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議會家庭議會家庭議會家庭議會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七七七七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零五分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地下 2 號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石丹理教授  

 

當然委員  

劉靳麗娟女士  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  

 

非官方委員  

林大慶教授  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副召集人  

李鑾輝先生  家庭核心價值及家庭教育推廣小組委員會副召集

人  

梁湘明教授   

羅乃萱女士  家庭核心價值及家庭教育推廣小組委員會召集人  

鄧珮頤女士   

徐聯安博士   

黃肇寧女士   

邱藹源女士   

葉麗華女士   

姚子樑先生   

 

官方委員  

譚贛蘭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代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出席）  

羅志康先生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1）   

（代表民政事務局局長出席）  

梁陳麗慈女士  總學校發展主任（家校合作）  

（代表教育局局長出席）  

王卓祺教授  中央政策組顧問（二）  

（代表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出席）  

 

秘書  

馮雅慧女士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公民事務）2  

 

列席者  

鄭健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1  

鄭美娟女士  總行政主任（家庭議會）  

馮明穗博士  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五）  



      

（議程項目 3 列席者）  

梁振榮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專員  

方啟良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議程項目 4 列席者）  

馮民重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因事缺席者  

陳章明教授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劉鳴煒先生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朱楊珀瑜女士  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召集人  

羅淑君女士   

李秀恆博士   

黃碧嬌女士   

 

 

開會辭開會辭開會辭開會辭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家庭議會（議會）第二十七次會議。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1  — 通過家庭議會第二十通過家庭議會第二十通過家庭議會第二十通過家庭議會第二十六六六六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的記錄的記錄的記錄的記錄  

 

2 .  議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的記錄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2  —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上次會議跟進事項上次會議跟進事項上次會議跟進事項  

 

3 .  主席知悉議會秘書處已把工作進展報告送交委員傳閱和考慮。

由於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因此有關的工作進展報告獲得通過。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3  —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家庭議會第家庭議會第家庭議會第家庭議會第 FC  2 1 / 20 1 5

號及第號及第號及第號及第 FC  2 2 / 20 1 5 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4 .  主席告知與會者，議會曾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去函政務

司司長，詳述議會對學前康復服務的意見。政務司司長亦已於二零一

五年十一月六日函覆議會，就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尤其是到校學前康

復服務試驗計劃（試驗計劃）作出回應。兩封信函均已收錄於第 FC 

2 1 / 20 15 號的背景資料文件內。  

 

5 .  主席介紹試驗計劃的背景後，邀請康復專員梁振榮先生和社會

福利署（社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方啟良先生概述該

試驗計劃。  

 



6. 康復專員向與會者簡介一項試驗計劃的主要特點（詳載於家庭議

會第 FC 22/2015 號文件），該計劃為期兩年，為現正就讀於幼稚園或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並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到校康復服務。他表示，共有

16 間非政府機構獲調配共 29.25 支跨專業團隊，成員包括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臨床╱教育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和特殊幼

兒工作員，提供共 2 925 個兒童服務名額。  

 

7.  會上討論的事項概述如下︰  

 

(a) 推行該試驗計劃，可為日後制訂學前康復服務模式提供寶貴的經

驗和心得。有委員知悉會聘請顧問評估該試驗計劃，於是建議制

訂一套科學化框架，以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  

 

(b) 由於福利界別的專職醫療人員人手短缺，而學前康復服務的需求

又日益殷切，因此政府必須制訂長遠的人手規劃；  

 

(c) 與會者認為，必須加強家長和教師參與提供學前兒童康復服務。

家長如能多些參與有關服務，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便可獲得更

理想的家居支援。至於增強教師的參與度，亦可有助他們加深對

多元學習的了解和加強他們提供這方面服務的能力。不過，政府

應同時探討如何加強公眾教育，以免出現歧視和標籤效應；以及  

 

(d) 委員雖然非常明白有需要制訂長遠的人手規劃，但認為改變醫護

專業人員的心態，讓他們更樂意與家長及其他相關各方分享知識

和經驗，才是治本之道。  

 

8.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和康復專員就委員的意見回應如下：  

  

(a)  鑑於到校康復服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因此評估試驗計劃時，會

根據試驗計劃轄下各個項目的成本效益和營運能力去評定。倘試

驗計劃獲納入為常規項目，評估的結果將有助政府研究應採用的

服務模式和主要服務質量指標。  

 

(b)  為紓緩福利界專職醫療人員的人手短缺問題，社署一直與一間大

專院校和相關人士／機構緊密合作，以開辦相關的暫增課程。香

港理工大學（理大）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已分別自資開辦兩屆

兩年制物理治療學碩士課程和兩年制職業治療學碩士課程。為鼓

勵上述兩個課程的畢業生投身福利界，社署同時推出一項培訓資

助計劃，撥款予非政府機構以資助報讀該兩個課程學生的學費。

有關學生須承諾於畢業後，隨即在資助他們的非政府機構連續服

務最少兩年。社署現正與理大商議在二零一六年推出第三屆課



程。  

 

(c)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

討督導委員會，現時正就香港的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進行策

略性檢討。  

 

(d)  為免服務重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如正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的服務，或正根據「學習訓練津貼」項目領取訓練津貼，只要退

出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服務或停止接受「學習訓練津貼」，便

可參與試驗計劃。正在接受試驗計劃服務的兒童，如獲選接受早

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兼收

計劃）／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他們的家長可為其子女選擇繼續

參與試驗計劃，或選擇接受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兼收計劃／特

殊幼兒中心的服務；以及  

 

(e)  鑑於認為有需要加強家長和教師的參與，跨專業團隊將透過諮

詢、示範、工作坊、講座和研討會等，提升對家長和教師的專業

支援。  

 

9.  中央政策組顧問（二）補充指，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在進行

評估時，如認為有需要，可向中央政策組尋求支援。  

 

10.  主席多謝勞福局和社署的代表講解有關計劃，並多謝成員提供的

意見。他在總結時表示，長遠而言，勞福局和社署必須訂立一個長遠的

人力資源計劃，以解決專職醫療人員人手短缺的問題，這一點至為重

要。主席又表示，成員的意見對政府訂定準則以推行試驗計劃很有幫

助，並對勞福局為向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服務而準備隨時接

受各種考驗，表示讚賞。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4 —「「「「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 

 

11.  社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馮民重先生應主席邀請，向委

員簡介「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幼兒照顧試驗計

劃）的背景和準則，詳情如下：  

 

(a)  社署會推出一項試驗計劃，協助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家庭環境內

成為訓練有素的照顧者，從而加強對核心家庭的支援；  

 

(b) 參加者對象為初生至六歲以下幼兒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準祖父

母／準外祖父母；  

 

 (c) 擬議的訓練課程將改編自僱員再培訓局的幼兒照顧課程，而部分

訓練內容會是與家庭有關的課題，包括如何準備成為祖父母／外

祖父母、強化跨代關係等；以及  

 



(d) 社署會在適當時候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  

 

12.  會上就幼兒照顧試驗計劃進行討論，有關內容概述如下︰  

 

(a) 委員讚揚政府透過推出幼兒照顧試驗計劃，致力推動祖父母／外

祖父母長者創造豐盛晚年和加強對兩代之間家庭的支援；  

 

(b)  委員知悉參加者對象為初生至六歲以下幼兒的祖父母／外祖父

母，由於初生嬰兒跟三至六歲幼兒的着眼點極不相同，因而擔心

單一的訓練內容未必合乎理想；  

 

(c)  有些委員考慮到不少祖父母／外祖父母日常已忙於個人事務，倘

鼓勵參與計劃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出席訓練計劃的所有環節，他

們認為有關訓練未免過於密集。因此建議在制訂訓練內容時，宜

顧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社交生活情況；  

 

(d)  委員知悉社署會在兩年內提供共 540 個訓練名額，平均每班有學

員 20 名，加上不少祖父母／外祖父母只是偶爾照顧幼兒，因此

建議社署不妨考慮擴大範圍，向更多祖父母／外祖父母提供一般

的訓練，以便更多祖父母／外祖父母能掌握有關照顧幼兒的基本

知識和技巧。另外，透過長者學苑提供網上訓練課程和單元為本

課程也是一些值得探討的方案；以及  

 

(e)  在訓練素材中，除教授實用技巧和知識外，灌輸家庭核心價值亦

同樣重要。在進行評估時，可嘗試採用隨機對照試驗來評估幼兒

照顧試驗計劃的成效。  

 

13.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感謝委員提出意見，並回應如下︰  

 

(a)  局方向委員保證，非政府機構會把僱員再培訓局轄下的幼兒照顧

課程作適當修訂才會採用。至於訓練課程的內容，亦會因應不同

年齡兒童的需要而編訂。此外，訓練課程的內容會適當地加入家

庭的元素，因為幼兒照顧試驗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加強對兩

代之間家庭的支援；以及  

 

(b)  社署參考委員的意見後，會考慮因應幼兒照顧試驗計劃的評估結

果，探討可否舉辦一些短期課程，以配合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不

同需要。  

 

14.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議會贊成推行幼兒照顧試驗計劃，並建議政

府可考慮以下建議，以改善幼兒照顧試驗計劃的範圍準則︰  

 

(a)  訓練課程的內容應更着重於配合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需要；  



 

(b)  家庭和跨代觀點應適當地加入課程內；以及  

 

(c)  應就幼兒照顧試驗計劃的成效進行評估。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5 ———— 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情況（（（（家庭議家庭議家庭議家庭議 

會第會第會第會第 FC 23/2015 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15.  主席請家庭核心價值及家庭教育推廣小組委員會（推廣小組委員

會）召集人和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支援小組委員會）副召集人報告工

作的進展情況。  

 

16.  關於推廣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情況，羅乃萱女士報告，推廣小組委

員會已就「2015/16 年度家庭友善僱主獎勵計劃」的進度（尤其是推行細

節和宣傳策略）進行討論。此外，推廣小組委員會亦已聚眾商議如何在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推展宣傳運動。推廣小組委員會同意，除了在社區

推廣家庭核心價值外，提升家庭的抗逆力亦同樣重要。推廣小組委員會

在日後的會議上，會詳細討論宣傳運動的策略和口號。  

 

17.  林大慶教授報告，支援小組委員會已通過「香港家庭影響評估」

研究的顧問工作簡介。至於設立「家庭發展基金」方面，支援小組委員

會同意在決定未來路向前，應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  

 

(a)  擴大研究題目的範疇，以涵蓋現時由中央政策組管理的公共政策

研究資助計劃下與家庭有關的事宜；  

 

(b)  由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起，以試驗形式就議會所選的主題提供主

題贊助，以資助推行與家庭有關的新措施；以及  

 

(c)  留意有關中央政策組就現有的香港家庭研究委託顧問進行評估研

究的情況。  

 

18.  主席歡迎以三管齊下的方式協助進行與家庭有關的研究和措施，

並認為宜因應情況進行中期檢討以評估成效和考慮未來路向。與會者備

悉兩個小組委員會召集人和副召集人提交的工作進展報告。  

 

 

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議程項目 6 —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主席告知委員，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勞福局就「落



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展

開諮詢工作，諮詢期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結束，為期四個月。公

眾諮詢文件已呈交委員參閱。與此同時，勞福局已擬備一份文件供委員

參考。  

 

20.  勞福局常任秘書長在主席邀請下，告知委員勞福局已諮詢各政策

局和部門，並已擬備《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條例草案》初稿，以

便透過立法形式適當地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政府又留意到有市

民關注「父母責任模式」實際將如何執行，因此亦會在進行公眾諮詢期

間，就支援措施徵詢相關人士及其他有興趣人士的意見。  

 

21.  主席多謝勞福局常任秘書長的簡介，並請勞福局在下次於二零一

六年三月三日（星期四）舉行的會議上諮詢議會。  

 

2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四時零五分結束。下次會議將於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家庭議會秘書處家庭議會秘書處家庭議會秘書處家庭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一二零一六年一二零一六年一二零一六年一月月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