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十四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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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五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最近有組織就社會企業進行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及

２００９年分別只有２７.１％、２２.９％及３０.５％的受訪社會企業錄得盈

利，而在調查期間，更有約４０間（即１６％）的社會企業結束了業務。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現時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措施；有否就這些措施的成效，以至整體推動社

會企業發展的策略作檢討；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新成立的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的工作目的、方向和時間表；

政府會如何落實諮詢委員會的建議；諮詢委員會會否就整體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

策略作出檢討及提出新的建議？ 

 

答覆： 

 

主席： 

 

（一）政府主要循加深公眾對社企認識、促進跨界別合作、培育社會企業家和加

強支援社企四方面推動社會企業（社企）發展。 

 

  加深公眾對社企認識 

 

  我們在２００６年推出社企專題網站，提供與社企相關的資訊。在地區層

面，我們舉辦展銷日、招聘日、交流會和嘉年華會等活動宣傳社企，並安排社企

在合適的場合如工展會、食品嘉年華及東亞運動會煙花匯演等，參與展銷活動，

展示產品或服務。為協助社企發布銷售資訊，我們印製社企優惠券，在超過３０

０個民政事務總署（民政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場地免費派發。我們亦

會安排傳媒訪問社企，以及印製社企小冊子，介紹社企的經營模式和社會目的。 

 

  促進跨界別合作 

 



  民政署在２００８年推出「社會企業伙伴計劃」，通過配對平台和社會企業

師友計劃，提供一個促進伙伴合作的平台。配對平台至今已成功伙拍約２０個跨

界別合作的社企計劃。而師友計劃亦反應良好，已為超過１５組社企營辦者及商

業機構／專業人士作配對。 

 

  培育更多社會企業家 

 

  為了向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我們自２００７年起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舉辦

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目的是培養更多人才，為社企發展注入新力量。２００９

年度的比賽已於本年２月結束，我們現正與中文大學商討２０１０年的合作計

劃，以發掘及培養更多有潛質的社會企業家。 

 

  向社企提供支援 

 

  政府在２００６－０７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１億５千萬元，在其後５件年加

強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協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自力更生，包括為社會企業提

供援助。民政署自２００６年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協作計劃），

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種子基金，資助社企初期的營運。協作計劃自推出以來已審

批７期申請，共撥款約１億元給約１００個新的社企項目，為弱勢社群創造約１,

６００個工作職位。能否錄得盈利並不是評估社企成效的唯一準則。根據獲資助

社企提交的進度報告，批出項目中約有三分之二達到甚或超越其計劃書訂定在銷

售額及利潤等方面的目標。至目前為止，共有５３個項目的資助期已屆滿，除了

５個社企考慮到業務表現未達預期目標而決定停辦外，餘下的仍繼續營運。協作

計劃五年期將在明年完結，我們現正檢討協作計劃的成效。 

 

  政府亦在２００８年推出先導計劃，讓多個社企在優先競投的安排下成功投

得１６份政府清潔合約，總值約６６０萬元，帶來超過１５０個工作職位。政府

在２００９－１０年度繼續推行這項計劃，讓社企優先競投５３份政府合約，範

圍由清潔擴展至園藝服務，結果社企成功投得３２份合約，總值達１,１００萬

元，創造超過２００個就業機會。 

 

  經過政府數年的努力，市民對社企已經有一定認識，不少民間組織更會自發

成立或推動社企。政府會不時檢討社企發展的政策，以配合社會需要。 

 

（二）社會企業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於２０１０年１月成立，其職能包括: 

 

－ 就制定政策及策略以支援香港社會企業持續發展，向政府提供意見； 

 



－ 就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計劃／活動，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監察有關計劃／活

動的推行情況； 

 

－ 加深各持分者的認識，並鼓勵各方更緊密合作，以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以及 

 

－ 就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 

 

  諮詢委員會於本年三月召開了首次會議，委員聽取了政府現行發展社企的政

策和措施，並就他們對諮詢委員會工作的期望及未來會議探討的主要議題交換意

見。我們現正整合委員提出的意見，並計劃於２０１０年第二季召開第二次會

議，進一步討論委員提出的建議。此外，委員會也會因應「伙伴倡自強」社區協

作計劃的檢討提供意見。 

 

 

完  

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