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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探訪籌備與計劃推行: 經驗分享及交流 

 

當日有四十多個主辦機構,基金委員會主席鄔維庸医生 GBS, JP;委員

高靜芝女士, JP 及李張慧美女士, BBS 出席，分享推展一個「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計劃」特別之處; 交流回應撮要如下： 

 

1. 成功的關鍵因素及值得驕傲的地方:  

 最成功的地方是: 受助者能成功轉變為助人者; 機構管理層亦培養出及

支持社會資本概念; 基金已成為不同機構的共同話題及語言; 能建立不

同網絡尤其與商界之網絡; 在社區建立了社會資本概念。 

 

 成功的關鍵因素包括：成功例子是很好的宣傳方法; 機構內部消息互通; 
參與基金計劃不等如增加工作量而是一個珍貴的學習機會; 機構能認

同社會資本概念; 互相交流經驗增加對社會資本概念的了解。 

 

 計劃的宣傳和口碑十分重要，包括機構內部的宣傳以及對外的宣傳。宣

傳的策略可以靠「口碑」，以人傳人的方式將基金的理念宣傳開去。曾

有機構表示，計劃內有商界的參與，是由其他部門的同事作轉介。因此，

機構內部消息互通對計劃起積極的作用。 

 

 機構負責人本身要對計劃有熱誠，認同計劃是有意義，不會覺得工作量

太多。繼而推動參加者投入，最終讓參加者對計劃有歸屬感。 

 

 鼓勵不同背景和界別的義工參與，發掘組群的強項，從多角度和多方面

去嘗試將組群內強項以及需要補足的地方作配對，達到「凹凸」的效果。 

 

 活用「遠親不如近鄰」的傳統觀念，善用「民間智慧」，「就地取材」。 

 

 善用成功例子去互相鼓勵，以「過來人」的身份增加說服力。 



 

 活用「小」就是美的概念，建立一些成功的藍本。 

 

 適應力強及處事要有靈活性。推行計劃一定要靈活變通，例如愛家教室

的計劃，由於合作伙伴無法提供場地開辦課程，我們轉而跟中學合作，

由學校提供場地，並利用學校家教會義工協助計劃招募參加者。 
 

 對所服務的地區有深入認識，計劃要實際可行，能夠真正回應社區的需

要。社區問題應由社區自行解決，動員鄰里之間的互助合作較諸尋找他

人的幫助更為有效。  

 

2.  推行一個「新」計劃/構思時, 對參與者、員工、機構等的得著和

體會 

- 「受惠者」不一定永遠成為「受惠者」，改變服務接受者的觀念成為服務

提供者。 

 

- 最開心看到參加者的自信獲得提升，而員工亦能學習到有系統，講求成效

的處事方法，機構本身亦因推行計劃而累積了寶貴的社會服務經驗 
 

- 勇於嘗試，改變傳統工作的觀念及手法。 

 

- 跨機構合作有成功的例子，機構之間是可以透過「磨合」，建立「互信」。 

 

- 傳媒的宣傳令陪月的概念越來越多人認識，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個地區

內）都有類似的計劃，我們需要做得更加好…但有競爭才有進步。 

 

 

3.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困難，及克服/處理這些困難的手法和經驗? 

 
 要推行一個全新的計劃是非常困難。當有問題出現時，要尋求問題的根

本，然後對症下藥。有問題出現是必然的，解決方法是要對所做的工作

有信念及有熱誠，只有這樣才可以化危為機，任何不可能也變成可能。

建議機構因應本身的專長（包括人力資源及現有地區網絡）並加以發

揮。著重招募一班最熱心最積極的份子建立核心義工隊，以人傳人的方



法開展計劃。 
 

 不能再依靠傳統方法做事，應該要以創新手法才能收效，尤其對於需要

聯絡商界參與時，更加需要突破傳統宣傳手法才能有效拉攏他們合作。 
 
 推行計劃必須面對與「傳統概念」的衝擊。解決方法是勇於嘗試，以多

角度和多方面去突破，改變固有的模式。 

 

 避免「標籤」: 計劃初期的宣傳主要以新來港人士作對象，結果報名人

數強差人意。克服困難的經驗是不刻意「標籤」某一個群體，發掘計劃

對象的才能，然後在本地及新來港人士之間建立網絡反而是最有效及成

功的方法。 

 

 在鼓勵參加者明白互助互惠的概念亦遇到困難。解決方法是「投其所

好」，以成功的例子去解釋理論，以實踐的方式讓參加者明白。 

 

 另一個困難是社區需要大，計劃要持續發展亦有困難。解決這個困難的

手法是將服務接受者轉變為施予者，擴大服務的新力軍，便能服務更多

人。 

 

 義工、參與者、合作機構不了解社會資本的概念， 難以推動義工或合

作機構的積極參與。 保持義工參與尚有困難, 如當他們搬遷，或隨著

工作隊及參加者人數越來越多，質素有參差; 我們需要加強培訓及在統

籌工作做得更好，令義工水平不致相距太遠及保持計劃內所有參加者的

投入感。 

 

 客觀情況經常轉變，未必能夠在你掌握之內，我們因此未必能夠完全緊

貼原先設計的工作計劃。 計劃進度可能會受到突發情況的影響，例如

SARS 的爆發。計劃推行時可能與原先的構思出現差異，機構可因應現

實環境作出調節，不應被固有的框框所局限，可以因應計劃的改變與秘

書處聯繫及溝通。 

 

 我們的計劃即將展開，如何接觸參加者是我們目前關注的事項，因此前

期工作著重宣傳。 

 

 新概念及理念改變實需要時間建立; 社區為本之計劃覆蓋範圍太廣。 
邀請商界參與仍有困難, 商界以其業務為先,再考慮社區參與; 參加者

能耐未能符合商界要求。 打破參加團體既定觀念及態度尚有困難, 例



如某些種族團體不會融合其他種族團體或對他們存有負面期望。 機構

須處理參加者個別之危機後才能切入社會資本概念。 
 

 招聘或調配合適計劃人選有困難, 基金計劃實需要有能耐及經驗的人

才。 
 

 克服/處理這些困難的手法和經驗: 清楚訊息說明基金計劃目的是引領

不同圍體合作, 而不是為某些特定團體提供指定服務; 於計劃啟動時,
喚起更多不同組別之參與; 聆聽商界所須及讓他們了解社會資本概念。 

 
 

 

4. 機構的得著和體會 

義工的參與 

 讓義工親身參與計劃，使他們接受及明白社會投資的概念 

 不用急於推動大量義工參與，應小心挑選幾個投入及有心的義工，作為

網絡核心及模範，以帶動社區人士的參與 

 加強參與者之間的凹凸配對，維繫彼此之間的關係 

 每個人也有強和弱的地方，沒有人會永遠處於弱勢 

 嘗試改變傳統觀念，受惠者也可以是服務提供者 

 

合作夥伴 

 機構與合作夥伴之間的溝通十分重要 

 讓機構的高層與合作機構的高層直接聯絡，有助提昇計劃的效率 

 

機構的體會 

 傳统社福理念需改變, 以配合社會資本概念, 例如受助者亦能轉變為助人者 

 基金計劃喚起更多社區需要之分析及研究 

 增進機構整體之凝聚力 



 

5. 對基金秘書處的意見及建議 

 
 基金秘書處成功的地方是能保持與參與機構之緊密聯繫; 積極及主動; 

促進機構間之聯繫; 能儘快回應機構的需要及疑問 

 與秘書處多聯繫有助計劃的推行 

 秘書處應繼續保持彈性的處事手法 

 秘書處應盡力協助機構解決問題 

 整體上，基金秘書處在各方面均能作出適時及適當的回應，但有些時候

則嫌『過快』，未能給予機構充足時間將所需資料送上，請多給予一點

時間。 
 參與之計劃不斷增加, 秘書處如能保持過往之效率; 有時因工作繁重而

較為急進 

 

6.  對於實地探訪的意見 

 
 基金實地探訪的目的是: 最佳途徑衡量及記錄計劃之成效; 具體地闡釋社會

資本概念; 受資助機構與基金委員接觸之機會; 加強互相了解 
 
 實地探訪可以發揮多方面的效能: 參加者經驗分享; 及參加者描述本身及擴

濶了的網絡; 更多溝通 
 
 機構及計劃的參加者均同意基金實地探訪的目的。有些時候，由基金向參加

者直接對話，解釋基金理念及推行目標，較計劃負責人單方面的解說更有說

服力。但緊記切勿令參加者感到緊張及有壓力 
 
 實地探訪時，機構會儘量安排由參加者講述自己的感受、及通過計劃所得到

的各項轉變，包括個人能力提升等。建議事前雙方有足夠溝通及詳細安排，

令拍攝工作更順利 
 
 部份計劃的參加者未必適宜面對鏡頭，或有部份計劃項目未必能配合實地探

訪時間，事實上機構本身亦會定期進行拍攝，部份紀錄了一些感人個案，如

有需要，我們可以向基金提供有關的資料，由基金輯錄成書作為宣傳之用。 
 



 使實地探訪的過程更順利及更有果效, 可以:  

- 一年拍攝一次 

- 在拍攝或實地探訪之前應與機構聯絡，以便事先作出安排，使拍攝/

探訪可以順利進行 

-  拍攝時應帶出社區或參與者觀念的改變 

-  參與者的實例說明有助了解計劃的進度 

-  拍攝隊伍人數不可太多; 預先安排適當時間及地點作探訪; 
-  以輕鬆模式進行, 減少參加者之壓力 
-  改善製作水準 

 

7.  對基金運作意見 

 
基金成功的地方是能: 
 促進機構之間的交流; 增强了解社會資本概念;  
 能提供多種不同類型之簡介會,研討會及工作坊予參與機構 
 支持不同機構在不同階層開展不同種類的計劃，並協助推廣成功經驗，優化

計劃的質素 
 將成功經驗輯錄成書或光碟，一方面可將經驗流傳開去成為成功典範，另一

方面亦肯定機構所付出的努力。 
 去年的基金首年論壇很成功，有助宣傳計劃，希望以後能有更多類似的節

目。 
 
尚待改善之處 

 共創社會資本是一個值得推廣的理念，但至今社會對此認識不足; 除了政府

機構外, 應喚起更多界別之參與 
 如何將基金之理念及成果, 廣泛地向公眾及更多機構宣揚, 以促進他們明白

及接受社會資本概念 
 獲支持的計劃類別以社福為主，是其他機構創意不足還是基金扼殺了有創意

的計劃？ 
 出版小冊子,以社區及個人轉變為主題, 介紹成功個案及網絡建立;  
 減少須提交報告之數量及減少對受資助者參與及協助基金活動之要求(尤其

對第一期受資助者);  
 如機構有適當理據解釋不能達到某些指標, 可向基金提出再議定指標數字 
 增强對規模較小機構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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