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 11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目的  

 
福利事務委員會按部分委員的建議於 2019 年 3 月 11

日的會議就標題事宜作討論。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社區投資共

享基金 (基金 )，以供參考。  

 
背景  

 
2 .  政府在《 2001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撥款 3億元成立基

金。至今基金已獲注資共 8億元。基金透過在社區推行多元化

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凹凸互補精

神，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從而在社區建立互助互信、社會

支援網絡、合作精神、社區凝聚力等社會資本，讓個人、家

庭及組織互相支持，讓社區能力得以提升。  
 
3 .  政 府 於 2002 年 成 立 社 區 投 資 共 享 基 金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負責審批基金的撥款申請，以及監察和評估受資助計劃

的成效。委員會亦會就促進本港社會資本發展最恰當和有效

的方法，以及有關基金管理的所有事宜，向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提出意見。  
 
基金的服務對象及資助項目模式  

 
4 .  基 金 的 主 要 計 劃 類 別 及 服 務 對 象 包 括 兒 童 及 家 庭 發

展、青少年發展、長者支援及充能、建構社區能力、社會共

融 (包括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及殘疾人士等 )、健康關顧 (包
括精神及心理健康 )及跨代共融，其中以兒童及家庭發展和建

構社區能力為計劃的最主要類別。所有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

構 1，都符合資格提交申請。  

 

                                                       
1 一般來說，申請機構應是根據香港法律（例如《公司條例》、《社團條例》或《稅務條例》第 88 
條）註冊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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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基 金 資 助 項 目 的 模 式 多 元 化 ， 旨 在 加 強 跨 界 別 的 伙  
伴關係的發展，藉此在各社區為居民帶來改變。基金計劃亦

結合跨界別力量，提升處身不利環境人士的個人能力及支援

網絡，例子包括  –  

 
( a )  在屋邨推行「樓長」制，由街坊擔任義務樓長，推  

廣跨代協作和老有所為的訊息，促進居民間的互助

互惠，建立鄰里互助網絡，以加強居民對地區的歸

屬感；  
(b )  透過「社、福、醫」的協作模式，為長者及其照顧

者建立社區支援網絡，以支援他們在區內居家安老； 
(c) 借助「社、商、官」的協作模式，為少數族裔和新來

港人士建立跨種族、跨背景的支援網絡，以促進社會的

共融；及  
(d )  透過「社、家、校」模式合作，更好利用社區資源，

以回應學童的照顧及成長需要。  

 
基金的成效研究評估  

 
6 .  為更全面評估基金在推展社會資本發展的成效，勞工

及福利局分別在 2006年委託香港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

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嶺南大學；以及在 2012年委託香

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完成兩次研究評估，結果均肯定

基金發展出的各類型協作模式能有效提升個人能力，促進跨

代情誼、跨階層互助、跨種族融和，令社區能力整體  得到提

升。  
 
7 .  根據上述兩項研究評估的結果和建議，基金制定了以

更實證為本的成效評估方式，即「社會資本量表」和「社會

資 本 持 續 發 展 狀 況 問 卷 」， 以 分 別 評 估 基 金 資 助 計 劃 的 成效

和持續發展的情況。  

 
撥款運用及計劃推行情況  

 
8 .  自基金於 2002年成立以來，已審批共 28期的申請。截

至 2018年 12月，基金資助 259間機構／服務單位推行 375項計

劃，總資助／已承擔金額約 5億 6 ,200萬元，當中有 75項計劃

現正進行／即將開展。基金每兩年接受 3輪申請。截至 2018年
12月底，受資助計劃的成效統計數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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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774  000 人次直接參與計劃，當中包括約 101  000 名

義工，建立約 2  200 個互助網絡；  

  約 39 000 名直接參與計劃人士從受惠者變為義工／領袖，

或者從參與者／義工變為領袖／統籌者 ;  
  支援約 34  000 個家庭；  
  動員約 9  800 個合作夥伴，包括商界、非政府組織、學

界、居民組織、醫院、區議會及政府部門等；  
  協助約 8  400 人次提升自信和能力，重投勞動市場；  
  成立 112 個自務組織；及  
  資助計劃覆蓋全港 18  區，其中以在元朗及天水圍推展

的計劃最多，共 51 個項目；其次為深水埗，共有 37 項。  
 
9 .  我們現正審批第 29期申請，主題為「協『童』全城動」，

透過推動不同界別及背景的人士組織社區支援網絡，提升兒

童 的 抗 逆 力 ， 以 期 讓 他 們 在 一 個 充 滿 愛 與 關 懷 的 社 區 中 成

長，有助他們發揮所長，貢獻社會。預計審批結果將於 2019
年第一季末公布。  

 
簡化申請及項目管理程序   

 
10 .  2017年的《施政綱領》提出，簡化基金的申請及項目

管理程序，以鼓勵更多機構（特別是較小型的機構）申請撥

款，推展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在徵詢計劃推行機構

及部分小型機構的意見後，在不影響審批申請和監察計劃進

度的原則下，我們已在 2017年 11月簡化申請和報告表格、項

目管理的程序，以及優化發放撥款的機制，同時在財務及物

色合作伙伴等方面為較小型的機構提供更多支援。這套簡化

的 申 請 及 項 目 管 理 程 序 除 了 能 便 利 較 小 型 的 機 構 申 請 撥 款

外，亦能讓基金善用已建立的網絡製造協同效應，發展出更

多創新的社會資本模式。  
 
新公共租住房屋 (新屋邨 )社區支援計劃常規化  
 
11 .  政府一直關注新屋邨居民的需要。基金自 2002年成立

以來，共批核了 37個新屋邨社區支援計劃，總資助金額約為

8 ,650萬元。  
 
12 .  行政長官在《 2018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為確保所有

新屋邨在入伙時，均有足夠及適切的服務，協助新屋邨居民

建立互助網絡，我們會透過基金，主動作出規劃，資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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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援網絡項目，使新屋邨社區支援計劃常規化，以協助

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盡快融入社區。在這新措施下，新屋邨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的 數 量 會 以 地 區 需 要 和 新 屋 邨 住 戶 數 量 作 考

慮。每項計劃並無預設最高資助額。計劃資助期為 “N+36個
月 ”，其中 “N”代表有關新屋邨居民入伙所需的時間，而 “36個
月 ”則 為 批 核 期 的 上 限 。 有 關 新 屋 邨 社 區 支 援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料，詳情將稍後公布。  
 
推廣及發展  
 
13 .  2018年是基金成立的 16周年，基金以「社會資本  社區

良方」為主題，在 2018年 12月 18日舉行的基金論壇，向大眾

及持分者展現基金如何連結各界力量共建更美好社區。除了

繼續與不同的界別 (例如商界 )加強合作和參與外，未來我們

亦會推動學界參與活動，以促進有關界別對建立社會資本的

認知。  
 
徵詢意見  

 
14 .  請委員備悉上述有關基金的資料。  

 
 
 
 
勞工及福利局  
2019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