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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向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就「檢討幼兒照顧服務」提交的意見 
(2018年 1月 13日) 

香港的資助日間幼兒照顧服務雖然發展多年，但不少父母一直反映服務未能滿足他們

的需要，特別是雙職及基層家庭。現時服務欠缺具體規劃標準，衍生各種問題，包括

服務數量及可達性均不足，同時收費與社會經濟情況脫節、質素標準過時、透過義工

提供的幼兒照顧計劃也未能令家長安心使用。幼兒照顧服務為高危家庭及兒童提供預

防、及早識別及介入的優勢亦未被善用。家長和業界均期待「幼兒照顧服務長遠發展

研究」可探討問題根源，並提出政策更新及服務發展的具體建議，以下將詳述有關問

題並提出跟進建議。 

1 資助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現存問題： 

1.1 服務欠缺具體規劃標準 
按現行規劃標準，幼兒中心專為未滿三歲的兒童提供照顧及訓練服務。有關

設施的提供「將視乎個別地區的估計需求、社會經濟情況、地區特色，以及

所提供的其他幼兒支援服務而定」。至於政府如何估算需求及考慮各區社會經

濟情況及特色，以決定是否提供幼兒中心或其規模、數量等，規劃標準並無

訂明，以致不是每區皆有服務，且對服務的供應量沒有承諾。 

1.2 服務數量不足 
現時全港共有約 7,000個資助幼兒中心名額，其中資助獨立幼兒中心（0-2歲
照顧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的平均使用率自 2011/12年起，一直維持在 99%或
以上，輪候人數也眾多，反映服務早已供不應求，規劃機制卻未有發揮應有

功能；此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以義工支援形式為 0-9歲兒童提供照顧
服務，但全港名額只有 954個，雖然計劃定位並非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但在
幼兒中心服務嚴重不足下，不少家長（特別是基層家庭）實際上只能靠義工

保姆為幼兒提供長期照顧。 

1.3 可達性不足 
現時全港只有 12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 738個名額（大部分服務 0-2
歲），有 6個地區（包括南區、離島、觀塘、黃大仙、西貢和大埔）沒有這類
中心。即使政府將於 2018-19年度起，分階段在北區、觀塘區、葵青區和沙
田區額外提供約共 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額，屆時仍將有 4區沒有相關
服務。 

1.4 幼兒中心收費與社會經濟情況脫節 
幼兒中心服務只獲政府提供少量資助，大部份營運收入來自收費，現時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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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幼兒中心 0至 2歲服務月費中位數高達 5,537元1，超出一般家庭負擔能

力；以收入達中位數的 3人家庭為例（月入約 31,000元2），並不合乎「幼稚

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申請資格，如需使用幼兒中心服務，便需動用

約五份之一的家庭收入（18%），就是在貧窮線下的家庭也未必能得到全額資
助3，令有需要的家長難以使用服務。 
按本會「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所得，「貧窮住戶」4（約 8
成以母親為主要照顧者）超過一半表示現時的照顧模式對家庭經濟狀況造成

壓力；「低收入住戶」5（約 7成以母親為主要照顧者）也有 38.8%表示面對
家庭經濟壓力，由此可見，基層家庭面對著履行照顧兒童的責任和滿足經濟

需要的兩難但卻得不到協助。 

1.5 幼兒中心的質素標準有待提升： 
現時幼兒中心的服務質素（包括主管及幼兒工作員的註冊、最少職員人數規

定、行為準則（禁止體罰、吸煙等）、處所的安全衛生、兒童人均樓面面積、

家具設備、為幼兒提供的活動及照顧、膳食等）主要透過《幼兒服務條例》

及社會福利署《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監管（後者指適用於受資助服務）。可是

不少標準已經過時，例如對照顧人手比例的要求，未滿 2歲的兒童為 1:8，2
歲或以上為 1:14，與最近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將 3-6歲的師生
比例提升至 1:11）並不協調，其他如兒童人均樓面面積及環境設施等，亦需
要按社會發展而改善。 

1.6 透過義工提供的幼兒照顧計劃未能令家長安心使用 
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以義工支援形式為 0-9歲兒童提供照顧服務，其中大
部分名額以家居照顧形式提供，服務質素的保證主要靠營辦機構向保姆提供

培訓及定期家訪進行監察，實在非常有限，尤其年幼兒童難以清楚表達需要

及保護自己，存在一定風險。按本會進行的「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

務」研究所得，不少家長關注計劃由義工保姆為幼兒提供照顧，難以保證質

素及穩定性，可能對幼兒成長帶來負面影響。 

1.7 未有善用幼兒照顧服務作預防、及早識別和介入的平台 
近年幼兒受虐問題愈趨嚴重，根據社署資料，從 2013年至 2016年，0-2歲受
虐個案佔新呈報虐兒個案的比率由 7%大幅上升至 18%；2016年 0-5歲受虐
個案亦佔所有新呈報虐兒個案的 3成：	

																																																								
1 社會福利署幼兒中心督導組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的資料。 
2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7年 7月至 9月）。 
3	以 2017/18學年，三人及四人家庭申請人為例，可獲收費減免的門檻約等於相關住戶入息中位數的
80%，全額資助的門檻則為相關住戶入息中位數的 45-50%。 
4	有關貧窮、低收入、高收入住戶的定義，見本會「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報告第 103
頁：http://www.hkcss.org.hk/uploadfileMgnt/0_2015713144128.pdf。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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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6年按年齡劃分新呈報虐兒個案數目 

年齡 2013 比率 2014 比率 2015 比率 2016 比率 

0-2 70 7% 81 9% 92 11% 158 18% 

3-5 104 11% 113 13% 100 11% 104 12% 

6-8 181 19% 178 21% 179 20% 153 17% 

9-11 179 19% 161 19% 174 20% 172 19% 

12-14 275 29% 217 25% 209 24% 194 22% 

15-17 154 16% 106 12% 120 14% 111 12% 

總數 963 100% 856 100% 874 100% 892 100% 

現時「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藉著加強教育局、衛生署、醫院管理局及社

會福利署的溝通和合作，及早識別和處理高危孕婦、產後抑鬱的母親、有社

會服務需要的兒童及家庭、以及有健康、發展及行為問題的學前兒童；服務

自 2005年推行至今，業界認同及早識別及早介入的政策方向，唯一直擔憂倚
重母嬰健康院作為主要及早識別及服務轉介平台的成效：首先幼兒由一歲半

起已完成大部份的免疫接種，絕少再到訪母嬰健康院，而「先由母嬰健康院

取得家長同意，接受服務轉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再由綜合服務中心聯絡

家長，得到家長同意後再提供服務」的多重關卡，往往難以接觸到危機最大

的個案，期望有需要家長自行求助之服務模式極為被動；因此建議強化幼兒

中心支援家庭及保護兒童的專業功能，設立幼稚園/幼兒中心到校社工（可參
考「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模式），以充分發揮預防、及早識別和介入

的功能。 

2 對「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的期望： 

面對上述問題，家長和業界均期待政府正進行的「幼兒照顧服務長遠發展研究」可

探討問題根源，並提出政策更新及服務發展的具體建議，包括回答以下問題： 

2.1 全面評估現代家庭的幼兒照顧需要： 
根據政府相關文件，是次研究將「推算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需求和供應情

況」，本會認為研究必須先就政府幼兒照顧政策目標及服務定位作出建議，並

按此評估家庭對各種現存及未有的幼兒照顧服務的需要，而不僅是量度目前

家長對幼兒服務的表達需求。 

2.2 政府在幼兒照顧的角色： 
根據政府相關文件，是次研究也會就「政府及私營機構在提供日間幼兒照顧

服務方面的角色」提供建議，以下列出本會認為研究建議必須涵蓋的範疇，

及本會就有關範疇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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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就政府角色的建議 
須涵蓋的範疇 本會的意見 

2.2.1 政府幼兒照顧政策目標及服
務定位 

s 為幼兒提供優質培育以盡展潛能 
s 讓不同社經背景的幼兒得到平等發
展機會 

s 支援家庭培育幼兒 
s 為婦女/全職照顧者投入職場提供真
正選擇 

2.2.2 幼兒中心的規劃標準及機制 s 基於更新政策目標及服務定位，增
設以 0-3歲幼兒人口為基礎的合適規
劃標準。 

2.2.3 幼兒中心的更新質素標準 s 與免費優質幼稚園政策看齊，改善
幼兒照顧服務的人手比例，照顧 0-2
歲幼兒的職員人數由 1:8 改為 1:4，
照顧 2-3歲則由 1:14改為 1:10。 

2.2.4 以義工支援形式提供的照顧
服務的定位及質素監管機制 

s 應清晰界定以義工支援形式提供的
服務的定位（建議只提供暫時／短
期服務）； 

s 分析各種質素監管機制（包括將義
工保姆職業化及設立發牌制度）的
利弊、可行性及作出建議。 

2.2.5 幼兒中心/幼稚園作為預
防、及早識別及介入平台的

角色及所需資源 

s 大幅增加 0-2歲幼兒中心服務名額 
s 設立駐幼兒中心/幼稚園社工服務，
透過與家長直接自然的接觸、無標
籤的求助模式，更有效識別及支援
高危及有需要的家庭，及發揮保護
兒童的功能。 

3 建議 

「幼兒照顧服務長遠發展研究」自 2017年 4月開展至今，業界（包括管理層、前
線同工及服務使用者）主要獲邀參與於 4月 5日舉辦的諮詢會，及 11月舉辦的焦
點小組及使用者問卷調查，就幼兒照顧服務的表達意見。此外，在 4月舉行的諮詢
會上，研究團隊曾表示會於 2017年 4、8和 12月分別提交初期、中期和總結報
告，但政府未有公佈報告內容，只表示預計研究需於 2018年第一季才可完成。業
界對於研究是否能夠回應上述期望感到憂慮，本會建議： 
3.1 政府應盡快公佈研究的初期及中期報告，並舉辦公眾及業界參與活動，聆聽

持份者就報告的反饋； 
3.2 研究團隊盡快諮詢公眾及業界就幼兒照顧服務政策目標、政府角色等宏觀議

題的意見； 
3.3 研究團隊從已整理的外國經驗，提出一些可參照而本港未有的政策措施及服

務，徵詢公眾及業界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