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對《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的意見 

 

社聯認為今天的社會問題比二十年前撥款制度設立時複雜得多，而福利服務

的營運環境，包括人力市場，亦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可惜，報告未能回應

有關轉變，也忽略員工年資及經驗對專業服務的重要性，涉及人手編制的檢討

亦明顯過慢，社聯對此感到失望。社聯認為，唯有持續檢視服務需要及撥款基

準，設立調節機制，才能確保機構保留具經驗及能力的員工，應付社會不斷變

的挑戰。 

 

跟進政府發表的檢討報告，社聯有以下建議： 

 

1. 加快人手編制檢討速度：社聯樂見署方認同定期檢討服務人手編制的重

要性。可惜，社聯認為檢討的速度實在太慢，署方只承諾每年進行四至

八個服務類別的檢討，要完成共一百六十多項的服務類別檢討遙遙無期，

實在無法及時回應嚴重落後的服務人手編制。因此，社聯建議識別相類

似的情況和需要，讓多項「服務協議」合併檢討。例如某些服務近年遇

上嚴重複雜個案的情況大幅增加，極需較資深的員工和督導人員處裡，

處方可考慮一併檢討。這可望加快檢討的速度，讓機構服務盡快獲得足

夠的人手配置。 

 

2. 確認員工年資經驗，重新檢視撥款基準：報告未有全面考慮福利機構普

遍都按受聘員工的專業年資以釐訂入職薪酬的現實，便作出「沒有數據

顯示社署中點薪金撥款不足夠應付機構的薪酬支出」的結論，否定員工

資歷及經驗對服務專業質素的重要性。社聯促請當局以科學及有系統方

法，定期收集員工年資、經驗、離職率等數據，檢視撥款基準。一旦實

質需要超出撥款基準，設立調節機制，立即提升撥款基準，使機構能招

聘及保留具經驗的員工，確保服務專業質素。 

 

3. 設立「資訊科技補助金」：社聯肯定當局確立機構中央行政的需要，設

定按年調節的基礎津助水平，並為員工培訓，業務系統提升及服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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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提供恆常資源。然而，近年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加上疫情催化，機

構採用雲端服務及用於系統保養的開支亦不斷增加。例如在疫情期間，

衍生各式各樣的遙距服務，亦可能是將來的大趨勢。另一個例子是：長

者在社區接受不同醫療及社區服務，要整合及精準照顧他們的需要，醫

社合作及互補，大數據的搜集、整理、分析、應用將越來越重要。資訊

科技與社會服務提供，密不可分。社聯期望當局設立「資訊科技補助金」，

持續投放資源協助機構在服務上更廣泛應用資訊科技，尤其是雲端應用、

系統營運及保養、隨支隨付（pay-as-you-go）服務等，以提升服務效

率及質素。經估算，建議資訊科技補助金的水平定於每年津助額的 0.8%

（涉及經常性開支約每年 1.6億）。 

 

4. 撤銷對「《協議》相關活動」的限制︰機構一直運用整筆撥款賦予的彈

性，推動服務創新，靈活回應社會需要。然而報告建議對機構使用撥款

資源開拓相關服務施加不合比例的限制，機構迅速回應及填補服務空隙

的空間變得狹小，不但扼殺服務創新，更對市民獲得適切的服務帶來負

面影響，有礙社會服務健康發展。社聯要求當局撤銷對《協議》相關活

動的限制，讓機構服務能與時並進，回應不斷轉變的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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