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论文件  文件第 20/2006 号  
二零零六年十一月二十日  

 
扶贫委员会  

促进儿童发展  —  未来路向  
 
 
目的  
 
 本文件报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儿童发展论坛（论坛）

1的讨论

（下文第 5 至 12 段），并请委员就加强促进儿童（特别是弱势社的儿

童）发展的未来路向提供意见（下文第 13 至 21 段）。  
 
背景  
 
2. 扶贫委员会儿童及青少年专责小组负责研究外地设立儿童发展基金的

经验
2
，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现时对儿童（特别是弱势社的儿童）及

其家人的支持。专责小组特别举办了儿童发展论坛，收集各主要有关方

面，包括非政府机构、学校、学术界，商界及政策制定者的意见，以便进

一步讨论。  
 
主要意见  
 
3. 论坛的其中一项主要目的，是让各主要有关方面及公众对外地所采用

的儿童发展基金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就外地的相关经验和以资产为本

的发展策略是否适用于香港进行讨论。参加者理解到儿童发展基金并非只

关乎金钱，而是以较为进取的模式，帮助儿童为未来作好计划和准备。  
 
4. 下文第 5 至 12 段撮述参加者在论坛上对各主要讨论事项的意见。  
 
(I) 模式：建立资产  
 
5. 对大部分参加者来说，帮助贫困人士建立资产是颇为新颖的概念。尽

管如此，他们认为这个方法有助我们重新思考扶贫政策，特别是在预防跨

代贫穷方面。参加者普遍认为，预防跨代贫穷的政策应重提升儿童本身

                                                 
1  有关儿童发展论坛的详情，请浏览论坛的网页（ www.cdf.gov.hk）。  
2  详情请参阅专责小组文件第 3/2006 号。  

 



的能力和抗逆力。虽然入息支持和被动性质的援助在某程度上有助纾缓和

预防贫穷，但参加者同意应探讨可否以资产为本的发展策略作为额外措

施，从而鼓励弱势社羣的儿童及其家人建立资产，计划未来。  
 
(II) 资产  —  财务与非财务资产  
 
6. 参加者表示，资产应包括有形的财务资产，以及无形的非财务资产，

例如积极的思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参加者察悉，根据外地经验，

建立财务资产可改变贫困人士的想法和行为，减少无力感，鼓励他们作出

较积极及长远的想法，从而推动其它各类建立资产的活动，例如发展人力

及社会资本。换言之，儿童发展基金可达致多种目的，既可以是最终目标

（例如鼓励储蓄、应付教育费用、购置居所或创业），亦可以被视为一种

手段，以促进其它资产发展（例如人力及社会资本）。  
 
(III) 政策目标  
 
7. 参加者留意到儿童发展基金的架构安排和设计，需视乎设立基金的目

的和政策目标而定。在决定基金的细节（例如储蓄额、提款和用途方面的

限制等）前，社会各界必须就有关在香港设立儿童发展基金的目的取得明

确共识。  
 
8. 在论坛上，参加者曾就有关在香港设立儿童发展基金的几个目的进行

讨论：（ i）培养储蓄习惯；（ ii）促进教育及其它发展机会；以及（ i i i）
鼓励积极态度和建立社会资本等。参加者大都同意，第（ ii）和第（ i i i）
个目标较第（ i）个目标重要。他们认为香港的儿童发展基金应用以资助

教育和为儿童提供发展机会，并应容许儿童在其不同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

提取款项。参加者又认为，为儿童及其家人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指导，协助

他们善用基金的款项，至为重要。  
 
9. 参加者留意到，英国和加拿大的国民储蓄率偏低，他们设立儿童发展

基金，目的是配合鼓励储蓄的经济政策和促进儿童发展的社会政策。他们

大都认为如儿童发展基金规定儿童年满 18 岁才可使用其在基金的储蓄，

并不切合香港目前的需要。有鉴于亚洲的储蓄率偏高，部分参加者认为，

香港不应为鼓励储蓄而设立儿童发展基金，否则是变相扩大强制性公积金

计划。另一方面，部分参加者留意到，香港的储蓄率偏高，可能只限于非

贫困人士而言。故此，他们建议推行鼓励贫困人士储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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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全民或有特定对象的计划  
 
10. 参加者对于香港应考虑设立儿童发展基金涵盖所有儿童，还是只以家

境最贫困的儿童为对象持不同意见。外地的经验显示，为贫困人士提供较

多诱因的全民计划可避免造成卷标效应，从制度上来说，亦较以社区或项

目为本的模式更为全面。不过，有些参加者却认为，家境富裕的儿童无需

政府的支持，采用有特定对象的模式可更善用资源。  
 
(V) 各界担当的角色  
 
11. 在探讨儿童发展基金的模式时，参加者认为须审慎考虑政府、非政府

机构、商界、儿童及其家人所担当的角色。他们的意见如下：  
 
 政府  —  参加者普遍认为，政府应带头探讨和推展这项构想，例如

提供初期供款，或以一对一的形式鼓励来自弱势社群的儿童供款。不

过，他们关注到，政府过分参与可能会带来强烈的福利意味，违反设

立儿童发展基金的原意  —  鼓励贫困人士自力更生，筹划未来。  
 
 非政府机构  —  参加者认为非政府机构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

他们可透过适当的指导和支持计划，鼓励儿童及其家人善用款项。虽

然社会各界需要时间就儿童发展基金的目的，模式和细节等达成共

识，但我们应鼓励非政府机构先推行更多试验计划，让社会人士知道

建立资产的做法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私营机构  —  参加者认为私营机构应在这方面担当重要角色，因为

这些机构亦肩负发展本港人力资本的重任。儿童发展基金可作为平

台，让私营机构作出额外捐款以资助日后的儿童发展工作，例如透过

等额捐款，以鼓励储蓄。金融界亦可就基金管理和财务教育等方面提

供协助。  
 
 儿童及其家人  —  部分参加者关注到，贫困人士可能没有余钱储

蓄。我们明白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外地的经验显示，透过适当的鼓

励和指导，即使是贫困人士也可累积一些资产，从而改变他们的消费

模式，使他们的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儿童及其家人的积极参与，是落

实儿童发展基金这个模式的重要因素，即改变他们的想法，由被动的

受助人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为自己建立资产和创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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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加强对家庭的支持  
 
12. 参加者留意到，儿童发展基金只是处理跨代贫穷问题的其中一项可行

措施。他们同意在考虑如何有效促进儿童发展时，不应只把注意力集中在

儿童身上，而应同时顾及其家庭的需要及所面对的挑战。他们亦支持政府

设立一个综合、全面、高层次的家庭事务委员会，以及从家庭的角度，考

虑为家庭提供支持的政策和措施的政策方向。  
 
未来路向  
 
13. 预防跨代贫穷的工作成效取决于多项因素  —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培养稳定及良好的家庭关系、建立关爱的环境，以及提供良好的发展机

会，让儿童可健康茁壮成长。我们须鼓励儿童计划未来，并掌握机会力争

上游。不过，对于弱势社的儿童，尤其是他们身处香港这个富裕的社

会，他们和其家人可能会感到被边缘化，以及在适应社会急速转变的需求

时感到无助。因此，除提供被动性质的援助这种传统模式外，以资产为本

的发展策略能否提高预防跨代贫穷的工作成效亦值得研究。  
 
14. 对香港来说，以资产为本的发展策略（特别是采用这个模式来协助贫

困人士）是颇为新颖的概念。为了让公众就有关在香港设立这类基金的政

策目的及可行设计模式进行更多讨论，我们建议就以下三大模式征询公众

的意见：  
 
(a) 儿童培育基金  
 
(b) 儿童目标储蓄基金  
 
(c) 儿童信托基金  

 
(a) 儿童培育基金  
 
15. 这个基金会用作资助以社区为本的计划，目的是促进儿童的个人发

展。这个模式无须儿童及其家人储蓄以建立财务资产，而是以自愿性质，

鼓励弱势社的儿童提交个人发展计划，并为实现计划订立目标，然后让

儿童参与有关的活动及课程，提高个人能力。这个模式重累积非财务资

产，并采取由下而上的方式，鼓励非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尝试推行不同的

儿童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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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儿童储蓄基金  
 
16. 儿童储蓄基金与儿童培育基金颇为相似，两者均是自愿性质及用来资

助以社区为本的计划，从而促进弱势社羣儿童的个人发展。不过，这个模

式需要儿童及其家人累积财务资产，即储蓄，作为某些特定的个人发展用

途。为鼓励贫困家庭储蓄，当局应提供诱因（例如由政府或私营机构作等

额供款）。  
 
(c) 儿童信托基金  
 
17. 这个基金与英国的模式相似，是一项全民计划，目的是鼓励为所有儿

童进行较长远的财务储蓄和投资，并提供额外诱因，以鼓励为弱势社羣的

儿童储蓄。基金的设计细则（例如储蓄额、提款及用途方面的限制）须经

社会各界讨论后才订定。儿童及其家人可以在儿童不同的成长阶段提取款

项，尽管这将会影响储蓄的总额。基金可与其它鼓励累积非财务资产（建

立正确想法、社会资本等）的儿童发展计划相辅相成。  
 
18. 上述三大模式的主要特点载于附件。  
 
中期措施  
 
19. 社会各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就哪个模式最能切合香港的需要取

得共识。根据外地的经验，发展如儿童信托基金等涉及立法和其它必要安

排的全民计划需时。推行儿童培育基金及以儿童储蓄基金在行政上会较为

容易执行。不论社会各界对这三个模式的反应如何，作为一个开始，我们

建议鼓励推行更多以资产为本的试验计划。这样有助政府和整体社会总结

本港的经验和考虑哪个模式最切合本港儿童及青少年的需要。我们会探讨

适当的拨款渠道，资助这些以资产为本的计划，并在有需要时注入更多资

源。  
 
处理跨代贫穷问题的其它措施  
 
20. 政府致力处理跨代贫穷问题，并探讨儿童发展基金模式的可行性。同

时，我们会继续在教育和其它发展机会方面投放大量资源，以提升儿童的

能力及其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
3
。当局对任何有关促进儿童发展和处

                                                 
3  有 关 政 府 现 时 在 促 进 儿 童 发 展 方 面 的 工 作 概 况 ， 请 浏 览 儿 童 发 展 论 坛 网 页

（ www.cdf.gov.hk）的背景部分。  

 5

http://www.cdf.gov.hk/


理跨代贫穷问题的建议，都采取开放态度。我们欢迎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以加强和改善在促进儿童（特别是弱势社羣的儿童）发展方面的工

作。  
 
21. 社会上部分人士并不认同建立资产模式，并认为政府应提供更多的直

接资助，帮助弱势社群儿童参与课外活动，例如增拨更多资源与校本课后

学习及支持计划或资助由非政府机构为弱势儿童举办的地区为本活动。  
 
征询意见  
 
22. 请委员就以下各项提出意见：  

 
(a) 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儿童发展论坛讨论所得的主要意见

（上文第 5 至 12 段）；  
 
(b) 建议就上述三大模式咨询公众对未来路向的意见（上文第 13 至

18 段）；  
 
(c) 推行中期措施，以鼓励各界推行更多为弱势社羣的儿童而设的

建立资产计划（上文第 19 段）；以及  
 
(d) 任何有关加强现时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的工作的其它意见（上

文第 20-21 段）。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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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儿童发展基金  —  
鼓励建立资产的可行模式  

  

        

        

儿童培育基金  

z 以 社 区 为 本 的 自 愿 计 划 ，

而非全民计划。  

z 对象：弱势社羣的儿童。  

z 目 的 ： 促 进 个 人 发 展 及 能

力提升。  

z 需 拟 订 个 人 发 展 计 划 及 订

立目标。  

z 期 限 ： 取 决 于 计 划 的 设

计。一年或以上较理想。  

 儿童储蓄基金  

z 以 社 区 为 本 的 自 愿 计 划 ，

而非全民计划。  

z 对象：弱势社羣的儿童。  

z 目 的 ： 鼓 励 就 特 定 目 标 储

蓄 ， 以 进 行 个 人 发 展 及 能

力 提 升 活 动 。 设 有 政 府 或

私 营 机 构 等 额 供 款 的 机

制。  

z 需 拟 订 个 人 发 展 计 划 及 订

定储蓄的用途。  

z 期 限 ： 取 决 于 计 划 的 设

计。一年或以上较理想。  

 儿童信托基金  

z 为 所 有 儿 童 而 设 的 全 民 计

划 ， 并 提 供 额 外 诱 因 （ 例

如 等 额 供 款 ） ， 以 鼓 励 弱

势社羣的儿童储蓄。  

z 目 的 ： 长 远 个 人 发 展 及 培

养储蓄习惯。  

z 储 蓄 额 、 提 款 及 用 途 方 面

的 限 制 须 待 社 会 各 界 讨 论

后 才 订 定 ， 并 可 于 儿 童 不

同的成长阶段提取款项。  

z 可 与 其 它 鼓 励 累 积 非 财 务

资 产 的 儿 童 发 展 计 划 相 辅

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