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就「積極發展社會企業」議案的開場發言（只有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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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許曉暉今日（七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馮檢基議員動議辯論「積極發展社會企業」議案的開場發言：  

 

主席: 

 

  多謝馮檢基議員就「積極發展社會企業」提出的議案，以及黃成智議員和潘

佩璆議員提出的修定動議。 

 

  社會企業（社企）是透過企業家思維去經營一盤生意，利用商業策略達致其

社會目的，從自負盈虧及持續經營所賺取的利潤，主要用作再投資於本身的公益

目標，以創新的構想融入商業運作模式，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鼓勵社企在香港成立和發展，是我們其中一項重要工作。近年雖然社會對社

企的認識逐步加深，但仍有不少人對社企認知有限，以為社企就是依靠政府資助

的福利事業，或只限於社會福利機構營辦。實際上，社企現時在香港的發展是百

花齊放，既有政府透過剛才幾位議員提及的基金支持，支持初期營運的社企，亦

有商業或慈善機構，以至個人投資的社企，並開始有外地的社企在香港發展。 

  

  特區政府推廣社企的第一步，是加深普羅大眾對社企的認識。我們一直致力

宣傳推廣工作，設有以社企為專題的網站，提供與社企相關的資訊。亦在地區層

面推廣社企，宣傳社企的服務及產品，例如我們分別在過去三屆工展會，以及在

二○○九年的香港食品嘉年華，安排社企設立攤位作展銷。此外，我們也安排傳

媒採訪社企及製作社企小冊子，介紹社企的成功故事。 

 

  社企跟其他企業一樣，創業初期營運較艱難。由於社企在香港仍屬較新概

念，民政事務總署在二○○六年推出「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協作計劃），

不僅為新成立的社企提供種子基金，支持它們的初期營運，還為申請者審核營運

計劃和提供意見，為社企營造更有利環境，鼓勵夥拍擁有社企經驗的人士開設社

企。協作計劃的第一至第七期共批准約 100 個新的社企項目，涉撥款總額約 1

億元，創造約 1,600 個就業職位。 

 

  現時部分社企未能持續發展或賺取利潤，多是因其商業模式並不可行，致無

法持久經營，難以吸引個人或商業投資者投放額外資源，這種情形某程度也反映

營運者缺乏營商經驗。針對上述情況，我們積極推動跨界別合作，加強社企的營

運實力。民政事務總署在二○○八年推出「社會企業伙伴計劃」，更有系統地促



進跨界別合作，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我們透過配對平台穿針引線，讓商業機構與

非政府機構夥拍為合作伙伴成立社會企業，或促成有意提供支援的商業機構與社

會企業合作。合作形式多樣化，例如由商界向社企外判某些工作、提供優惠租金、

與社企分享營商網絡等。 

 

  此外，我們亦鼓勵商界參與社企師友計劃，登記成為義務導師，向社企提供

專業和營商建議。計劃推出以來，已成功夥拍超過 20 個跨界別合作的社企計劃，

亦透過師友計劃為 18 組社企營辦者及商業機構／專業人士作配對。 

 

  要令社企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向年輕一代推廣社企精神，發掘更多有潛質的

年輕社會企業家。自二○○七年起，我們每年在大專院校舉辦社企商業計劃書撰

寫比賽，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顯示社企概念在學界日漸普及，我們培育年青社

企家的工作亦向目標逐步邁進。 

 

  為進一步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民政事務局更於今年年初成立「社會企業

諮詢委員會」，協助制定及完善有利社企發展的政策措施。 

 

  以上是政府就推動社企發展，包括推廣公眾教育和社企產品服務、提供財政

支援以協助社企成立、推動跨界別合作以加強社企的管理營運能力、培訓社企精

神和人才等方面的工作。我們歡迎各位議員就這些範疇向我們提供寶貴意見，稍

後我會再作回應。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７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