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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 

 

區訪－觀塘 

 

 

目的  

 

本文件介紹觀塘的社區概況、爲該區居民提供與紓緩

貧 困 有 關 的 服 務 ， 以 及 該 社 區 的 一 些 優 勢 及 所 面 對 的 一 些 挑

戰，以供委員會成員在四月二十九日到觀塘區訪時參考。 

 

 

區訪的背景 

 

2. 四月十一日扶貧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席上，與會人士同

意，天水圍區訪對加深委員會對扶貧的認識及研究扶貧措施方

面，包括如何推動以社區爲本的方向，甚爲有用。與會人士對

元朗區扶貧工作小組的工作表示歡迎，但明白不同地區在加強

地區協調及處理區內事務時，或會採用不同的模式。與會人士

同意進一步到觀塘區 (四月二十九日 )及深水區 (五月五日 )

進行區訪。 

 

 

社區概況 

 

3. 觀塘是香港首批星城市之一，早於六十年代已開始興

建公共屋，當時政府在觀塘沿岸一帶進行大型填海工程，以

提供工業用地。過去十年來，生產線轉往內地及海外地區，使

觀塘工業區逐漸演變爲現時的工商業中心。雖然工業區部分範

圍已重新發展爲現代化的辦公大樓，但工業區大部分地方仍有

舊式工業大廈，這些建築物很多已轉爲辦公室及貯物倉。觀塘

區其餘的範圍主要爲住宅區，而一些較舊型的公共屋如牛頭

角現時仍在進行重建。舊式工廠大廈加上舊式公屋，令觀塘

區給人“舊區＂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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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觀塘是全港第三大區域，發展迅速。觀塘區的人口超過

57 萬，預計到了二零一零年，人口會增至約 65 萬。觀塘區常

被認爲是一個“窮區＂，因其家庭住戶月入中位數在二零零四

年爲港幣 13,100 元，與全港數位港幣 15,500 元相比，是全港

第三個家庭住戶月入中位數最低的地區。觀塘區的長者人口在

各區中亦是最多的，因此亦被認爲是一個較爲“老＂的地區。

長者占該區人口的 16.3%(高於長者平均占全港人口的 11.7%

的比率 )，但 15 歲以下人士只占該區人口的 13.9%(低於 15 歲

以下人士平均占全港人口 15.2%的比率 )。該區接近 61%的人口

居於公屋， 16%居於居者有其屋計劃房屋，只有 23%居於私人

屋苑。 

 

 

觀塘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個案概況摘要 

 

5. 截至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八日，在全港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 )的個案中，觀塘區占 11.7%(34 561 宗 )。按個案類

別分析，觀塘區的綜援個案過半 (56.6%)爲六十歲或以上長者

個案。實際上，在全港各區中，觀塘區上述類別個案數目最多，

其中，27.4%的個案(5 363 宗 )集中在秀茂坪區。 

 

6. 截至二零零五年二月二十八日，區內共有 4 920 名失業

綜援受助人，占同期全港總數的 10.6%。在這 4 920 人中，53%

缺乏工作技能， 16.6%是“三行＂工人。超過七成的綜援受助

人是中年人士，年齡介乎 40 至 59 歲，過半的教育程度爲小學

或以下。 

 

7. 爲協助及鼓勵綜援受助人找尋工作，社會福利署(社署 )

在一九九九年推出自力更生支援計劃，透過觀塘區內四間社會

保 障 辦 事 處 的 就 業 援 助 主 任 及 就 業 發 展 主 任 提 供 積 極 就 業 援

助，鼓勵失業的綜援受助人尋找工作，並爲他們配對適合的職

位空缺。此外，還委託 7 個非政府機構推行 10 項「深入就業

援 助 計 劃 」， 每 年 爲 不 少 於 700 名綜 援 受 助 人 及 准 綜 援 受 助

人，提供適切的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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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的社會服務 

 

8. 觀塘區的社會服務包括 4 個核心範疇，即安老服務、家

庭及兒童福利服務、兒童及青少年服務，以及康復服務。一般

來 說 ， 個 別 核 心 服 務 的 院 舍 照 顧 設 施 是 按 全 港 整 體 需 要 而 規

劃。至於社區支援服務方面，則通過服務重整、資源重新調配

或社署與非政府機構轄下各服務單位的緊密協作，爲區內的特

定物件提供服務。 

 

9. 在觀塘區，通過服務轉型及彙集資源，在二零零四年十

月成立了 6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當中 4 間由社署及 2 間由非

政府機構營辦 )，爲個人及家庭提供“一站式＂及方便使用的

預防、支援和補救服務。區內亦有爲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廣泛的

支援服務，包括家庭危機支援中心的臨時避靜服務、家庭生活

教育、支援小組、經濟援助、熱線服務，以及爲來自極需照顧

的家庭的兒童及青少年提供住宿照顧服務。針對 6 至 24 歲的

兒童及青少年，區內設有 2 間兒童及青年中心及 12 間綜合青

少年服務中心，提供以中心爲本的服務、外展社會工作及學校

社會工作服務，以切合兒童及青少年的各種需要，協助他們面

對在成長過程中 /或由於環境和情況轉變出現的各項挑戰及困

難 。 此 外 亦 有 爲 長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一 系 列 社 區 支 援 及 院 舍 服

務，使長者在社區安享晚年，詳情請參閱下文第 22 至 25 段。 

 

觀塘的教育服務 

 

10. 在二零零四/零五學年，觀塘有 27 間中學、41 間小學、

3 間特殊學校及 51 間幼稚園。觀塘是個較舊的社區，對學前

教育的需求正逐漸下降。 

 

11. 很多從內地來港的新來港人士居住在觀塘，在二零零一

年人口普查中，觀塘區的新來港人士的數目名列第四。爲協助

新來港兒童適應本港的環境及學習方式，教育統籌局委託非政

府機構爲這些兒童開辦適應課程。政府並爲學校提供校本支援

計劃津貼，以資助舉辦教育計劃 /活動，協助新來港兒童追上

本港的學習水平，特別是在英語學習的水平。在二零零三至零

四學年，就讀該區小學和中學的新來港兒童分別有 337 名及

287 名。而在二零零四至零五學年第三季，觀塘區共有 77 名

新來港兒童參加政府委託非政府機構開辦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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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求職者提供的就業服務 

 

12. 觀塘區二零零四年的失業率爲 8%，在 18 區中排行第

六。勞工處在本港設立 10 個就業中心，其中一個位於觀塘。

爲了協助求職人士搜尋職位空缺資料庫，勞工處在社會福利署

於觀塘的 4 個社會保障辦事處設置職位空缺搜尋終端機，另一

台 終 端 機 會 在 四 月 底 之 前 設 置 于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13. 勞工處間或在東九龍舉辦推廣活動，例如在二零零四年

十一月四日於鑽石山荷李活廣場舉行再培訓及招聘博覽，另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四 月 十 三 日 及 十 四 日 于 鄰 近 將 軍 澳 厚 德 商 場 舉 行

爲 期 兩 天 的 展 覽 。 求 職 人 士 亦 可 利 用 勞 工 處 的 網 站 及 電 話 服

務。 

 

14. 勞 工 處 推 出 “ 中 年 就 業 計 劃 ＂ ， 這 項 計 劃 旨 在 透 過

針 對 性 的 就 業 服 務 及 在 職 培 訓 ， 協 助 中 年 求 職 人 士 找 尋 穩

定 的 工 作。年 滿 40 歲 並 已 于 勞 工 處 登 記 的 求 職 人 士，均 有

資 格 參 加 有 關 計 劃 。 每 名 求 職 人 士 完 成 在 職 培 訓 後 ， 參 與

計 劃 的 雇 主 將 獲 培 訓 津 貼，金 額 爲 每 名 求 職 人 士 每 月 1,500

元 ， 爲 期 不 超 過 3 個 月 。  

 

 

觀塘的公共屋  

 

15. 現時，觀塘有 26 個公共屋及 19 個居者有其屋計劃/

私人機構參建居屋計劃屋苑，共提供約 136 000 個租住及資助

房屋單位。油塘區約 3 000 個原本按居者有其屋計劃興建的單

位，將會用作紀律部隊人員宿舍，暫定可在二零零五年六月入

夥。位於觀塘西的彩雲道及佐敦穀發展計劃則會在二零一零年

時，爲約 39 000 人提供全新的公屋單位。 

 

16. 爲協助公屋的低收入住戶，房屋委員會在一九九二年推

出租金援助計劃。根據有關計劃，合資格的住戶會獲減免一半

租金，有關資格將每年檢討。現時觀塘區約有 2 400 個公屋家

庭在租金援助計劃下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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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內的設施 

 

17. 觀塘設有多項由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管理的康

樂及文化設施，主要設施包括兩個游泳池、8 個室內康樂中心、

12 個公園及遊樂場、5 個公共圖書館及 7 個流動圖書服務站。

民政事務總署亦管理 8 個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主要供區內居

民組織及非政府機構籌辦社區參與活動。 

 

 

主要優勢 

 

18. 雖然觀塘往往被視爲一個較“窮＂及“舊＂的區域，但

實際上該區密集的公共屋提供了一個有利的客觀環境，讓

內的互助委員會及業主委員會積極參與社區事務，並因此建立

良 好 的 地 區 支 援 網 路 。 觀 塘 亦 有 不 少 歷 史 悠 久 的 地 區 居 民 組

織，這些組織有助培育居民對觀塘區的歸屬感及社區精神。 

 

19. 觀塘區早已奠定良好的跨界別協作及夥伴關係。社會福

利署透過轄下的家庭及兒童福利、青少年、安老及康復服務，

以及推廣義務工作服務協調委員會 /地方委員會，協調地區社

會 服 務 。 這 些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來 自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 非 政 府 組

織、觀塘區議會、服務使用者、醫療專業及區內居民組織。這

些委員會成爲非常有用的平臺，讓參與成員就區內的福利事務

交換意見。事實上，參與的成員一直充分利用這些平臺，進行

跨界別及跨專業的合作，在不同範疇聯合展開計劃，特別是二

零零三年對抗非典型肺炎期間，更顯各界團結一致。 

 

 

主要挑戰 

 

20. 根據最近的統計數位，觀塘面對的主要挑戰爲: 

 

(a) 觀塘的長者人數是全港各區最多的；就長者人口與地

區整體人口的比例而言，則在 18 區中排行第二; 及  

 

(b) 觀塘的家庭暴力個案數目，屬全港第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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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說明社區面對的兩大挑戰，即長者人口集中及家庭暴力數

位較高，以及地區人士採取的對策。 

 

 

長者人口集中 

 

21. 觀塘是全港長者人口最多的地區(93 330 人 )，區內超

過一半的綜緩個案爲六十歲或以上長者個案 (19 547 宗 )，約

49 505 名長者領取高齡津貼或高額高齡津貼。爲解決區內長

者的需要，社署的觀塘區福利辦事處與營辦安老服務的非政府

機 構 及 醫 療 界 合 作 ， 有 策 略 地 爲 長 者 提 供 不 同 形 式 的 支 援 服

務。 

 

22. 對於居住在社區內的長者，觀塘設有 4 間長者地區中

心、14 間長者鄰舍中心及 12 個長者活動中心，提供輔導服務、

教育及發展活動、社區資源資訊及轉介中心、義工發展、護老

者支援服務、社交及康樂活動、膳食及洗衣服務，和偶到服務

(drop-in service)等，以切合社區中的健康及體弱長者的需要。 

 

23. 對區內的體弱長者來說，非政府機構共營辦 5 間長者日

間護理中心，提供以中心爲本的日間照顧和支援服務，幫助體

弱及癡呆症長者維持最佳的活動能力，發展他們的潛能，改善

他們的生活質素，以儘量協助他們在家中安享晚年。這些體弱

的 長 者 也 可 獲 得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 的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隊 及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支援，從而讓他們在社區生活，並

學習有關方法，以適應轉變中的健康狀況和避免過早接受院舍

護理服務。 

 

24. 至於社區中極需照顧的長者，長者地區中心透過專責的

長者支援服務隊，運用主動及外展方式，已連系了區內 5,800

有需要長者，這些長者包括獨居、缺乏家庭支援 /社區網路 /

社區資源知識、健康欠佳、有經濟困難或居住環境欠佳。長者

支 援 服 務 隊 的 長 者 義 工 及 社 工 會 定 期 聯 絡 這 些 亟 需 照 顧 的 長

者，以確定及檢討他們的需要。長者支援服務隊將繼續在這方

面與社署及區內人士合作，加強網路工作，支援這群長者。 

 

25. 對那些並非依靠綜援生活但經濟條件有限的長者，長者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的 營 辦 者 亦 會 豁 免 或 減 少 有 關 長 者 參 與 或 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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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而所需支付的費用。此外，有關方面亦會向有需要的長者

提供實物援助及一筆過的經濟援助。 

 

 

家庭暴力 

 

觀塘區家庭暴力問題 
 

26. 二零零四年的有關數位顯示，觀塘的新舉報虐待配偶個

案，在全港名列第三。二零零三年觀塘有 227 宗新舉報個案，

二零零四年增至 255 宗，其中 85.5%是身體虐待，11.4%是多

種虐待。雖然處理家庭暴力問題並不能直接被視爲扶貧措施，

但家庭暴力是一個極度複雜的社會問題，當中牽涉個人及社會

因素，並可能爲受虐者或其他家庭成員帶來嚴重的傷害。爲加

強對家庭，特別是那些高危家庭的支援，觀塘區福利辦事處採

取三管齊下的方式，通過跨界別及各方面的合作，提供專門服

務及危機介入、支援服務，以及預防措施。 

 

增強支援以打擊家庭暴力 
 

27. 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東九龍 )負責處理觀塘區

大部分的虐待配偶個案，爲高危家庭提供一系列綜合服務。除

了該課提供的專門服務外，區內 6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會爲

有危機的家庭、有潛在危機的家庭、或有非高危家庭暴力問題

的家庭提供援助。在這方面，該課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專

業支援，並於二零零四年，爲區內不同人士舉辦共 23 個訓練

活動，物件包括學校人員、醫務人員、社工及警務人員。 

 

28. 社署觀塘區福利辦事處瞭解到在預防及對付家庭暴力

方面，不同政府部門、專業人士及非政府機構的通力合作至爲

重要，亦經檢討區內的諮詢機制後，自一九九八年起成立觀塘

區家庭及兒童福利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工作，是統籌區內

的家庭和家庭暴力的服務，及推行連串的活動，包括以「凝聚

家庭 •齊抗暴力」爲主題的地區宣傳活動，加強地區居民對這

課題的認識。自二零零五年三月起，觀塘區福利辦事處亦成立

觀塘區處理家庭暴力地區聯絡小組，成員包括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警方及區內 6 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代表，加強地區協

調，以更有效的方式解決家庭危機及暴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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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別合作以增強對高危人士的支援 
 

29. 爲更積極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社署觀塘區福利辦事處在

二零零四年七月推行“觀點＂－地區福利聯會試驗計劃。“觀

點＂是一個跨界別、跨專業的論壇，由觀塘區福利專員主持，

旨在確定該區的福利需要。成員來自各政府部門、學術界、非

政府機構及醫療界、社區團體、觀塘區議會、學校、義務工作

組織、商界及服務使用者。在二零零四年年底，“觀點＂確定

地區應首要以跨界別合作來處理家庭暴力問題。   

 

30. 根據虐偶中央資料系統資料和最新地區服務統計數位

顯示，觀塘區家庭暴力受虐人主要爲非本地出生的主婦，而超

過七成接受服務的受害家庭涉及中港婚姻、綜緩受助人或來自

低收入家庭。經分析上述資料後，“觀點＂認爲秀茂坪區的人

口及服務概況最符合上述的誘因，故自二零零五年一月在秀茂

坪區推行一項爲期 9 個月的計劃，透過跨界別及跨服務的合

作，及早發現及介入有危機或有家庭暴力問題的家庭。計劃亦

會進行評估研究。 

 

 

地區協調 

 

31. 爲回應扶貧委員會的政策措施及協調各部門的工作，觀

塘區成立了一個跨部門扶貧工作小組，由觀塘民政事務專員擔

任主席，成員包括區內各有關政府部門的人員。憑他們對該

區的認識，工作小組將定期檢討現行與紓緩貧困有關的服務及

在區內不同平臺討論有關紓緩貧困的事宜，並考慮是否需要推

行額外的措施。 

 

32. 觀塘區的跨界別合作已奠定良好的基礎，工作小組會繼

續與觀塘區議會，特別是其轄下的觀塘區關注貧窮問題工作小

組緊密交換意見。工作小組現正考慮與觀塘區議會、各非政府

機構及區內團體舉行圓桌會議，就紓緩貧困交換意見及分享經

驗，以及檢討如何改善與紓緩貧困有關的服務。 

 

33. 請各成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四月二十九日觀塘區訪的

事項及觀察所得，將會在五月二十六日扶貧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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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秘書處 

(資料由觀塘民政事務處、觀塘區福利辦事處、教育統籌局、
勞工處、房屋署及康樂及文化事務署提供) 
二零零五年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