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計劃
申請簡介



成立：2002年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

目標：

在社區推行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

推動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凹凸互補精神，

搭建跨界別協作平台及社會支援網絡，

建立互助互信、守望相助、社區凝聚力等

社會資本，令社區能力得以提升。



甚麽是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四大動力之一

Source: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p.241-258.

社會資本 提升社會凝聚力，

是社會持續發展的軟實力

文化資本 經濟資本

人才資本

現代社會發展的四大動力



社會資本是指一些制度、關係和標準，社會的
互動質素及頻率就是憑這些制度、關係和標準
而形成。社會資本包括社會規範(個人態度及社
會價值觀)、網絡和制度。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不同的國際學術研究結果及基金的計劃推行經驗)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推動社會資本發展及提升社區能力的六個依據：

(1) 資訊和溝通

(2) 互助和互惠

(3) 信任和團結

(4) 社會參與

(5) 社會凝聚和包容

(6) 社會網絡



建立「社會資本」有何用？
「社會資本」是每個人、社區及社會的

「本錢」，以助其面對及適應社會上的生活及轉變。

1. 提高個人處理壓力和危機的能力

2. 個人在面對危機或緊張情況時有其他人支援

3. 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和諧

1. 提升地區服務效率或企業的生產力

2. 提升社會或企業處理危機的能力

3. 令社會或企業培育出互信互助文化，變得共融

1. 提升地方處理危機的能力

2. 培育出互信互助文化，令地方或民族之間更共融

微觀層面
的網絡

中觀層面
的網絡

宏觀層面
的網絡



社會資本的類別

•凝聚型的社會資本 (Bonding SC)
•是指一羣背景相當近似的人士緊密地凝聚在一起。這可從這一羣
體的同質性、牢固的行為規範、忠誠度及排外性中反映出來。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小撮緊密連繫的、需要互相支持的新
來港家庭 (Onyx and Bullen 2001; Putnam 2000)。

•搭橋型的社會資本 (Bridging SC)
•是指向外面對及聯繫社會上不同羣組(Putnam 2000)而產生的社
會資本。

•連結型的社會資本 (Linking SC)
•是指把社會上不同人士和群組與社會上具權力及有資源的人士和
群組連結起來。通過此連結，機構內部、社會，甚至地域內的文
化、價值觀及制度可被改變。



微觀層面

的網絡
(例如個人及家庭)

•家人及親友之間的連繫

•不同背景朋友的連繫

•與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

連繫……

中觀層面

的網絡 (例

如社區及工作單位)

•鄰居或工作伙伴的連繫

•社區與社區的連繫

•不同階層之間的連繫……

宏觀層面

的網絡
(例如整體社會)

•社會不同組成部分之間

的連繫

社會資本

資料來源： Halpem, Davi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27.

• 凝聚型社會資本
(Bonding SC)

• 搭橋型社會資本
(Bridging SC)

• 連結型社會資本
(Linking SC)





1.申請資格

2.專項申請與一般申請

3.評審準則

4.評審架構及程序

5.撥款模式及計劃監察

6.如何填寫計劃書

7.所需文件

簡介申請程序及評審準則



符合

非政府機構

私營及公共機構

不符合

個人

政府機構

1.申請資格



專項申請

• 「新公共租住房屋社區支援計劃」

•「居家安老 –共建認知障礙友善社區計劃」

一般申請

• 「凝聚及團結的社區」計劃

•「多元及共融的社區」計劃

2.專項申請與一般申請



專項申請
「新公共租住房屋社區支援計劃」此類計劃的申請機構需依從申請指引的要

求撰寫申請書
(請於www.ciif.gov.hk下載申請指引)

「居家安老 –共建認知障礙友善
社區計劃」

「居家安老 –共建認知障礙友善社區計劃」
專項申請將設有兩部分，讓申請機構因應
其計劃推展地區的區情而選用，此兩部分
申請包括：

• 「居家安老–共建認知障礙友善社區計
劃」(基礎版)

• 「居家安老–共建認知障礙友善社區計
劃」(加強版)

基金將就以上部分制定申請指引，讓各申
請機構依從 / 參考
(請於www.ciif.gov.hk下載申請指引)

http://www.ciif.gov.hk/
http://www.ciif.gov.hk/


一般申請
「凝聚及團結的社區」

 提升社區凝聚力及連繫地
區居民，以加強參加者對
社區的歸屬感

重要元素：

• 在社區中建立和提供聯繫的機會，讓參加者建
立信任和互動的關係；

• 在社區中提供準確及易於獲取社區信息的途徑；
• 推動參加者參與社區；
• 善用社區固有及未來的優勢。

「多元及共融的社區」

 推動社區共融

重要元素：

• 關注不同種族或背景人士 (例如：兒童和家庭、
年輕人、老年人和/或殘疾人士) 的需要和機會；

• 為不同種族或背景人士建立支援網絡；
• 促進對社區的文化和社會多樣性的尊重。



1.目標清晰，具發展社會資本的潛質

2.準確評估及回應社區需要

3.有效及創新的介入模式及連繫策略

三個範疇，十二項準則

3.評審準則

A. 對社會資本建立的掌握及應用 (共40%)



4.具策略性的活動安排，能有效達致計劃的預期目標

5.網絡不同持份者參與，有效發揮協同效應

6.具體及可量度的表現指標，並具備有效的評估工具及方法

7.推廣社會資本的方法

8.具持續與發展性及對社會資本建立的貢獻

9.合理的財政預算，具成本效益

3.評審準則

B. 計劃有效度 (共40%)



10.申請機構/組織的往績，領導才幹及推行優勢

11.機構的財務管理能力及穩健性

12.辨識危機/困難及應對能力

3.評審準則

C. 機構能力 (共20%)



1. 基金秘書處

• 核實資料，收集相關政府部門意見

• 根據評分，安排面見，進一步了解申請計劃

• 綜合分析，向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提交建議

2. 評審及評估

小組委員會

• 討論各項申請書，向基金委員會提交初步批核建議

3. 基金委員會

• 就評審及評估小組委員會的建議討論及作出批核

4.評審架構及程序



1.按計劃推行年期，以分期形式發放

5.撥款模式

2.計劃開始後一個月內發放第一期撥款



計劃監察 每半年 每年 指定時間

計劃收支報表 

固定資產登記表 

計劃員工薪酬表 

進度表現及評估報告(輸出量) 

年度審計報告 

進度表現及評估報告(輸出數
量及質量的文字報告)



計劃完成及表現報告 計劃完成後三個月內

終期審計報告 計劃完成後三個月內

最少兩次實地探訪 預約

財務監察探訪 預約

成效評估(前期及終期) 按計劃推行年期分為前期及終期進行

注意: 資助機構必須遞交該時段指定的報告及相關文件，並經秘書處核對無誤，才
可獲發放撥款。(第一個月發放的撥款除外)

5.監察模式



6.如何填寫計劃書

1.計劃基本資料

預計開始日期

申請金額(=第3部分)

參與人數(=附件三)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1社區特色及推行計劃的原因

評審參考﹕

準確評估及能夠滿足社區需要



客觀數據

基本資料（如：文化、人口結構、社區設施）

現有服務資源

社區/社群需要和特色

強項及優勢 協同效應

構思計劃：掌握社區/社群特色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2(B)策略圖

清晰顯示：協作模式、夥伴參與角色、策略、

建立的網絡和成效



構思策略圖
善用優勢

提供人力資本及
工作機會

提高評估計劃
成效的質素

連繫地區網絡

善用專業知識及網絡

共建人情味
社區

區議會
專業人士
或組織

政府部門

學者

商戶、
企業屋邨、

屋苑管理

醫護團體

社福機構

街坊、
居民組織、
互委會

學校、
家長教師會

了解社區需要
和居民潛質

居民主導性、
自發性高

注入醫護知識

聯繫學生
和家庭的基地

促進鄰里關係的平台

掌握社區民情及龐大動員力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2(C)計劃目標及介入策略

評審參考﹕

目標清晰，具發展社會資本的潛質



•針對社區需要
•客觀數據支持
•與現行服務有別(增值成效)
•機構/社區強項—現有網絡的優勢
•價值觀、社區文化、社會制度改變

制定明確目標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2(C)計劃目標及介入策略

評審參考﹕

有效及創新的介入模式及連繫策略



•與社會資本的關係
•充能為本
•項目連貫性
•建立網絡
•跨界別協作

切入點明確及推行手法有創意



下載Excel表格填寫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3介入策略的項目推行詳情及預期輸出量

評審參考﹕

具策略性的推行項目及活動安排，能有效達致計劃的預期目標



附件三：項目推行詳情及預期輸出量(Excel表格)

須按策略數目填寫每一頁及

「其他輸出量數據統計」



介入策略：與申請表2.2(C)相同

1. 具體活動內容

2. 階段性進展

3. 每半年舉辦之次數及節數

4. 每節實際參與人數

推展歷程描述：



例: 每節活動實際參加者人數為20

部分曾參與其他活動(與A2重複)

新屋邨計劃

例: 此半年共15名新增參加者

如何填寫「輸出量」：

1. 不同活動之間的人數不重複顯示

(同一名義工/參加者參與多個活動，只須於其中一個活動顯示

為新增人數)

2. 角色轉化的參加者：不重複計算為義工

故部分活動的新增人數可以是0



屬於自動計算之項目 請自行填寫：持續探訪之總節數

如何填寫「節數」：

該活動每半年的總節數

(例如：每半年舉辦1次共6節的小組顯示為6節)

持續性質的配對探訪：可逐戶計算節數

(例如： 20組義工持續每月探訪1戶配對家庭或提供支援＜或20組家庭配對互訪＞每半年為( 20組*6次) =120節

大型關懷探訪：

(例如：每兩個月安排不同團體義工探訪長者每半年=3節)

370 1502 6700 1380

1080

2460



「其他輸出量數據統計」

須與策略/推行項目互相呼應



2.4成效評估

(A) 計劃整體社會資本成效

所有計劃適用，無須填寫



2.4成效評估 (B) 計劃目標

評審參考﹕

須具體及可量度的表現指標

具備有效的評估工具及方法



•具體、客觀及可量度

•清楚列明預期成果

•與社會資本的關係清晰

•可持續的網絡、充能效果

表現指標及預期的社會資本成果



須同時填寫附件三

「本計劃與申請機構/協作夥伴機構之利益披露表格」

6.如何填寫計劃書

一般協作夥伴

關鍵性協作夥伴：
與計劃協作模式一致
須參與跨界別協作平台

2.5 協作夥伴資料

評審參考﹕

網絡不同持份者參與，有效發揮協同效應



2.6 推廣社會資本的方法

評審參考﹕

宣傳及推廣社會資本方法的有效度

2.7 持續發展方案

評審參考﹕

具持續與發展性，及對社會資本建立的貢獻



•網絡之持續發展及階段性部署

•具體支援/承托(如：場地、培訓、物資）

•當家作主

•持續的跨界別協作

•社會資本項目及成果主流化

構思持續發展方案



•協助或承接義工小組、互助小組或網絡
•支援：場地、培訓、擔任顧問等

構思持續發展方案

發掘資源：



6.如何填寫計劃書 2.10 建議的人手安排及

相關資歷



須同時填寫附件二「計劃預算收支明細」

3 財政預算

3.1收入支出預算表

評審參考﹕

合理的財政預算，具成本效益



附件二「計劃預算收支明細」

家具及設備：項目單一價格
少於$1,000，納入活動開支
或運作開支

機構額外資助員工的薪酬和
福利不屬類為計劃收入



活動開支：包括場地租用；須
列明物資的詳細類別；
節數須與附件三相符

運作開支須顯示詳細計算方法

附件二「計劃預算收支明細」



月薪：
加薪幅度不可高於政府按年公佈的
薪酬調整幅度

強積金上限：$1,500

附件二「計劃預算收支明細」



6.如何填寫計劃書

3.2 其他撥款

有否申請其他基金或資助



評審參考﹕

機構的財務管理能力及穩健性



確保文件齊備，否則不予受理 (申請書第5部)

7.所需文件

申請表格正本一份，包括：
填妥每一欄所需資料
主席或總幹事於第6項「申請人聲明」及附件四簽署及蓋印；
附件一：新屋邨資料（如適用）
附件二：計劃預算收支明細
附件三：介入策略的項目推行詳情及預期輸出量
附件四：本計劃與申請機構／協作夥伴之利益披露表格

申請表格副本兩份（包括附件一至四）；

電子檔案（已儲存申請表格和所有附件）；
機構或組織按相關條例之註冊文件影印本；

機構最近一年的審計報告或經核證的管理帳目（管理帳目必須包括
1) 收支帳／損益表，2)資產負債表／財務狀況表）；

獨立研究建議書（如申請研究及評估費用）；及

有關申請計劃書的其他附加資料（如適用）



全套申請文件須送交﹕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秘書處

香港鰂魚涌海灣街一號

華懋交易廣場4樓401-402室

請留意基金網頁公佈申請截止
日期及申請結果日期。



提問摘錄

請閱：常見提問 FAQ





基金網頁
www.ciif.gov.hk

資料下載

 表格及申請指南（社會資本發展計劃＞申請辦法）

 申請簡介影片（社會資本發展計劃＞簡介會及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