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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家庭議會 (議會 )第 47 次會議，特別是於

2021 年 4 月新獲委任的 3 位議會委員陳君洋先生、陳友凱教授和

陸樺先生。主席亦歡迎首次出席議會會議的兩名委員，分別是在

李百全先生調職後，於 2021 年 4 月 26 日接任民政事務局副秘書



長 (1)一職的鄧婉雯女士，以及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項目經理

(3)沈嘉維先生。  

 

議程項目 1 —  通過家庭議會第 46 次會議記錄  

2. 議會第 46 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議程項目 2 —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  

3.  主席表示知悉議會秘書處已把工作進展報告送交委員傳閱

備考，並邀請總行政主任 (家庭議會 )向委員講解工作進展。總行

政主任 (家庭議會 )就家庭影響評估檢視清單的使用情況報告說，

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止，共有 694份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曾使用該

份檢視清單。此外，自 2011年起進行的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調查

結果整合工作最終報告，已獲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 (支援小組委

員會 )通過，隨後亦已上載至議會網站。  

4.  有關支援家庭措施的主題贊助計劃，總行政主任 (家庭議會 )

報告說，4個獲資助機構正推行各自的計劃，而最遲會於 2021年 7

月底向議會秘書處提交半年進度報告，匯報各計劃的進度。總行

政主任 (家庭議會 )亦告知與會者，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止，議會

Facebook專頁獲得超過 25 513個“讚好”，而每個帖子平均約有

289個“心情回應”、“回應”和“分享”。至於“畢得鳥家庭”

繪本第二冊暨主題曲，有關的宣傳計劃已於 2021年 3月至 4月期間

順利推出，其中包括播放宣傳影片和電台節目，以及在不同流動

應用程式和網站刊登廣告。   

5. 至於香港離婚狀況進一步研究 (離婚研究 )，總行政主任 (家庭

議會 )報告說，相關決策局／部門對最終報告擬稿修訂本的整合

意見已於 2021年 3月轉交研究團隊。屆時視乎研究團隊的回應，

可在離婚研究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開會討論備妥的最終報告擬稿

前，再度諮詢相關決策局／部門。一俟工作小組成員完成審議最

終報告擬稿，待研究團隊對相關決策局／部門和工作小組的意見

和觀察作出回應後，研究團隊會向議會匯報離婚研究的結果和建



議。就此，部分委員建議要求研究團隊加快修訂最終報告擬稿，

並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就海外措施是否適用於香港提出建議，

以便工作小組和議會適時商議。   

6. 議會在上次會議問及有何額外措施處理在 2019 冠狀病毒疫

情期間出現的家庭問題，以及去年尋求協助的家庭數目有否增

加。就此，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擬備資料便覽，並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送交議會委員傳閱備考。  

7.  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的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

人死亡個案小組委員會 (法改會小組委員會 )在 2019 年發表諮詢

文件，建議增訂“在因非法作為或忽略導致兒童或易受傷害人士

死亡或受嚴重傷害的個案中沒有保護該兒童或易受傷害人士”

的新罪行。有委員詢問政府落實該建議的最新進展。梁振榮先生

回應指，政府十分重視兒童的福祉，並在近年推行一系列行政措

施，針對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加以預防、及早識別和適當介入。政

府不但會繼續研究更多加強保護兒童的行政措施，也會認真考慮

法改會小組委員會的建議，並在法改會發表諮詢工作報告書後盡

快作適當跟進。主席建議，待法改會發表上述報告書後，可在議

會日後的會議上討論有關議題。  

(會後註：法改會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發表《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

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報告書。下次 2021 年 9

月 24 日的議會會議將會討論有關“擬議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

個案的規定”課題。 ) 

 

議程項目 3 —  晚期照顧：邁步向前—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

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公眾諮詢報告 (家庭議會第 6/2021 號文

件 ) 

8. 主席邀請食物及衞生局顧問 (衞生 )5A林啟忠先生就香港正在

考慮擬為病人預設醫療指示和在居處離世立法一事，向委員講解

有關立法建議。重點概述如下：  

 (a) 為了解公眾對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晚

期照顧立法建議有何意見，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於 2019



年 9月 6日至 12月 16日期間進行公眾諮詢；  

 (b) 就接獲的 607份意見書，大部分回應者明確支持食衞局的

初步建議，即採用預設醫療指示，以及可能須予立法和

修訂《死因裁判官條例》。食衞局因應回應者的意見，對

原訂建議作出若干微調，詳情見已上載至該局網站的諮

詢報告；以及  

 (c) 政府會着手草擬相關法例，並加強各項配套工作，包括關

於晚期照顧和生死議題的公眾教育，以及醫療、安老服務

和緊急救援隊伍的培訓與發展等。  

9. 委員的意見概述如下：  

 (a) 有委員認為，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法例應以病人的最佳利

益為依歸。長遠目標應該是考慮法例適用於 18歲以下的

人，容許他們在這方面有自己的選擇；  

 (b) 有委員建議設立中央註冊處，容許醫生在接受過處理有預

設醫療指示病人的良好訓練後，可便捷地檢索相關的預設

醫療指示記錄；  

 (c) 有委員認為，要順利執行預設醫療指示，有充足和必備的

軟件配套是至關重要；以及  

 (d) 有委員表示，預設醫療指示的推廣和公眾教育工作應予加

強，並擴大至重點針對特定組別的人，例如退休人士。  

10.  林啟忠先生感謝委員提出意見，並補充指食衞局和醫院管

理局 (醫管局 )一直推廣預設照顧計劃，旨在透過預設照顧計劃這

個溝通過程，讓病人表明未來偏好接受什麼醫療或個人護理服

務，或者讓病人在具有精神上行為能力之時，作出拒絕維生治療

的預設醫療指示。在醫管局轄下醫院，病人作出預設醫療指示無

須額外付費，過程須由兩名證人見證，其中一人必須是香港醫生。 

11. 主席請林啟忠先生注意委員的意見，以作適當跟進。此外，

她認為政府應考慮借助資訊科技來處理、管理和保存預設醫療指

示，讓有關醫院和醫生能迅速取得相應資料。  



 

議程項目 4 —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 (家庭議會第 FC 7/2021

號文件 ) 

12.  為方便委員討論這議程項目，主席邀請創新及科技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 (4)羅芷茵女士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助理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 (產業發展 )黃敬文先生就 2020年 12月發表的《香港

智慧城市藍圖 2.0》(《藍圖 2.0》)，向委員講解最新發展。重點概

述如下：  

 (a) 政府於 2017年 12月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就 6個智慧

範疇 (即“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

“智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慧經濟”)提出 76項

措施，務求以創新科技應對城市管理的挑戰和改善市民的

生活；  

 (b) 在數碼基建方面，政府在過去數年已投放超過 9億元開展

多個項目，包括於 2020年 12月推出“智方便”一站式個人

化數碼服務平台；  

 (c) 政府於 2020年 12月公布《藍圖 2.0》，提出超過 130項智慧城

市措施，包括開發可優化交通管理和提升效率的交通數據

分析系統，以及推行“精明規管”計劃，讓公眾可在網上

辦理所有牌照申請；  

 (d) 《藍圖 2.0》提出智慧鄉村先導計劃的構思，旨在研究借

助科技來解決鄉郊或較偏遠地區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的問題，例如長者就醫和交通管理問題；以及  

 (e) 《藍圖 2.0》增加了“善用創新科技應對疫情 ”的新章

節，涵蓋已推行的工作，包括開發“居安抗疫”家居檢疫

系統和“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13. 委員的意見概述如下：  

 (a) 有委員認為，政府應考慮基層家庭的需要，探討怎樣協助

他們有機會使用電腦和手提電話等電子產品，在 2019新冠

疫情期間尤然；  



 (b) 有委員表示，政府應考慮把“中學 IT創新實驗室”計劃推

展至小學，並鼓勵家長支持子女參與；  

 (c) 有委員認為，推出長者數碼計劃實屬可取，但更重要的是

讓長者在緊急情況下使用數碼科技的能力有所提升，因

此，政府應利用長者數碼外展計劃為長者提供更多這方面

的訓練；  

 (d) 有委員認為，政府應檢討《藍圖 2.0》下的各項措施和計

劃的成效，例如“智慧廁所”試驗計劃；以及  

 (e) 有委員建議，政府應研究利用資訊科技協助認知障礙症患

者。  

14.  羅芷茵女士感謝委員的意見，並回應指政府一直與非政府

機構合作推行各項數碼共融措施，又通過設立智慧交通基金等各

種基金，推動本港相關的研發工作。黃敬文先生補充說，政府統

計處會收集和分析市民利用資訊科技的數據，供政府制訂相關政

策未來路向時作為實用參考。  

 

議程項目 5 —  家庭議會轄下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進展 (家庭議

會第 FC 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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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葉潤雲女士報告工作進展。葉女士報告說，在上

次 2021年 5月 25日的推廣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各服務承辦商應邀

就各自負責推廣的國際家庭日、“畢得鳥家庭”繪本第二冊暨主

題曲、故事續寫暨講故事比賽和家庭核心價值，向委員介紹相關

推廣活動／工作的詳情。至於“家．給你打氣”短片系列，總數

合共 8段，每段長約 4分鐘，由名人、年輕人和背景不同的人講述

家庭經歷和各自遭遇的困難，並分享如何與家人共克時艱。短片

還向觀眾提供實用建議，教授如何以積極態度與家人一同逆境重

生。議會已於 2021年 6月在其網站和YouTube頻道發布 5段短片，

其餘短片將於 2021年 7月至 8月分階段推出。  

(負責單位：推廣小組委員會 ) 



16.  主席請支援小組委員會召集人林緻茵博士報告工作進展。

林博士報告說，在 2021年 6月 4日的支援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

檢視了 2021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項目綱要擬稿。有關方面在擬

備該項目綱要時參考了整合工作得出的建議，而項目綱要擬稿內

容包括 2021年家庭狀況統計調查項目下綜合統計調查和專題統

計調查的各項資料，例如調查目的、範圍、方法、問卷設計和抽

樣設計。支援小組委員會在考慮委員在會上提出的意見後，議定

了專題統計調查的目標、範圍和問卷設計，並同意向專題統計調

查受訪者提供獎勵。待議會委聘承辦商後，預計 2021年家庭狀況

統計調查的相關實地調查工作將於 2021年 11月展開，初步調查結

果暫訂可於 2022年 4月備妥。  

(負責單位：支援小組委員會 ) 

 

議程項目 6 —  其他事項  

17. 主席告知委員，另外 3個相關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與

議會代表已進行非正式交流，加強彼此溝通。  

18.  主席向委員報告說，議會是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現階段涵蓋

的政府諮詢委員會之一。議會秘書處現正審核接獲的申請，並會

適時安排面試，以挑選合適人選加入議會。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下次會議暫訂於 2021

年 9月 24日 (星期五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家庭議會秘書處   

2021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