，用以推行計劃。在 2011 年 10 月，我們根據獲轉授
的權力獲批 400 萬元的額外撥款，用以應付計劃的即時現金流量需求。 
 
4 .  社署在計劃下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資助，每項業務最多可獲 200 萬元
撥款，以協助申請機構在開展業務的首兩年 2內，支付創業初期購買器

材及裝修工程費用等的非經常開支，以及這期間的營運開支。由於計

劃的最終目標是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獲資助的業務必須遵

守規定，確保其殘疾僱員人數不少於該業務受薪僱員總數的 50% 2。透

過撥款資助這些企業創業，殘疾人士可在一個友善及開放的工作環境

中得以真正就業。  
 
 
計劃的持續發展  
 
5 .  自計劃在 2001 年推出起，至 2011 年 11 月底為止，共有 70 項分
別由 23 間非政府機構營辦的業務獲得撥款資助，涉及的撥款總額約為
4 ,600 萬元，為殘疾人士創造了約 550 個職位。獲計劃資助的 70 項業
務大致可分為下列 4 類－  
 

 
獲資助業務類別  

為殘疾人士創造

的職位數目  

( a )  零售服務   

 在 醫 院 及 教 育 機 構 開 設 的 便 利

店 、 在 醫 院 售 賣 康 復 用 品 的 商

店，以及在公共屋邨售賣回收物

品的商店  

148  

 

                                                 
1 這些非政府機構必須為根據《稅務條例》(第 112 章 )第 88 條規定，獲豁免繳稅的機構。
這些機構可以為正接受或未有接受社署津助的機構。若為非社署津助的申請機構，它

們需要提供證明文件，證明其最少有 5 年曾積極參與福利和慈善活動，並為社署署長
所信納。我們計劃把這項要求放寬至最少 2 年。  

2 自 2006 年起，資助期已由 1 年延長至 2 年，以加強業務的持續發展，而聘用殘疾人
士的比例，亦已由 60% 減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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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資助業務類別  

為殘疾人士創造

的職位數目  

( b )  飲食服務   

 在醫院、政府及商業處所開設的

茶座、在學校／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 (下稱「康文署」 )管理的場地
內開設的小食亭、流動餐飲服務

及麪包西餅店  

130  

( c )  清潔服務   

 政府及商業處所的清潔服務、清

洗地毯、地板打蠟、汽車美容及

清潔服務  

115  

( d )  專門服務   

 直銷代理服務、按摩服務、宣傳

及分銷服務、包裝、電話市場調

查服務、洗衣服務、美容店、有

機農場、無障礙通道技術服務、

旅遊服務及生態旅遊服務  

160  

 總計 553  

 
附件1 在計劃下獲批的 70 個申請的摘要載於附件 1。  

 
 
 
 
 
附件2 

6 .  在該 70 項獲資助的業務中，有 56 項 (80%)仍在經營，餘下的 14 項
( 2 0 % )則已停業，主要原因是場地合約屆滿。在該 56 項仍然經營的獲
資助業務中，有 36 項業務 (即 6 4 % )在 3 年合約期 3屆滿後仍然繼續經

營，其中有 19 項業務 (即 3 4 % )已持續經營達 7 年或以上。該 56 項獲資
助業務的經營年期摘要載於附件 2。  
 
 

                                                 
3 儘管計劃的資助期最長為 2 年，非政府機構須為每項獲資助業務與社署簽訂為期 3 年
的合約，以確保殘疾僱員的利益在 2 年的資助期屆滿後仍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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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意見及支援措施  
 
7 .  社署推出了多項配套措施，向獲計劃資助的業務提供所需的支援，

以促進其持續發展。社署轄下的康復服務市場顧問辦事處 (下稱「顧問辦
事處」 )為這些業務提供顧問服務，並與由獲資助業務所組成的「創業
軒」聯盟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以拓展及推廣聯盟成員的產品及服務。

這些活動包括每年一度的展銷會及設計比賽；聯絡商業機構，以爭取

他們的支持，向獲資助業務採購產品／服務，並提供場地讓這些業務

進行宣傳活動；出版季刊；透過傳媒進行宣傳活動；以及統籌各獲資

助業務參加工展會等大型活動。顧問辦事處亦會就相關非政府機構所

承諾達到的進度，監察個別獲資助業務的情況，並在有需要時給予適

當建議。  
 
8 .  除上述宣傳活動外，顧問辦事處亦一直在政府物流服務署及康文

署傳閱一份營辦康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名單，以鼓勵有關部門為服務

合約招標時，考慮採用局限性投標的方式，藉此向非政府機構提供支

援，協助這些機構在政府處所／場地開設和經營業務。在顧問辦事處

的努力下，至今已有 8 份康文署轄下場地的合約批予營辦有關業務的
非政府機構，最新一份合約的地點是添馬公園。顧問辦事處會繼續與

政 府 政 策 局 ／ 部 門 及 商 界 聯 絡 ， 務 求 協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透 過 局 限 性 投

標，以有利的服務條款投得場地的合約。  
 
 
優化「創業展才能」計劃的建議  
 
9 .  促進殘疾人士就業諮詢委員會 4(下稱「諮詢委員會」 )和『為「創
業展才能」計劃的獲資助業務推行優化措施的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
小組」 )分別在 2001 年及 2010 年成立，負責提供專業意見及建議優化
措施，協助非政府機構經營獲計劃資助的業務。  
 

                                                 
4 諮詢委員會在 2001 年成立，成員包括由來自社福界、勞工界、專業界別及商界等的
非官方人士，負責就推行計劃等事宜，包括檢討申請資格、評審準則、支援及監察措

施等，因應本身的經驗及不斷轉變的環境，向社署署長提供建議。評審委員會則包括

諮詢委員會的現任和前任成員，以審核計劃下的每宗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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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因應工作小組的建議，當局將會在計劃下推行一系列優化措施，
以便向獲計劃資助的業務提供更妥善的支援。在該等優化措施中，主

要的措施包括把個別業務的資助期由最長 2 年延長至 3 年，讓獲資助
的業務有更充裕的時間累積營商經驗並達到自負盈虧的目標；把非社

署津助的申請機構積極參與福利和慈善活動所需的期限由最少 5 年縮
短至最少 2 年，使更多非政府機構能符合資格向計劃申請撥款；社署
審閱非政府機構的季度進度報告，藉以及早發現和介入獲資助業務所

遇到的問題；以及成立成員包括具豐富業務管理和巿場推廣經驗的人

士的檢討委員會，以提供適當的意見和協助等。  
 
11 .  預計在推行上述優化措施後，申請的數目以至所需撥款將有所增
加，因而需要向計劃額外注資，以便社署在 2 0 1 2 - 1 3 年度可繼續推行並
優化該計劃。  
 
 
對財政的影響  
 
12 .  截至 2 0 1 1 年 11 月底，計劃已批出共約 4 , 6 0 0 萬元，而餘下的     
800 萬元預計會在 2 0 1 1 - 1 2 年度全數批出。我們建議為計劃增加 1 億元
的核准承擔額，以便繼續為更多由非政府機構提交的小型業務建議提

供資助。  
 
13 .  計劃的實際現金流量將視乎獲批的申請數目及每項獲批業務所需
的 撥 款 額 而 定 。 我 們 會 根 據 獲 轉 授 的 權 力 提 供 追 加 撥 款 ， 以 便 在

2 0 1 2 - 1 3 年度繼續推行計劃，並會在其後財政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撥
款。因推行計劃而帶來的工作量，會繼續由社署承擔。  
 
 
公眾諮詢  
 
14 .  我們已在 2011 年 12 月 12 日就上述建議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
會。委員支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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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5 .  財委會在 2001 年 6 月批准 (請參閱 FCR(2001-02 )16 號文件 )社署開
立為數 5 ,000 萬元的承擔額，以便在 2001 年 9 月開展計劃。鑑於計劃
的申請數目及所需撥款不斷增加，我們在 2011 年 10 月根據獲轉授的
權力把承擔額增加 400 萬元。行政長官已在《 2011-12 施政報告》宣布
為計劃注資 1 億元，藉以為殘疾人士創造更多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工及福利局  
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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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展才能」計劃  
獲批申請摘要  

 
 

財政年度  獲批申請數目  核准撥款額 (元 )  

 2 0 0 2 - 0 3 註  10  6 ,196 ,945  

2 0 0 3 - 0 4  1 0  3 , 7 6 3 , 9 8 0  

2 0 0 4 - 0 5  7  4 , 1 2 3 , 3 2 5  

2 0 0 5 - 0 6  8  4 , 1 8 5 , 6 5 6  

2 0 0 6 - 0 7  7  3 , 4 5 4 , 0 7 2  

2 0 0 7 - 0 8  3  3 , 0 3 9 , 0 1 9  

2 0 0 8 - 0 9  7  5 , 5 9 2 , 4 1 7  

2 0 0 9 - 1 0  8  4 , 1 2 5 , 9 7 3  

2 0 1 0 - 1 1  6  6 , 6 2 3 , 1 5 8  

2 0 1 1 - 1 2  
(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 )  

4  4 , 723 ,786  

總計  70  45 ,828 ,3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創業展才能」計劃在 2001 年年底開始接受申請，第一批獲批申請的撥款在 2002 年

4 月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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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項獲資助業務持續經營的年期摘要  
(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的情況 )  

 
 

持續經營的  
年期  

獲資助業務  
數目  

3 年合約期 註  

9 年或以上  8  ( 1 4 . 3 % )  

7 年至 9 年以下  1 1  ( 1 9 . 6 % )  

5 年至 7 年以下  1 1  ( 1 9 . 6 % )  

3 年至 5 年以下  6  ( 1 0 . 7 % )  

超出合約期  

1 年至 3 年以下  1 4  ( 2 5 . 0 % )  

1 年以下  6  ( 1 0 . 7 % )  
3 年合約期內  

總計  56  ( 1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儘管計劃的資助期最長為 2 年，非政府機構須為每項獲資助業務與社署簽訂為期 3 年

的合約，以確保殘疾僱員的利益在 2 年的資助期屆滿後仍得以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