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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政策研究及倡議會議 : 新時代的倡議路向 

倡議是非政府組織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倡議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因應近年的社會變化，非政

府組織在進行倡議工作時有需要重新定位。因此，社聯把本年 3 月舉行的第三屆政策研究及倡議會

議的主題定爲「新時代的倡議路向」，通過講者分享他們在研究及倡議工作的經驗，業界共同思考

未來的路向，與不同界別合作推動社會進步。 

本次會議是疫情後的第一次實體會議，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主題演講，三個嘉賓分別是來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黃洪教授、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的張炳良教授和雲南連心基金會

的陸德泉博士。第二部分為倡議經驗分享，來自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的同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的姚潔玲女士及顏菁菁女士和香港關注劏房平台的吳堃廉先生。他們就清潔勞工權益、青少年精神

健康及劏房居民福祉，闡述他們在倡議過程中的思考、困難及解決方法。 

 

非政府組織在社會政策制定的重要角色 

張炳良教授為聽衆解釋了政策制定的過程，既有需要研究數據，也要有相應的政治窗口和時機，所

有政策的制定都須要權衡取捨達到最終的平衡。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在整個政策制定過程發揮著

重要作用，通過不同的倡議方式，例如實證爲本的研究、聯席和不同的活動，爭取政策制定者的支

持。社聯姚潔玲和顏菁菁分享了他們是如何通過研究數據推動了一校兩社工政策的制定。當時學生

的精神健康和自殺問題嚴重，而就對駐校社工的調查研究發現學生的支援需要遠超駐校社工所能負

擔。通過數據支持和業界游說，促成了「一校兩社工」。全港關注劏房平台通過聯席的工作共同推

動劏房議題和其相關政策的發展，以基層房策倡議的十件事爲核心，和街坊一起爭取住屋條件的改

善，包括水電濫收立法和租管的實施等。 

 

社會工作者在倡導工作中的角色轉變 

現時業界做研究及倡議工作時都希望跳出本身的舒適區，能與其他界別合作以創造更廣的啓示和社

會影響力。黃洪教授亦表示現在社會工作者有需要轉型，由以往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模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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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爲共同創造的夥伴盟友。昔日單一專業獨大，今日的社會有更多需要跨專業，甚至是貫專業的

協作。他分享中大滅蝨研究行動組，正是社工和生命科學學科及其他不同學科合作，冀解決困擾基

層階層住戶的蝨患問題。在另一案例分享中，明愛的勞動友善社區計劃在發掘勞工權益問題的同時，

建立平台，連接社群和社區，通過個人、社群和社區介入，如藝術表達、恆常伸展運動、機構内部

培訓和社區聆聽等，推動服務使用者充權。 

越來越多倡導工作是以與社群同行的模式進行政策和服務倡導，以多種形式呈現社群需要。在線上

參與的陸德泉博士以在中國雲南的服務和行動研究經驗為例，分享社會工作實踐與倡導反思，既培

養在地的服務，同時跟大氣候對接，包括政府方針及其他社會議題。連心行動通過研究和影像發聲

等呈現了社區流動兒童社群狀況和服務需要，連結政府一起做服務倡議，其中他提出在與政府相關

部門溝通合作時，亦有需要從對方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怎麽解決對方的問題和為對方帶來什

麽」。 

正如張炳良教授在總結説的，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社會在每個年代都有角色及可爲之事。在這次倡議

會議我們遇到許多有心人，其中有很多新面孔，社聯同事感到鼓舞，相信未來倡議之路雖然會有不

少挑戰，但也會因應有更多創新模式的合作，產生不同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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