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財政預算案建議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愈五億 

，推行三年先導計畫分三階段，接觸十五 

萬名幼兒園社工對學童初步比例是 1對 600 

 

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近月接連發生虐兒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

議，透過獎券基金撥款逾 5億元，在 2018/19學年下學期，推行為期

3年先導計畫，分階段為 760間資助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供社工服務

先導計畫，預計涵蓋 15萬名學童。 

教育局現時為小學設「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學校可用津貼聘請

學生輔導教師或購買社工服務，開設 18 班或以上的小學每年可獲至

少 1名輔導教師或 60萬元津貼；而 17班或以下的學校只得 0.5個輔

導教師或 30萬元津貼。預算案提出每年多撥 1.38億元，18班或以上

的「大校」原來由 18班起，將變成由 13班起，每多 1班多 1.7萬元

「額外津貼」。政府亦會額外提供「監督指導津貼」。以一間 24 班小

學為例，現時共獲 72萬元，下年度會增至約 90萬元，這筆錢可用作

聘用社工服務，以達到「一校一社工」。 

另外，預算案亦計畫透過獎券基金撥款約 5.04億元，推出為期 3

年的先導計畫，分三階段接觸七百六十間資助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共

十五萬名學童，每年約接觸二百五十多間幼稚園；並在下學年起增加

公營小學資源，加強及優化社工及輔導服務，務求最終達至「一校一

社工」。羅致光稱，幼稚園學生人數不一，可由五十人至五百人不等。

他期望先導計畫可為日後恆常化做準備。他表示，初步比例是 1名社

工對 600名學童，相對於當初中學推行「一校一社工」時，一名社工

對逾千名學生，比例已有所改善。羅致光介紹為期三年的幼稚園社工

先導計畫將參考中學模式，設計與中學提供社工服務的其中一種模式

相若，由多名社工組成的獨立社工隊，向不同幼稚園提供服務，人手

編制包括一名助理工作主任，並有督導支援。消息指出，由於每間學

校的做法未盡相同，故政府不會為「一校一社工」制訂時間表。 

政府消息指，現時全港約有 760間獲資助幼稚園，但其學生分佈

極不均勻，「可能有些有 200名學生，可能一些只有三數十人」，因此

「一校一社工」未必是最適切做法，加上短期內亦未必有足夠社工人

手可以做到，惟是否一人兼顧區內多間學校等細節，尚要與非政府機



 

構研究，預計下學年農曆新年後才能推行。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現時

有 300多所小學用津貼購買社工服務，但當中有些社工並非持有學位，

新計劃的津貼「加碼後」，學校須聘請註冊學位社工；現時亦有 100

多所小學沒購買社工服務，而是聘請輔導教師，若這些學校參加「一

校一社工」計畫，則需要先騰空有關輔導教師職位才可購買社工服務。

消息補充，幼稚園的社工服務，會以非牟利團體為本，意即先由非牟

利團體評估一名社工對多少學童，再交上計劃書，再由幼稚園購買相

關服務。 

教聯會歡迎《財政預算案》提出逐步達致小學「一校一社工」，

期望提供足夠撥款予學校聘人手，當局亦應檢討外購社工服務的招標

制度，以免影響服務質素。 

20 個幼教及社福團體聯合發聲明稱，歡迎財政預算案提出分階

段為所有幼稚園提供社工服務，但對政府未有承諾達到每兩間學校有

一名駐校社工的標準，感到失望。發聲明團體之一的非牟利幼兒教育

機構議會主席曾甘秀雲認為，駐幼稚園社工服務的質與量同樣重要，

希望當局有足夠資源，聘請有經驗的社工。另一個團體幼兒教育社工

服務關注組指出，政府應參考中學模式，社工服務以駐校形式提供，

並需要有專業督導支援，提供穩定服務。 

浸信會天虹小學現向機構購買社工服務，校長朱子穎大讚計畫給

予學校彈性，可讓學校按校情決定「加碼」後的津貼如何使用。資助

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勇邦亦認為新計畫可讓學校根據校情彈性安排社

工服務。 

社總理事、前幼稚園社工陳虹秀表示，幼童難以在行為及言語表

達自己的情况，需要社工多觀察，由於所有幼童轉介，都必須得到家

長授權，社工亦要花時間與家長建立信任，例如每天早上在校門前與

家長打招呼，及早預防危機。此比例下，社工每星期只能到每間學校

一天，她質疑人手比例低，局方不理解幼稚園社工的運作，業界一直

希望每名社工只服務 200多名幼童。 

粉嶺神召會幼稚園校長王小鳳表示，一般幼稚園學生人數約 200

至 300人，幼兒中心則約 100人，若以此比例，一名社工就需要一星

期到超過 3間學校提供服務，她認為，不可單以學生人數作標準，亦

要考慮不同區域家長的社經地位，即使同樣數量的學生，如基層家庭

較多聚居的地區，需要支援的幼童及其家庭的數目則會較高，社工服

務需求相對殷切。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前會長張國柱指，政府預算一社工對六百人，

即只有二百五十名社工服務十五萬幼兒。他認為一所中學平均有八百

至一千人，可做到一校一社工，而幼稚園大校通常有三百人，但不少

僅得數十至一百人，意味社工或要一人負責六所學校，與中學相比並

不公道。他建議當局增聘計畫社工至三百人，在分配人手時，規定一

個社工不能負責多於一定數目的學校，如平均一人跟進一間大校和一

間小校。他又指，小學繼續外購社工服務，難以解決招標制下「價低

者得」的問題，如果由學校直接招聘駐校社工，則欠缺對有關社工服

務的監督。他建議港府參考中學現行做法，由非政府機構為每間小學

提供一名全職駐校社工及其他支援服務。 

有十年工作經驗的前線幼稚園社工蔡梅英認為計畫是個好開始，

但不認同人手比例。她透露曾經歷一人負責五間幼稚園，每間有約八

十人，難以長時間接觸小朋友，亦不能與家長打好關係，形容是「走

馬看花」。她又指，每間幼稚園都有不同文化，社工面對不同作風的

校長和教師需用不少心力磨合。 

有三年經驗的前線幼稚園社工徐姑娘曾一人跟進三間幼稚園，自

己家住九龍，但幼稚園分別位於由新界粉嶺至港島區，每次到校交通

時間可高達兩至三小時。她又指，一日到兩所學校跟進個案已是常事，

更要透過電話處理未能到校個案，分別與校方、家長和學生溝通，感

到極為吃力。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對未有承諾達到二校一駐校社

工的標準表示失望，促請政府盡快與業界商討建立有效的駐幼稚園社

工服務模式，盡早推行服務。 

荃威幼稚園校長張如卉認為有關安排要有彈性，如現時部分幼稚

園自行向機構購買社工服務，計畫應容許學校繼續向有合作關係的機

構購買服務。至於 1名社工負責多少所幼園，她認為除了因應幼園人

數，還要考慮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以及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

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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