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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第三次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2022 年５月 24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 樓 103 室 

 

 

出席： 翟冬青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陳健雄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 

 郭烈東先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黎永開先生 香港明愛 

 徐群燕女士 扶康會 

 陳麗群女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陳小麗女士 救世軍 

 朱牧華先生 循道衞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郭俊泉先生 協康會 

 楊建霞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伍恩豪先生 中華錫安傳道會社會服務部 

 

缺席： 蘇淑賢女士 香港保護兒童會 

 馮啟民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 

 鄭頌仁先生 新生精神康復會 

 

列席： 黃秀華女士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李淑慧女士 香港善導會 

 梁少玲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雷慧靈博士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議程（一至六） 

 

 蔡海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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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七） 

 趙佩鳳女士 社會福利署 

 羅妙嫦女士 社會福利署 

 蔡玉玲女士 社會福利署 

   

列席職員： 蔡劍華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張麗華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秘書） 

 陳偉豪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記錄） 

 

(一) 通過第二次會議記錄（附件一） 

委員會一致通過第二次會議記錄。 

 

(二)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是次會議議程獲委員會通過。 

 

(三) 跟進事項 

3.1 張麗華女士報告，社聯於上一次會議後去信立法會申訴部，申訴部在３月３日

回函轉述勞福局對削資保持一貫立場。應狄志遠議員建議，本會於４月６日再次致

函立法會申訴部，重申立場，並邀請福利事務委員會各委員與本會、業界財務專責

委員會及業界發展委員會的正副主席會晤，但至今未獲回覆。 

 

• 3.2 本會已於4 月28日，邀請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向業界財務專責委員會及業界

發展委員會分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現時採用的成本分攤方法及成本分攤相關

的稅務問題。 

 

(四) 受資助機構2022/23年度起削減資助金1%及累積削資事宜 

張麗華女士簡述於早上的機構主管會議的重點，包括本會將委任大律師就單方面削

資提供法律意見，有關整體跟進詳情，建議委員參考機構主管會議的文件；如委員

對上述事宜有詢問或補充意見，歡迎提出。 

 

委員對上述事宜沒有詢問或補充意見，並同意社聯的跟進。 

 

(五) 對「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的意見 

張麗華女士簡述是項議程重點，並請委員參考機構主管會議的文件以了解詳情；。

蔡劍華先生補充，就檢討報告涉汲額外資源的建議，社聯會向社署跟進政府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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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工作」的時間表，讓委員會作準備。 

 

委員對上述事宜沒有詢問或補充意見，並同意社聯的跟進。 

 

(六) 製訂「成本分攤指引」及「《協議》相關活動的工作指引」 

應秘書主席邀請，楊建霞女士、陳健雄先生及郭烈東先生向委員分享其機構現時處

理成本分攤的方法及建議。 

 

(七) 與社會福利署津貼科討論「成本分攤指引」及《協議》相關活動的工作指引（４時

至５時） 

 

主席歡迎社會福利署津貼科總社會工作主任趙佩鳳女士及其津貼科同事加入會議，

並向津貼科逐一介紹委員。 

 

津貼科多謝社聯及委員會邀請，表示希望透過會議，了解業界對「成本分攤指引」

的想法及例子。津貼科表示署方現時會優先草擬「成本分攤指引」，而《協議》相關

活動的工作指引，由於涉及眾多服務範疇及個別案例，津貼科表示會稍後開展有關

工作。趙女士表示成本分攤方案是關乎會計原則，期望與委員就原則方面作深入溝

通，並歡迎以例子說明。署方會於下次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進行討論 

 

津貼科指出審計署署長報告書中不時提醒津助機構須確保《協議》規定服務沒有補

貼非《協議》規定服務，並建議機構須分攤兩類服務的成本。津貼科強調署方有責

任監管機構使用整筆撥款及限制其津貼用途只用於《協議》及《協議》相關活動。

署方明白單一成本分攤方法未必能應用至所有機構，所以會在「成本分攤指引」中

提供彈性，而分攤方法原則上須要有透明度、一貫性及相關性。另外，署方在「成

本分攤指引」中，同時會列舉豁免成本分攤的情況。 

 

委員指出機構認為當有關支出項目涉及實質成本，才會觸及分攤，如人手、場地及

中央行政支出。而進行成本分攤時，委員認為凡可視作為《協議》的服務，均不需

處理，舉例如下： 

— 社署管理的中央項目、、奬券基金資助的試驗項目、兒童發展基金及攜手扶弱基

金資助的項目等； 

— 勞福局附設在《協議》規定服務的增潤服務，例如展翅青見計劃； 

— 民政事務處使用津助單位的場地費等； 

— 禁毒基金資助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CCPSA）的創新或研究項目。因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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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供薪金，並不會提供津助單位的水電費及場租。另外，社署應將「必須涉及

的相關人士」納入《協議》中或進行豁免，例如該中心服務的濫藥婦女有嬰幼兒，

中心理應將部份資源用於嬰幼兒的福祉； 

— 其他政府基金沒有提供中央行政開支或中央行政開支不足等情況； 

— 機構運用私人機構贈送資產，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贈送車輛，於津助服務

上所產生的相關支出； 

— 機構運用私人機構資助提升社署津貼服務的服務質素，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青創社區系列，涉及《協議》的服務人手、中央行政或場地支出； 

— 涉及公眾利益的突發或救急扶危工作，例如處理公益金及時雨、協助政府機構派

物資及呼籲及安排接種新冠疫苗等； 

— 機構的增值服務； 

— 涉及整個政府的工作，例如提供選舉場地； 

— 涉及機構的企業功能，例如機構網頁、董事逝世的慰問花牌； 

 

張麗華女士表示社聯及委員會可以向社署提供更多例子。 

 

津貼科回應，雖然機構不斷優化服務，但機構仍有責任交待整筆撥款的用途，所以

機構須就一些非《協議》服務進行成本分攤。署方現時傾向社署津助的中央項目可

以豁免，並對豁免勞福局資助項目持開放態度。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項

目能否歸類為《協議》規定服務，則要視乎社署各服務科的決定。 

 

有委員指出資金來源並非界定《協議》規定服務的準則，機構會以（1）《協議》

的目的及目標、（2）服務性質、（3）服務內容及（4）服務對象，來界定《協議》

活動。津貼科重申機構須與各服務科的商討《協議》活動的實質內容。 

 

有鑒於中小型機構通常只有一兩位職員處理會計事宜，有委員表示，若實行複雜的

成本分攤方法，如工作時間紀綠表，會對機構帶來極大行政負擔。委員建議社署向

中小型機構提供簡單成本分攤方法，或提供額外行政資源而滿足社署監管要求。另

有委員補充，例如衞生署津貼的戒毒中心已提供中心督導人員的薪金，機構總部只

提供少量的督導，該部份應如何分攤。津貼科回應，署方傾向在「成本分攤指引」

中提供彈性，機構除了可以計算該總部人員所用的時間外，亦可考慮《協議》工作

內容佔總部人手的比例、管理《協議》項目的數量或提出其他合理分攤方案等。津

貼科補充，「成本分攤指引」實施後，署方仍透過會計審查，檢視機構進行成本分

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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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員察悉，在討論豁免成本分攤的個案時，不時牽涉到定義《協議》活動內容，

擔心社署各服務科在訂定「成本分攤指引」的參與度少，會增加機構日後溝通難度。

津貼科回應，在訂定「成本分攤指引」時，津貼科會與各服務科溝通，並參考各服

務科的意見。 

 

有委員表示，過分精細繁複的成本分攤方案會令機構無可避免拒絕一些涉及整筆撥

款，但資源不足的非《協議》地區工作，社署應向各地區專員及持份者闡釋成本分

攤事宜，避免他們誤解機構不合作。同時，政府內部須有協調，讓機構了解各政府

部門要求的優次，及機構是否必須配合。津貼科回應，署方於2017年通知其他政策

局及政府部門要向機構給予足夠的資源及中央行政費。有委員反映現時其他政府部

門仍未能給予足夠中央行政費，建議社署除作出通知外，應再加大力度推動有關工

作。 

 

有委員詢問若機構在執行《協議》規定服務時，使用了機構自身非整筆撥款的資源，

在成本分攤的原則下，機構可否將《協議》規定服務所佔用的開支部份計入整筆撥

款。津貼科引述現時政策，機構不能將所持有場地的市值租金計入整筆撥款開支，

署方只會計算機構租用外間場地的費用。津貼科補充，若該佔用資源並非租金，機

構應將《協議》佔用開支計入周年財務報告。 

 

有委員詢問機構現時是否須已進行成本分攤及指引預計推出的時間。津貼科回應，

機構從開始接受整筆撥款時，已經需要進行成本分攤，而署方暫時對推出指引及執

行未有時間表。 

 

委員表達業界希望能積極參與訂定「成本分攤指引」的討論，例如參與整筆撥款督

導委員會下的聚焦小組，或召集大中小型機構與社署官員進行討論，並希望能於下

一次督導委員會開會前，與負責訂定「成本分攤指引」的津貼科助理處長會面。津

貼科回應，督導委員會下的聚焦小組只會邀請督導委員會的委員參與，署方可以另

外安排與機構會面。 

 

(八) 與社會福利署津貼科會議後的跟進討論 

 

蔡劍華先生表示社聯會繼續在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上，聯同其他機構代表發聲，爭

取更多機構參與社署訂定「成本分攤指引」的討論。 

 

(九)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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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員表示今年社署「社會工作訓練基金」未有批出撥款，而社署將會向立法會匯

報基金的工作。社署署長曾向機構表示，社署可考慮機構提出運用該基金作其他相

關用途的建議。 

 

(十)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2年9月6日（二）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