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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22至2023年度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 

 

日期： 2023年10月06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2時30分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15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1樓103室 

 

出席： 

竺永洪先生（主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朱麗英女士（副主席）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許惠娟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翁少燕女士 香港明愛 

梁樹明先生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呂慧蓮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 

陳志耀先生 香港保護兒童會 

陳淑儀女士 香港家庭福利會 

蘇艷芳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周靄婷女士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黃佩儀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何仲豪先生 救世軍 

黃素萍女士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林亦雯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歐陽偉康先生（增聘委員） 兒童事務委員會 

黎可欣博士（增聘委員） 香港理工大學 

曾潔雯博士（增聘委員）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公會 

譚先明校長（增聘委員）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姚潔玲女士（總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顏菁菁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鄭普恩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高保麟先生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葉頴思女士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網絡召集人 

侯詩雅女士 學校社會工作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余紀讓先生 學校社會工作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紀錄： 

鄧妙玲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羅美珍女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播道兒童之家 

周思藝先生 突破有限公司 

李建文校長（增聘委員）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沈君豪醫生（增聘委員） 個人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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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議程：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及是次會議議程 

1.1 2023年7月14日之會議紀錄獲通過。 

1.2 是次會議議程獲通過。 

 

2 跟進事項 

2.1 保護兒童工作：擬議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的規定 

2.1.1 上述議題進展及跟進已於部門工作報告匯報，簡述如下： 

2.1.1.1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委員會已於7月25日舉行第一次會議，並

於9月12日舉行了公聽會，邀請社福界代表參與，以聽取業界對《條例草

案》的意見，會上共有三十多名社福界代表參與。由於條例尚有很多不

清晰的細節，不少議員認為立法不能操之過急，有議員建議可按部就

班，分階段由已成熟的專業界別先開始推行有關條例；  

2.1.1.2 委員會將繼續舉行公聽會，聽取醫療界及教育界的意見； 

2.1.1.3 本專責委員會將於下年度繼續跟進此議題。 

 

3 部門工作報告及服務網絡動態 

3.1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3.1.1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發展委員會（RCCSDC）於2023年8月30日舉行會議，社署分享

第一階段兒童住宿照顧服務檢討建議的落實進展，業界代表關注餘下多項建議的

落實時間表，並提出希望優先改善服務人手和檢視個案需要評估，同時表達必須

為立法強制舉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作出準備。業界將就各類服務前線人手需增加

的幅度向社署提交建議。 

3.1.2 立法會於2023年9月13日舉行「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的現況及挑戰」公聽會，

社聯同事、服務營辦機構代表及服務使用者均有出席表達對服務檢討的跟進、個

案管理及宿生長遠福利計劃的落實、離院宿生的支援等提出關注及遞交意見書。

有議員要求秘書處整理團體代表提出的建議清單，以便跟進。 

3.1.3 歐陽偉康先生報告， 已於兒童事務委員會會議內提出盡快落實檢討建議，唯委

員會主席回覆需待財政預算案落實資源分配，才能推展下一步的工作。 

 

3.2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網絡 

3.2.1 高保麟先生報告，網絡於8月29日召開會議，就福利議題及優次建議「就地區青少

年外展社會工作隊服務25-29歲青年提供彈性」討論跟進方向，網絡成員關注現時

福利服務就青年的定義與其他政策局（如民青局）並不一致，同時因應社會轉變，

有需要重新檢視。 

3.2.2 此外，網絡成員亦就外展實務工作作出討論，尤其關注青少年北上消遣的狀況及

潛在的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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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 

3.3.1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會議繼續跟進《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跨專業合作指引》的

修訂工作，目前正討論「非駐校日」的安排，業界希望於指引內訂明學校社工

每週一天為「非駐校日」，以進行督導、培訓及行政等工作，但教育界對此安

排有不同意見，部份源至他們對 Attachment Mode 及 Independent Mode 學校社

會工作服務理解不足，業界建議就此先與社署進行討論及取得共識，以期教育

界明白每週一天「非駐校日」安排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3.4 人才發展策略委員會 

3.4.1 許惠娟女士報告，由於11月先再開會，暫未有報告。另外，許女士亦分享政府
就「共創明teen」及「兒童發展基金」進行檢討，現正透過聚焦小組收集業界意
見，預計1月前有確定安排。 

 

3.5 善用科技策略委員會 

3.5.1 何仲豪先生報告，社聯樂齡科技同事將協助業界探討科技應用於特殊教育需要

學童的服務發展。 

 

4 討論事項 

4.1 青少年精神健康：跨專業協作對應需要及青年參與 

4.1.1 香港對談 - 我們的六分一：青年精神健康 

4.1.1.1 社聯將於 2023年10月10日及10月12日舉辦「香港對談」，繼續關注青年精

神健康，透過兩場研討會和兩場工作坊，讓年輕人和不同界別人士一同在

支援青年精神健康的路途上，探索不同的可能性，並藉此促進跨界別及年

輕人的對話合作。 

4.1.1.2 第一日的研討會邀得陳友凱教授作主題演講，探討青年精神健康的現況，

並邀請了年輕人、社工、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和

校長，討論在專業人手不足的情況下，跨專業可以如何合作以支援龐大的

青年精神健康需要，亦會討論在學校的環境之中，如何促進青年的精神健

康；第二日的研討會將聚焦討論不同的社區介入手法，邀得四組的講者，

分享推行青年/使用者友善、社區為本精神健康工作的經驗。是次會議希望

能促進青年精神健康工作的推展，尤其回應跨專業協作和青年參與的策略。 

4.1.1.3 研討會現有超過五百人報名，將透過現場和網上同步進行。 

 

4.1.2 默密傾 Secret Chat 

4.1.2.1 會議附上「默密傾」計劃的簡介單張給各委員參閱，社聯獲李錦記家族

基金會支持，由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及共創團隊合作於四月份推出「默密

傾」計劃； 

4.1.2.2 計劃為期兩年半，旨在提升同工進行網上青少年輔導工作的能力，期望

同工能夠由地上提供青年支援服務，延伸至線上聊天輔導服務； 

4.1.2.3 計劃將採用共創的方法，讓社工、輔導心理學家、設計學生和年輕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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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識別和解決開展網上聊天輔導所面對的障礙； 

4.1.2.4 透過創意和共創工作坊制定網上聊天輔導服務模式及指引，並培訓青年

工作者應用有關模式及指引，支援 2024年參加中學文憑試的學生，期間

提供督導支援，預計招募共 50名社工參與。 

4.1.2.5 與會者意見及關注如下： 

 與會者提醒需要讓年輕人清晰知道服務可以如何幫助他們，協作指引

內容亦需要清晰保障同工和服務使用者的安全； 

 計劃提供多一個服務媒介予年輕人，線上聊天輔導涉及個案跟進和危

機處理，需要為同工提供足夠的支援，亦需要制定危機處理計劃及應

變措施；參與計劃的同工如何計算工時及《津貼及服務協議》的服務

量，機構之間需要有共識。 

社聯同事將會跟進上述意見。 

 

4.2 非政府機構《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及成本分攤工作 

4.2.1 總主任報告，社署副署長（服務）黃國進先生理解議題的複雜性，各服務助理

署長將參與社聯專責委員會會議，以聽取及了解業界的關注。 

4.2.2 會議附上文件「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對非政府機構《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

及成本分攤工作需要澄清的事項」給各委員參閱，總主任解說不同例子按社署

指引應作出的成本分攤安排，與社署開會前會先收集業界意見及取得共識。 

4.2.3 本議題將於下年度專責委員會會議繼續討論及跟進。 

 

5 其他事項 

5.1 學前單位社工服務的發展 

5.1.1 社署將於10月19日與業界會面，了解現時各區的服務狀況，建議社聯於10月19

日會議後再與業界討論及跟進關注事項； 

5.1.2 與會者分享現時服務面對的困難，包括招聘社工及與老師的協作問題等，建議

可參考中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跨專業合作指引》，推動制定屬於學前單位社

工服務的指引，促進跨專業之間的溝通，解決服務面對的問題。 

 

6 下次開會日期：2023年12月1日（五）下午舉行。 

（會後備註：2023-24年度第一次專責委員會會議日期更改為2023年11月16日下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