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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試行計劃的進度及初步檢討（文件編號：SCCDF 4/2014）  

 委員聽取了校本試行計劃的進度。早前經委員討論後，基金在

2013-14 學年推出了七個試行計劃，試驗以校本模式營運計劃。其目

標是擴闊基金計劃的接觸面，並提升社區支持基金計劃的能力，尤其

是在招募參加者和友師方面。委員會認為學校可借助其獨有資源營運

計劃，以達致協同效益。委員會於 2013 年 2 月 7 日成立校本模式工

作小組，負責擬訂校本模式的詳細安排。委員會已就相關計劃作檢視，

特別在計劃的營運模式、招募參加者、招募友師、目標儲蓄、培訓活

動及個人發展規劃、行政安排和學校對試行計劃預期成效的初步評估

方面。  

2. 委員獲悉，根據收集的資料和觀察所得，校本試行計劃有助擴

闊基金計劃的接觸面、提升社區支持基金計劃的能力，並能促進招募

參加者。不過，或有需要進一步鼓勵學校善用校本網絡招募友師。在

協同效益方面，雖然學校已充分利用現有場地設施以營運計劃，但仍

未能與校本輔導和生涯規劃等其他項目建立協同效益。  

3. 雖然七個試行計劃仍在起步階段，但委員認為需用更多時間檢

討有關校本模式的幾個重要事項：  

(a) 參加者能持續參與和完成目標儲蓄計劃的程度；  

(b) 學校於計劃的三年期內在指導友師方面的表現，以及友師

在計劃期內的參與程度；  

(c) 學校指導參加者在首兩年訂立個人發展規劃及在第三年實

踐個人發展規劃方面的表現；以及  

(d) 參加者如未完成計劃的三年期便離校的銜接安排的成效。  

4. 委員同意在 2015-16 學年推出更多校本試行計劃，以進一步試

驗校本模式。為回應學校要求在暑假前獲通報投標結果，社會福利署

(社署 )會在 2015 年 2 月開始招標，以便在暑假前公布投標結果。  

5. 一位委員表示，根據《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民政事務局推

出了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與學校合作舉辦計

劃，目的是增進學生以至其家長及老師對生涯規劃和多元出路的了解

和認識。未來數年，預料這項計劃與基金下的校本計劃可達致的協同

效益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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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員得悉勞工及福利局 (勞福局 )和社署已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

與有意營辦日後批次基金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會晤，聽取他們對基金的

意見。除營辦校本試行計劃的學校外，勞福局和社署亦就參加基金計

劃的兒童的年齡組別諮詢了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普遍認為現時 10

至 16 歲的年齡組別恰當，因為年紀更輕的兒童未必夠成熟作出個人

發展規劃。鑑於年滿 10 歲的小四學生人數不多，委員經討論後同意，

就即將推出的校本試行計劃，把參加資格微調至包括由小四至中四的

兒童 (不論年齡 )，以配合學校的情況。  

7. 委員注意到基金已彈性容許每個校本試行計劃的最少參加人

數由 100 人降至 50 人。鑑於不少營辦學校認為計劃人數最少 50 人屬

於恰當，而進一步降低最少參加人數將難以達致經濟效益，委員同意

新一批校本試行計劃下的每項計劃的最少參加人數應定為 50 人。  

8. 委員留意到一間非政府機構曾提出，把私人機構配對捐款與參

加者個人儲蓄的比例定為「最少 1:1」是否合理。如同一區內有非政

府機構提供較 1:1 更為慷慨的比例，則會對區內其他非政府機構在招

募參加者方面造成困難。委員同意應採用固定的 1:1 比例，並由下一

批校本試行計劃開始實施。上述固定比例亦可適用於由非政府機構營

辦的日後批次計劃。  

額 外 撥款 三 億元  –  兒童 發 展基 金 計劃 的 改善 措 施  （ 文 件編 號：

SCCDF 5/2014）  

9. 委員備悉《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宣布已為基金預留額外三億

元，並考慮應否落實文件編號：SCCDF 5/2014 所載的改善措施，包括：  

(a) 培訓撥款由每名參加者 20,000 元增至 22,000 元，增幅為

10%；  

(b) 行政費用由每名參加者 2,000 元增至 2,200 元，增幅為 10%；

以及  

(c) 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由每名參加者 3,000 元增至 4,000 元或

5,000 元。  

10. 委員同意按每名參加者計，培訓撥款和行政費用均增加 10%。 

11. 委員注意到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並非對參加者或其家庭的財

政資助，而是用以獎勵參加者為養成儲蓄習慣所作的努力。委員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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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當使用額外三億元撥款時要在加大數額與惠及更多弱勢兒童兩

者之間作出取捨，而耗竭額外三億元的速度，除其他因素外，將取決

於不同批次計劃之間相隔的時間。初步評估認為把政府的特別財政獎

勵增至 4,000 元或 5,000 元，在耗盡額外撥款的時間上分別不大。經

討論後，委員同意把獎勵金由定額 3,000 元調整至 1:1 的配對捐款，

即每名參加者最多 4,800 元 (200 元 x 24 個月 )。加上將私人機構配對

捐款定於 1:1 比例 (見上文第 8 段 )，整體目標儲蓄便會有參加者、私

人機構配對捐款和政府特別財政獎勵三方按 1:1:1 比例的供款。  

12. 委員注意到根據現行安排，在計劃的三年期過後，未用的目標

儲蓄會獲豁免列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資產審查的計算範圍，

為期 12 個月。委員注意到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與非政府機構的會晤

中，有人要求將上述豁免安排延伸至學生資助辦事處 (資助辦事處 )轄

下相關學生資助計劃和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輪候冊的資產審查。委員

得悉社署會跟進延伸範圍建議，相若的豁免安排亦當可延伸至即將推

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勞福局會與資助辦事處和房屋署跟進

有關的建議。  

13. 委員得悉勞福局曾不定時地為基金參加者安排一些額外活動，

例如企業探訪和電影欣賞等。這些都是在營辦機構必須提供的活動／

項目以外安排的額外活動。勞福局會繼續安排更多額外活動，並會以

更有系統的方式作出安排，以為基金計劃增值，但同時不會降低對基

金計劃營辦機構的要求。委員普遍歡迎為基金參加者增添上述額外活

動。  

14. 委員注意到基金啟動暨頒獎典禮已於 2014 年 5 月舉行，並獲

非政府機構好評。勞福局會在 2015 年 5 月左右舉行另一次同類典禮。  

其他事項  

15. 委員獲悉社署已於 2014 年 11 月 24 日發信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

建議書，以競投第五批計劃。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1 月 5 日。

目標是在 2015 年 3 月前批出 20 個計劃，以惠及 2 000 至 2 300 名弱

勢兒童。由於這批計劃會實施新的「一加一」模式，獲選的非政府機

構若在推行 2015 年的計劃時表現理想，便可於 2018 年第三季推出可

惠及額外 2 000 至 2 300 名兒童的另外 20 個計劃，無需再行投標。  

勞工及福利局  

2015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