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5月24日(星期三)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中環香港大會堂八樓高座演奏廳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計劃計劃 -- 撰寫、申請與推行撰寫、申請與推行

成功竅門成功竅門



今天交流工作坊今天交流工作坊
––特色、成效

理念、實踐與研究心得

– 面面觀

學無先後

只要有心 – 取之不盡



今日的議題今日的議題

鼓勵參與，歡迎提問，發表意見

研究心得 – 基金獨特之處及成功關鍵因素

丁惠芳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10:00–10:45

交流交流12:20–13:00

講解構思基金計劃書的成功竅門成功竅門11:40–12:20

從片段 - 見真情 (探討轉化的策略、成效) 11:00–11:40

小休10:45–11:00

領航經驗 – 生命歴程

黃翠霞女士(香港離島婦女聯會賽馬會婦女綜合服務中心)

09:30–10:00

熱身、介紹嘉賓、了解您參加工作坊的原因及期望09:00–09:30



基金現況基金現況 [[截至截至20062006年年44月月]]

核准計劃: 102個
資助金額: 8千萬
夥伴合作: 2,000個

首三位最多計劃推
行的地區
深水埗：13個
屯門：12個
元朗：11個



基金最新進展基金最新進展 [8/2002 [8/2002 –– 5/2006]5/2006]

完成共完成共88期申請，接獲期申請，接獲620620多份計劃書多份計劃書
獲批計劃共獲批計劃共102102個，資助額超過個，資助額超過8,0508,050萬萬
當中當中8282個已開展個已開展
計劃遍佈全港各區計劃遍佈全港各區



基金的理念及策略基金的理念及策略

價值觀

關係制度

元素 策略 成果

打破標籤 / 

改變角色

跨層/代網絡

跨界別協作 機會與參與

互動/共融

提升

能力 /動機/
視野



領航經驗領航經驗 –– 生命歷程生命歷程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

賽馬會婦女綜合服務中心

黃翠霞女士黃翠霞女士

基金卓越領航獎得主



研究心得研究心得–
基金獨特之處及成功關鍵因素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丁惠芳博士丁惠芳博士



小休



非常著重計劃帶動以下的轉變非常著重計劃帶動以下的轉變 -- 11

1. 參與者態度、能力和角色的轉變、提升抗逆力、
發展

2. 建立跨層跨背景的互助網絡

• 鞏固而持久的網絡

• 深厚的互助關係

3. 締結跨界別的協作關係



4. 増加機會

• 增加就業職位

• 重投勞動市場、培訓或就學

• 合作社、服務隊伍或社區業務

• 創造其他機會

5. 舒緩社區的需要

• 問題得到解決/減少

• 創造出更多的機會

非常著重計劃帶動以下的轉變非常著重計劃帶動以下的轉變 -- 22



非常課託計劃(屯門)
不是一般的補習班

改變心態/價值觀/解除標籤

+

連繫不同群體發揮凹凸互補

+

培育持久關係建立支援網

+

推動合作創造生機

+ 

針對性回應社區問題

發展社會資本

•建立互助小社區

•對小學生、姨姨
及大哥哥大姐姐的
正面影響及轉變



協助青少年充能的計劃

不是一般的培訓/就業計劃

將失學及失業的青少年與義務師傅配對
+

以生命影響生命，培育師徒持久互信的關係
+

改變人生觀/價值觀/解除社會負面的標籤

參與的青少年…

•提升了自信心﹑動力和就業技能

•積極參與社會及經濟事務，重新與社會接軌



長者專門店計劃(東頭邨東頭邨)
不是一般為長者提供服務的單位

將長者對自己以及社會
對長者能力一般較負面
的看法轉變為積極

實踐長者老有所為，發
揮退而不休的精神，
鼓勵面向社區作出回饋

建設一個社區聚腳點

促進跨代互動共融，以
健康為切入點，連繫
婦女、青年、中年及
長者發揮彼此所長，
帶動專業團體及供應
商的協作，營造關懷
社區



「母嬰康逸社」婦女及社區互助網絡計劃(觀塘)
不單是一個就業/合作社的計劃

•針對區內兩個群體的需
要

1. 三失的婦女(失學、
失業、缺乏工作經驗的
中年婦女)面對經濟困難
的需要

2. 初為人母的婦女缺乏育
嬰的經驗及產後情緒上
的需要

• 突破傳統提供服務的形式，
產生凹凸配對的效果

• 動員專業及商界的參與

• 達致三贏的局面:

1.一班中年失業的基層婦女重
投勞動市場，自信心提升

2.「新紮爸媽」能儘快適應新
生活

3. 更有效的預防產後抑鬱症



你我一家親，生活樂繽紛計劃(天水圍)
•鼓勵踏出第一步，新移民及本地居民互相溝通，減少隔

膜

•發掘新移民及本地居民的強項=社區學堂的課程導師及
策劃

•新移民以行動來證明…

來取福利

社會負擔

由受助者/參與者 施予者

有自己的角色﹑功能

建立互信的關係

•打破標籤效應，發揮新移民的潛能回饋社會，促進與本
地居民之間的共融



建立社區互助支援網絡
•由“社區自發，由下而上”提出方案，針對性地解

決社區的問題及需要

結合民﹑商﹑官跨界別力量

+

推動社區內不同年齡﹑性別﹑職業﹑階層﹑種族的人
士共同參與

建立地區支援網絡，發揮互相照應，促進睦鄰和諧，
社區團結共融的精神，創造生機。



計劃計劃 -- 撰寫、申請與推行撰寫、申請與推行

成功竅門成功竅門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 知己知彼知己知彼

基金對申請計劃的期望基金對申請計劃的期望
能針對問題的根本以回應社區需要能針對問題的根本以回應社區需要 -- 有成效
能發揮凹凸互補效能能發揮凹凸互補效能 -- 雙向
能改變價值觀 – 化弱為强
能深化關係能深化關係 -- 建立互助網絡建立互助網絡
能跨界別合作能跨界別合作 -- 共同承擔
能具備有效的持續方案能具備有效的持續方案 -- 當家作主



成功的關鍵:

•機構的經驗及強項鮮明
(例如社區網絡、創新經驗、
財政狀況等）

失敗的因素:

•未能提供有關的資料，
例如:主要從事的業務、過
去舉辦社區計劃的經驗、
成敗的領悟及最近完成並
經審計的賬目結算表等

第一步：了解自己、發掘強項第一步：了解自己、發掘強項 [[SWOT]SWOT]



整體上成功的關鍵﹕整體上成功的關鍵﹕
具創意、深化和突破性的計劃及
運作模式

提供清晰的計劃表現指標 – 量、
質、即時效益及長遠成效

失敗的因素:

計劃所提出的活動、策略及目標
與如何建立社會資本並没有明顯
的關連之處

未能提供清晰的衡量表現的指標
及評估方法

第二步：有效地策劃



貼士貼士1:1:
提供明確的目標及策略提供明確的目標及策略

失敗的因素::
--計劃只側重於提供單向服務以解決
問題，未能清晰表達如何達致基金
的目標

-所提出的建議與主流服務(福利或
其他政府的資助服務)有資源重疊

-未能提供有關社區 / 市場 / 環境
上的確實資料 / 數據



貼貼士士22﹕﹕
以協作善用現有資源以協作善用現有資源
合適及多元化的合作合適及多元化的合作
伙伴伙伴

失敗的因素:
•個人或沒有與其
他社區團體合作的
商業/ 專業機構均不
符合申請資格



貼士貼士3:3:
能達致基金的目標能達致基金的目標
* * 持續性的網絡持續性的網絡 * * 關懷互信關懷互信

* * 互助互惠互助互惠 * * 積極參與積極參與
* * 社會團結社會團結 * * 社會融合社會融合
* * 推動正面價值推動正面價值

失敗的因素::
未能清楚列明如何評估計劃的成效未能清楚列明如何評估計劃的成效



貼士貼士4:4:
計劃未來路向（多方面延續性）計劃未來路向（多方面延續性）

有效地建立網絡有效地建立網絡//關關
係係//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有助發
揮持續運作的效果

失敗的因素:

計劃的設計未能體現可持
續運作

其他 ：所提交的建議書並
不完整(例如欠缺工作計劃
的詳細內容、財政預算或
其他重要資料)



第三步：第三步：
制定清晰的表現指標及預期成果制定清晰的表現指標及預期成果

•先由計劃預期達到的成果出發，再去構
思計劃的內容

•所舉辦的項目必須針對計劃的最終目標
和成果，不要為辦活動而辦

•單純舉辦一次過或大型活動只會勞民傷
財和消耗性，並非真正動員社區力量

•參加者和義工的參與必須是有意義和持
續性，著重提升能力



成效指標

參與者態度、能力和角色的轉變、提升抗逆力、發展

角色的轉變: 

參加者總人數x人。當中x名參加者由以往是服務接受
者的角色轉變為施予者，改變價值觀，認定天生我才
必有用，以xx的方式積極參與社區。

例子: 

無家者由以往是服務接受者轉變成義工(施予者)，與
「普通」義工一同深宵夜訪，以過來人經驗幫助其他
無家者。



成效指標

提升能力: 

i. 義工總人數x人。當中x名義工轉變成組長/核心管
理小組成員/統籌小組委員會委員。計劃體現充能，
參加者不但加強自信心，而且當家作主，負責計
劃的策劃及統籌。

ii. x 名核心小組組員成立x個合作社/自務社，擔當
社長、司庫、秘書、社員及組長等職位。

iii. x 名參加者 / 居民的能力得到提升， x 名(待業人
士/青少年/婦女/新來港人士)成功就學 / 就業



成效指標
建立跨層跨背景的互助網絡 - 加強不同群體之間的互助和合作

計劃內詳細說明網絡的類別、群體之間的互助和合作的方式以
及透過計劃帶動的轉變。

例子：

師徒網絡 (x名待業青少年配對x 名師傅) - 透過師徒配對的方法，
以一位師傅配對一位待業青少年，從而建立青少年與在職人士
的網絡，透過專業人士傳授知識和技能，改變青少年的價值觀。
有x名青少年成功就業，並積極以xx方式回饋社會。

例子：

鄰舍互助網絡：在同一個屋苑內，以兩個家庭幫助一個有需要
的家庭。接受支援之家庭願意加入成為鄰里互助義工隊隊員，
再接觸其他鄰里，發揮居民間自助互助及鄰舍守望相助的精神。



成效指標
締結跨界別的協作關係，創造發展機會，在社區及團體之間帶
動轉變 (共同承擔、共同參與構思針對社區需要的方案)

累積參與的商戶、地區團體、學校、政府部門和其他機構數目
x個，請詳細說明累積參與的協作夥伴總數、參與計劃的性質
及透過計劃帶動的轉變。

例子：

由x個商戶提供x個實習機會、職位空缺、傳授知識和技能。集
結跨界別的資源，鼓勵商界履行企業公民責任，對社會作出承
擔，共同建設及回饋社區。

例子：

由x個學校及地區團體提供場地及一同合辦課託



成效指標成效指標 -- 持續發展新理解持續發展新理解
大眾一般對持續發展的演繹為計劃或服務得以延續，計
劃的運作能自給自足，達到自負盈虧。

基金對持續發展的概念是超越以上幾方面，共有三個層
次。

以宏觀的角度來說，持續發展是改變社會的風尚，改變
人的心態和價值觀。

以中層的角度，計劃的理念和策略是否持續，即機構的
總幹事和員工是否已認同計劃的理念，並將累積的經驗
和有效的策略套用在恆常的服務中

以微觀的角度，持續發展是指計劃的成效是否得以延續，
繼續發揮發酵的作用



失敗的因素:

- 資源重疊

- 計劃的可行性及或財務預算具成本效
益方面仍有待改善之處

- 計劃欠缺持續性

- 提交的財政預算並不完整 / 計算錯誤

- 未有考慮及填寫資金流動預算

詳情請參閱補充資料

第四步：做好財政預算

成功的關鍵:
合理、準確、審慎、完整、適
切及具成本效益的財政預算



第五步：提交建議書第五步：提交建議書



評審的考慮
- 建立社會資本的潛能

- 針對性回應社區需要

- 機構的實力及社區網絡

- 夥伴合作

- 創新思維

- 預期推動的轉變

- 持續發展

- 財政的合理性

- 其他風險考慮



評審計劃是否能有效發展社會資本的準則

目標是否明確目標是否明確 ––
以地區為本，以發展社會資本為目的以地區為本，以發展社會資本為目的

手法是否有成效手法是否有成效 --
有效回應社區需要有效回應社區需要
發揮凹凸互補效能發揮凹凸互補效能
發揮潛質，轉弱為強

最終成果是否能做到 --
深化關係深化關係 -- 建立互助網絡建立互助網絡
跨界別合作跨界別合作 -- 共同投放資源，共同承擔
轉變心態，積極向上，自力更生

計劃是否能持續運作計劃是否能持續運作 --
有預算收入有預算收入//義工義工//參加者能當能當家作主/發展合作社/自負盈
虧



•策略與最終期望達致的社會資本效能不符，包括：

•局限於機構原本服務的對象，未有連繫其他社群

•建議一籃子服務但缺乏推行重點和彼此連繫

•著重提供服務，或單向性技能培訓，又或以提供
短期就業為目的，往往跟現有資源重疊

•建議的活動流於單件式大型項目如嘉年華和講座，
或傳統的家訪性質

計劃未獲考慮的原因



交流交流

意見意見

認同、疑惑認同、疑惑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管理主任
伍甄鳳毛女士(電話：2136 2700)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助理計劃管理主任
高穎姿小姐 (電話：2136 2757)

曾芷詩小姐 (電話：2136 2758)

高慧德小姐 (電話：2136 2759)

陳潔萍小姐 (電話：2136 2765)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會計主任
羅佩玲小姐 (電話：2136 2740)

歡迎聯絡基金秘書處

基金網址： www.hwfb.gov.hk/ciif

電郵地址：ciif@hwfb.gov.hk
如有查詢，或對基金或計劃書申請有任何意見，

歡迎主動聯絡秘書處，可安排約見或出席機構討論



第九九期申請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20062006年年55月月3030日日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香港中環花園道香港中環花園道

花旗銀行大廈花旗銀行大廈1010樓樓10081008室室

新申請表格可於網上下載
www.hwfb.gov.hk/ciif



謝謝



補充資料



成功的關鍵：預算要實際及具成本效益

• 運用公眾資源的原則：審慎，合理及具成本效益
• 一些昂貴項目，例如購買物業、運輸工具、設備
器材及不必要的租金開支等。只有在特殊情況下
及有很充分的理據，基金才會考慮此等項目

• 人力資源的運用
- 當考慮招聘額外的員工時，申請機構應先充分利
用本身機構現有的資源及義工的參與

- 如有必要招請員工，需提交有關的原因及理據

- 計劃需購買有關人士的保險(包括員工、義工及
參與計劃活動的所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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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關鍵：預算計劃的其他考慮

成本效益：

- 例如：服務提供者的數目、活動的次數、
成效、受益/受助人數的多少等都應和計
劃的投資(包括所有人力、物力、財力等)
作出比較和評估

- 財務上的持續性，包括計劃上的明確預
算、日後的收入來源及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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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財政預算的要點

基金資助的範圍:

非經常資助 或 經常資助

視乎情況所需，經常資助員工薪酬開支

或義工費用

註解：
非經常資助是指一次過的撥款來資助項目，例如
設備、傢俬、電腦或裝修等。

經常資助是指定期開支如租金、員工薪酬、水、
電費、交通費及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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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財政預算的要點

•預期收入
– 計劃目的不在牟利

– 因計劃而獲取的任何利潤，必須再投資

於此計劃內

– 發掘收入來源

– 考慮計劃日後的持續運作能力

•收入來源可能包括：
- 參加者的收費

- 廣告或商業贊助

- 內部提供的資源

- 其他人士的捐款或贊助等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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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招聘員工

• 為推行計劃而採購貨品及服務時，需以
公平競爭和達到成本效益為原則

• 在購買價值逾五千元的物品或服務時，
最少取得三份報價單

• 至於在決定人力資源時，鼓勵申請機構
多接納義工的參與。以符合基金的整體
官商民合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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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招聘員工

• 如有必要招請計劃員工，遞交預算時需列名招
請職位、薪金、工作性質及合約條件。(其僱
傭條款需符合有關法例，並以符合市場的同類
職位的條款為原則)

• 員工費用的預算，不應包括申請機構現有受薪
的職員

• 所有獲聘計劃的員工須以合適的薪酬及恰當的
合約形式聘用。員工的附加福利 (例如教育或
房屋津貼) 不應包括在計劃的預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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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預算的監管

• 目的在達致平衡及中庸之道

靈活處理資源

適當監管

交代表現

達成效果

• 審慎財務計劃以致不會超出整體撥款數目

• 其他財務運用的變動必須事前得到秘書處
的正式認可才能實行。項目之間可以有
15% (一成五) 的調配空間，無須預先取
得秘書處的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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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預算的監管

• 不會發還批核前的支出
• 受助機構必須為基金的撥款另開一個在香
港註冊，並以港幣存款的銀行戶口

• 機構必須確保計劃有清楚和合理的檔案，
並保存所有的檔案直至計劃完成兩年之後
為止

• 必須提交半年及全年的財務及進度報告
• 廿五萬元以上的計劃，必須提交由審計師
簽發的週年財務報告，並要求由審計師認
明所有支出均符合資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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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與預算的監管

• 可以申請發還審計師費用；數目多少
則會因撥款數目而異(註：審計師的費
用不需填寫在計劃的財務預算內)

• 撥款發放程序
–撥款會按時分批及以發還款項形式
發放

–只會在特殊情況下，委員會才可能
批准預支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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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為受資助者帶來的優惠不應引致
與私人營辦商之間出現不公平的競爭

• 委員會不會資助向參加者發放的薪金
津貼或獎金

• 但會考慮資助合理的義工車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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