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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會 「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之回應 

加強推動青年發展政策 
透過青年發展委員會所推動青年「三業三政」是今屆政府的重點的青

年工作之一，惟現時青少年的權力有限，他們的聲音未必得到聆聽，

繼而選擇走上街頭表達訴求。政府在推動更全面的青年發展政策時，

為了令青年的聲音得以傳入政府，政策更貼近青年的訴求，本會建議

政府為青少年充權，邀請更多青年人，參與討論及制定政策的過程，

與政府共同制定與自身有關的政策。行政長官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發

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本會樂見政府以「愛護兒童」為施政的其中

一項重要理念，推出多項有關兒童發展的政策及服務，重視兒童的身

心發展。然而，報告卻未有提及有關處理精神健康問題、青少年公民

參與及支援特別需要的家長，故現就 2019 年施政報告的內容，本會提

出以下的回應及建議。 

1 發展兒童及青少年正向及全人發展 

 

1.1 
 
 
 
 
 
 
 
 
 

增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名額，但勿忽略幼兒學校兼收服務學童的需要 
本會一直提倡「及早介入」的理念，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適切

的服務，因此本會樂見政府加強推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未來三

個學年增加服務的名額至總數 10,000，亦針對幼稚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

心內有特殊教育需要跡象的兒童，推行早期介入服務的試驗計劃。本會

相信政策有效減少服務對象的輪候時間，輪候中的兒童亦能接受及時的

支援服務，及早介入政策長遠更可減少社會成本。本會期望政府在實施

新措施時，政府同時調整及增加專業人手，以及相應設備，以確保服務

質素，支援兒童的成長。 
然而，有關增加資源改善服務的措施未能惠及現有使用幼兒學校提供兼

收服務的學童身上，故本會建議政府需要一視同仁，改善現有幼兒學校

兼收服務，包括增加專業治療人手：包括心理學家、各類治療師、特殊

幼兒工作員、社工的人手比例。 
   

 

1.2 
 
 
 
 

加強課餘託管服務資助，惠及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本會樂見政府關注家庭對課餘託管的需求，加強課餘託管服務的資助，

如增加豁免費用名額及資助額等，更提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

庭，為他們提供額外資助，以及簡化經濟審查程序。除了提高服務對象

的資助額，本會建議政府宜增加課餘託管的名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對服務的需求高企，現行服務亦因導師人手不足而未能完全切合家長需



 
 

要。正如早前本會建議書提及，建議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課餘託

管中，師生比例改善至 1:3。故此本會建議加強有特殊教育學童的課餘託

管服務，向營辦課餘託管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發放有關津貼，增加招收

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名額及相關人手，加強對相關人士的培訓，學習應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方法，加強對有需要的學生及家庭的支援。 
   

 

1.3 
 
 
 
 
 
 
 

改造公共遊戲空間之餘，需善用現有場地作推動兒童參與富趣味及刺激

的冒險遊戲 
本會樂見施政報告提及本會之建議檢視及改善現有的遊樂設施，建立更

多共融遊樂場，並設計更多有挑戰性及探索性的遊樂設施。本會致力推

動兒童多參與富趣味性及刺激性的冒險遊戲，本會在今年 3 月舉行「遊戲

與快樂」- 「香港兒童快樂調查 2019」發佈會，就兒童對遊戲的需要表

達關注，因此本會支持政府檢視及改善現有的遊樂設施。就改造遊樂設

施進行諮詢時，本會建議邀請兒童及青少年參與會議，例如本會的香港

小特首及兒童諮議員，確保兒童及青少年的聲音得以表演及落實。在實

施有關建議同時，本會亦建議康文署放寬現時有關《遊樂場地規例》管

制，以彈性公園管理方式，容許市民在公園現有的特定區域玩球、放風

箏、在公園非特定遊戲區內亦可讓兒童玩遊戲、追逐等，容許更多地方

可以讓兒童自由玩樂。 
   
2 援弱勢社群，促進社會共融 

 

2.1 
 
 
 
 
 

提高對基層家庭的津貼 
政府一直重視基層家庭及學生的需求，本會歡迎政府在不同的資助上加

大力度，包括調高住戶津貼、在職家庭津貼之兒童津貼等，同時將學生

學習津貼恆常化，減輕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然而，每位學童每月所得

的關津貼實只有約二百元，實在捉襟見肘，故建議就綜援或學習津貼之

學生額外增加至$4,000，亦可參考本會早前的建議 - 「機會卡」，提供活

動津貼以報讀長期興趣培育班，鼓勵學童探索自己的潛能，藉此加強貧

窮兒童的個人資本，提升他們成長的競爭能力。 
   

 

2.2 
 
 
 
 
 

加強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支援 
本會樂見政府檢視並改進青年的生涯規劃，包括優化現有資助計劃，推

行師友計劃等。本會相信生涯規劃不只規限於教育上，職場上同樣需要

推動。政府可參考本會的『鼓掌．創你程』青少年生涯規劃計劃

(CLAP)，以嶄新的履歷表 CV360 以 360 度展示青少年的可能性與及在無

酬工作中累積之價值觀、態度、技巧及知識(VASK)，並會向僱主介紹低

學業成就青少年的 VASK 對就業的正面影響。本會期望政府帶頭認同除

學歷及有酬工作經驗外的生活經驗，正式作為入職的其中一項考慮條

件，助青少年肯定個人潛能，尋找他們的理想工作。 
   



 

2.3 
 
 
 
 

建立共融文化，推動支援性小眾的服務計劃 
政府為推動社會共融，在政府紀律部隊內增加有關性小眾的培訓，以及

積極招募少數族裔加入紀律部隊。本會樂見政府作為牽頭者，加強前線

政府人員對社會小眾的了解與包容。為了進一步推廣社會共融，本會建

議政府可參考本會的「性向無限」計劃，為性小眾及其家人提供支援，

包括提供輔導服務、建立朋輩互助網絡、推行尊重不同性傾向者的教育

等，推動多元及和諧共融的社會環境。 
   
3 提升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的精神健康 

 

3.1 
 
 
 
 

加強精神健康專業服務人手及訓練，完善支援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對精神健康服務需求持續上升，本會期望政府持續關注學

生的精神健康問題。在推行現有的服務之際，政府可參考本會早前的意

見書，改善人手問題，包括學院增加精神健康有關專業的課程學額，以

及加強註冊社工於精神科專業之訓練，發展精神科社會工作專業訓練計

劃，設立精神科社工及增撥資源提供在職培訓，完善精神健康支援服

務，提升服務質素。 
   
4 推動青年工作及積極公民參與 

 

4.1 
 
 
 
 
 

設立新的電子資訊及溝通平台，積極與青年對話 
青少年在近月的社會運動中擔任積極的角色，對政治的訴求比過往踴

躍。然面，施政報告仍然提出以過去的手法及策略作為推動青年工作。

事實經過去的數月的社會事件，對青少年而言，正式的公民參與活動如

諮詢會已經不合時宜。為了化解社會矛盾，本會建議政府以是次社會活

動為引子，推動青年的公民參與，積極以不同的形式聆聽及收集青少年

聲音。並建立新的電子資訊溝通平台，鼓勵青年人以嶄新的方法向政府

表達意見，在「不留名」、「不篩選」、「不帶前設」的前提下進行討

論，政府虛心聆聽、回應及接納不同政治立場的意見，重建有效的溝

通。 
   

 

4.2 
 
 
 
 

加強推動青年發展政策 
透過青年發展委員會所推動青年「三業三政」是今屆政府的重點的青年

工作之一，惟現時青少年的權力有限，他們的聲音未必得到聆聽，繼而

選擇走上街頭表達訴求。政府在推動更全面的青年發展政策時，為了令

青年的聲音得以傳入政府，政策更貼近青年的訴求，本會建議政府為青

少年充權，邀請更多青年人，參與討論及制定政策的過程，與政府共同

制定與自身有關的政策。 
   
5 提供家庭支援與培育 

 5.1 
 

提供家庭支援與培育 
過去數月發生的社會運動，家庭關係及親子溝通均出現了嚴重的挑戰，



 
 
 
 

甚或令到不少家庭成員，特別是家長出現負面情緒，甚至受精神困擾。

本會建議政府增加資源及鼓勵相關的服務團體加強協助有情緒問題的家

長及兒童的服務，提供有關處理情緒困擾兒童的訓練，以及照顧家長的

需要。此外，本會建議提供額外資源加強「新手及年輕家長的全面支援

服務」，加強照顧兒童的知識及價值教育(Value Education)，按需求提供

不同類型的親職教育指導及支援服務，協助新手父母適應新角色及為其

幼兒提供優質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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