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文件                     文件第 1 4 / 2 0 0 5 号  

 

 

扶贫委员会  

 

深水区访  

 

目的  

 

 本文件简介深水区的社区概况、该区在扶贫方面

为居民提供的服务，以及该区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可作

为 2 0 0 5 年 5 月 5 日深水区访的背景参考资料。  

 

 

社区概况  

 

概览及人口状况  

 

2 .  在 2 0 0 4 年，深水区的预计人口为 3 6 1 , 0 0 0 人

(共约 1 2 3 , 0 0 0 个住户 )。这数字近年颇为稳定，在 1 9 9 6

年为 3 6 6 , 0 0 0 人，2 0 0 1 年则为 3 5 4 , 0 0 0 人。然而，随

西九龙填海区的发展，加上区内几个公共屋相继重

建，预计至 2 0 0 9 年深水区的人口将增至 3 8 2 , 0 0 0 人。 

 

3 .  人们经常把深水区卷标为残旧贫穷的地区，实际

上，区内不同分区的差异很大。在深水行政区范围内，

有中产阶级住宅区，例如毕架山花园、又一居及美孚新

，亦有荔枝角一带发展蓬勃的工业区。住户入息数据

统计显示，低收入住户主要集中在南昌区，即近深水

地铁站一带及多个公共屋如石硖尾、苏屋及富昌

。  

 

4 .  在 2 0 0 4 年，深水区的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为

1 1 , 7 0 0 元 ， 为 全 港 最 低 ( 全 港 的 相 关 数 字 为 1 5 , 5 0 0



-  2  -  

元 )。在 2 0 0 4 年，深水居民的失业率为 8 . 4 %，全港

整体失业率则为 7 . 0 %
1
。  

 

深水区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个案  

 

5 .  截至 2 0 0 5 年 2 月 2 8 日，在全港综援个案总数

( 2 9 5 , 8 6 6 宗 ) 当 中 ， 深 水  区 的 综 援 个 案 数 字 约 占

9 % ( 2 6 , 3 0 4 宗 )。以个案性质而言，深水区的综援个

案有过半数 ( 5 3 . 5 % )属于高龄个案，这些高龄综援个案

有 1 4 , 0 8 0 宗，占全港高龄综援个案总数 1 4 9 , 9 9 2 宗的

9 %。  

 

深水区的政府服务  

 

教育服务  

 

6 .  在 2 0 0 4 / 0 5 学年，深水区共有 3 2 间中学、 4 3

间小学、 3 1 间幼儿园及 9 间特殊学校。深水区不少学

校都建于六十年代，随着西九龙填海区进行发展，区内

兴建了一些设备先进校舍，可供校舍尚未符合标准的现

有旧校迁入。  

 

就业服务  

 

7 .  深水区的求职者，可利用劳工处现设于长沙湾政

府合署的西九龙就业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及设施，包括职

位空缺搜寻终端机。为了方便公众使用职位空缺搜寻终

端机，该处在区内 3 个社会福利署社会保障办事处各设

了一部终端机，亦将会在深水民政事务处公众咨询服

务中心增设一部。劳工处还不时在西九龙区举办其它推

广活动，包括就业讲座、就业展览及小型求职信息站。

                                              

1  失 业 率 是 以 2 0 0 4 年 5 月 至 8 月 期 间 的 综 合 住 户 统 计 调 查 结 果 为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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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职 者 可 使 用 位 于 就 业 中 心 或 其 它 地 方 的 互 联 网 及 电

话，搜寻职位空缺及取得职位转介。  

 

公营房屋  

 

8 .  现时深水区有 1 3 个租住公屋、一个租者置其屋

计 划 屋 苑 ， 以 及 6 个 居 者 有 其 屋 计 划 屋 苑 ， 共 提 供 约

5 7 , 1 0 0 个租住及资助售卖单位。深水的两个重建公屋

项目，即石硖尾第一期及元州第二期及第四期，将分别

于 2 0 0 5 年年底及 2 0 0 8 年年初落成。在 1 3 个租住公屋

当中，有 6 个租住公屋楼龄超过 2 0 年。  

 

9 .  为改善深水区公屋居民的生活环境，房屋署最近

推行了三轮调迁计划，邀请有 3 名或以上家庭成员的住

户申请调迁到区内的新落成屋。  

 

地方设施  

 

1 0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康文署 )在深水区提供了多

元化的康乐文化设施及计划，主要设施包括 3 座游泳池

场馆、 1 个运动场、 5 座体育中心、 3 个大型公园、 5 1

个公园及游乐场、李郑屋汉墓，以及 4 间公共图书馆，

另有流动图书车在两个地点提供服务。康文署注意到，

深水区日后的人口增长，将影响对康乐文化设施的需

求。为配合日益增加的需求，该署在区内推展了一些工

程项目，例如兴建深水公园第二期，以及计划重新发

展长沙湾道 /长顺街游乐场等。  

 

主要挑战  

1 1 .  在贫穷问题方面，深水区面对两个重大挑战：  

( a )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及青少年的发展机会；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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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高密度的长者人口  

 

这些问题会在下文各段详细阐释。  

( A )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及青少年的发展机会  

 

挑战  

 

1 2 .  在 2 0 0 4 年，深水区有 6 0 , 6 0 0 名年龄 1 8 岁以

下 的 儿 童 及 青 少 年 ， 当 中 不 少 来 自 低 收 入 家 庭 。 以

2 0 0 4 / 0 5 学年来说，深水区共有约 3 , 0 0 0 名幼儿园学

生受惠于幼儿园学费减免计划。区内共有 1 1 , 2 0 0 名儿

童及青少年来自综援家庭。在 2 0 0 4 / 0 5 学年，区内有

6 , 0 6 1 名学生根据学生资助办事处的学校书簿津贴计划

领取到全数资助。虽然这些儿童及青少年有机会享用各

类服务，而且当局亦设有计划帮助需要财政援助
2
的低收

入家庭，但向贫穷家庭的儿童及青少年给予更多照顾及

发展机会，仍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原因如下：  

 

( a )  父母对子女的支持不足：不少低收入人士很可

能是低技术工人，须要长时间工作，未必充分

照顾到儿童的发展需要。有些父母也未必有足

够 知 识 从 旁 协 助 其 子 女 ( 例 如 功 课 、 信 息 科

技 )。  

( b )  居住环境恶劣： 2 0 0 4 年人口及住户统计调查

结果显示，深水区有 9 0 . 9 %的住户占用整个

单位 /楼层 /屋宇，换言之，有 9 . 1 %的住户居

于其它形式的住所，包括房间、小室及阁仔，

其生活环境未必比得上整个单位。虽然 9 . 1 %

                                              

2  有 关 服 务 及 财 政 援 助 计 划 的 详 情 ， 请 参 阅 扶 贫 委 员 会 文 件 第 1 2 / 2 0 0 5

号 3 至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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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比油尖旺区 ( 1 2 . 1 % )及湾仔区 ( 9 . 4 % )

的 相 关 比 率 为 低 ， 但 却 高 于 全 港 的 平 均 比 率

( 2 . 5 % )。有些人关注到，居住环境不佳，会

影响儿童在家居环境的发展机会。  

( c )  新来港儿童，亦即由内地新来港、初次入读本

港小学及中学的儿童：在 2 0 0 3 / 0 4 学年，深

水区的小学取录了 3 7 9 名新来港儿童，中学

则取录了 2 6 7 名，分别占全港新来港儿童总人

数的 5 . 4 %及 1 3 . 3 %。如何切合这些新来港儿

童的需要，如何让他们融入其它同学的学习生

活，都是须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1 3 .  尽管如此，深水区的学童仍可接受优质教育，其

学业成绩最少也与其它地区不相伯仲。2 0 0 4 年一项关于

小三学生整体基本能力的研究显示，以英文、中文及数

学三科核心科目而言，深水区大多数小学在三科所得

的合格比率，比全港的平均比率为高。  

 

迎接挑战  

 

1 4 .  深 水区 设 有 四 间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及 七 间 综 合

青少服务中心，均由社会福利署营运，亦有多个非资助

非政府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支

持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为家长及儿童而设的支持小组；

亲子技巧工作坊及处理逆境的训练；实物援助如食物及

日常必需品、低廉医疗服务，以及书本文具等；为儿童

而设的免费补课计划；课余关怀计划及导师计划。此外，

区内亦设有多项计划，力照顾儿童及青少年的发展需

要 (见第 1 5 至 2 2 段 )。  

 

儿童发展先导计划  

 

1 5 .  政府将针对初生至五岁幼童，在四个社区分阶段试

行儿童发展先导计划，以确保及早识别儿童及其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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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需要，以便适时提供适切服务。第一阶段计划将于

2 0 0 5 年 7 月起在深水区推行。政府会全力推行试验计

划，务求发挥成效，亦会密切监察深水区各项社会服

务的转介数字及需求增幅，以审视是否须为相关服务增

拨资源。生署会就深水区的试验计划进行评审。关

于儿童发展先导计划的进一步资料，请参阅扶贫委员会

文件第 1 2 / 2 0 0 5 号附件 B 第 1 7 段。  

 

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  

 

1 6 .  政府推行新的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持计划，目的是为

清贫学生提供更多帮助，藉此提高他们的学习效能及扩

阔他们在课堂以外的学习经验。教育统筹局已征询学校

议会及非政府机构对新措施各项建议安排的意见，并已

制订有关实施方法。学校会与非政府机构合作，按照各

自学生的需要而筹办切合所需的活动，从而提升他们应

付学习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这项计划将于 2 0 0 5 年夏季推

出，详情载于文件第 1 2 / 2 0 0 5 号的附件 C。  

 

1 7 .  此外，于 2 0 0 2 年成立总额达 1 . 4 亿元的香港赛马

会全方位学习基金，亦为小四至中三的清贫学生提供财

政支持，以鼓励他们参与课外活动。学校也可向政府申

请资源，例如学校发展津贴
3
及优质教育基金。截至 2 0 0 4

年，优质教育基金已批核了深水区学校的 2 1 8 项计划，

惠及 1 3 间幼儿园、2 3 间小学、2 4 间中学及 8 间特殊学

校的学生。总括而言，深水区的学校应可确保每名学

生每月都可参加最少一项艺术或体育活动。  

 

                                              

3  学校发展津贴为学校提供所需资金，以提高教师能力，从而实

践教育改革。这项计划给予学校极大弹性，让学校可灵活运用津

贴帮助清贫学生，特别是加强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因应学生的

不同能力满足各种和特别的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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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有些学生也许在学习进度上稍逊，需要特别关注。

根据教育统筹局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深水区有超过

8 9 %的学校为成绩稍逊的学生安排课后辅导教学计划，亦

分别有 8 0 %及 7 6 %的学校为清贫学生提供金钱及教材援

助，另有 7 4 %的学校延长学校开放时间以供学生使用，

又有 7 1 %的学校容许其清贫学生向学校借用乐器或电子

字典。  

 

缩小数码鸿沟  

 

1 9 .  平均来说，每间小学都购置了约 9 0 部计算机，每

间中学则购置了约 2 5 0 部计算机，以帮助学生借助信息

科技学习。为了增加学生接触信息科技设备的机会，优

质教育基金资助了一项“数码桥＂计划，为家中没有计

算机的学生提供便携式计算机。该基金共拨出 2 亿元，

资助公立中学购买笔记簿型计算机，以供借给清贫学生。

深水区部分学校更与非政府机构合作，为无力购置计

算机的学生提供二手计算机。  

 

2 0 .  当局正为学校提供额外拨款，让学校能将计算机室

的开放时间延长至课后时间甚至星期六及星期日，以方

便学生使用。深水区内有 2 7 间学校已将其计算机室的

开放时间延长。  

 

改善生活环境  

 

2 1 .  香 港 房 屋 协 会 及 市 区 重 建 局 正 在 深 水区 推 行 7

项重建计划，涵盖约 1 0 0 幢楼宇，大部分位于深水北

部及南部。除了重建计划外，两个机构亦采取一系列措

施，包括提供一站式大厦管理咨询服务、向业主提供资

助及贷款、进行美化街道计划等，务求改善单位、楼宇

及街道的环境。透过这些计划，居民的居住环境可逐步

得到改善，而区内残旧的面貌亦可逐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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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新来港儿童适应新生活  

 

2 2 .  为响应上文第 1 2 ( c )段所述的挑战，当局特别关注

新来港儿童的需要，帮助他们适应新生活，并且融入本

地学生的学习生活。学校若收取了新来港初次进入本港

教育制度的儿童，可以申请新来港儿童校本支持计划津

贴。深水区不少由宗教团体营办的学校，都照顾到新

来港儿童的需要，为他们及其它有需要学生提供德育及

公民教育。为帮助新来港儿童融入社会及适应本地学习

模式，教育统筹局于 2 0 0 4 年于区内委托了 5 间非政府机

构为他们开办了 7 至 1 0 个学习适应课程。  

 

( B )  高密度的长者人口  

 

挑战  

 

2 3 .  深水区长者人数众多。在 2 0 0 4 年，深水区总

人口当中，有 1 6 . 3 %年龄在 6 5 岁或以上 ( 5 9 , 0 0 0 人 )。

这个比率与九龙其它地区，即九龙城 ( 1 5 . 3 % )、黄大仙

( 1 7 . 6 % ) 及 观 塘 ( 1 6 . 3 % ) 相 若 ， 但 比 全 港 平 均 比 率

1 1 . 7 %为高。深水区约有 1 4 , 0 8 0 宗高龄综援个案，

5 , 0 3 0 宗普通高龄津贴个案及 2 7 , 1 8 0 宗高额高龄津贴

个案，分别占全港普通高龄津贴个案及高额高龄津贴个

案总数的 5 . 6 %及 7 . 4 %。区内约有半数长者居于公共屋

村，包括苏屋村、丽阁村、南山村及石硖尾村。根据 2 0 0 1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估计约有 1 6 , 5 0 0 名年龄 6 4 岁以上

的长者在深水区独居或只与配偶同住。  

 

迎接挑战  

 

2 4 .  鉴于区内长者人口较多，如何切合长者的需要，尤

其是贫困、体弱及独居或只与配偶同住的长者的需要，

是区内面对的重大挑战。深水区的长者福利支持服务，

旨在推广康健乐颐年的观念。区内有 3 间地区老人社区

  



-  9  -  

中心及其有关的长者支持队伍、 1 6 间邻舍老人中心 /老

人服务中心、 5 间老人日间护理中心、 1 1 支综合家居护

理服务队伍，以及一支加强家居护理服务队伍，为区内

健康及体弱的长者及其照顾者提供多元化的支持服务。  

 

凝聚各界力量的运作模式  

 

2 5 .  为加强对长者的支持，尤其对独居或只与配偶同住

的长者的支持，深水区福利办事处订下两项工作重点：

一，促进发展社区支持网络；二，加强福利界与医护界

的合作。该处把区内组织如屋村管理委员会、宗教团体

及业主立案法团等连系起来，组成庞大的社区网络，以

便及早发现及协助需要帮助的长者。  

 

康健乐颐年  

 

2 6 .  在社区推广康健乐颐年观念的同时，为选择居于社

区的体弱长者提供支持，也日益殷切。深水区福利办

事处致力推动福利界与医护界更紧密合作，务求更妥善

照顾在社区居住的长者的健康及医疗需要。自 2 0 0 1 年

起，区内的长者福利及医疗服务单位定期举行交流会议，

以加强不同界别的沟通，探讨及找寻合作的机会。  

 

满足住屋需要  

 

2 7 .  在 住 屋 方 面 ， 深 水区 约 有 半 数 长 者 居 于 公 营 房

屋。根据租金资助计划，低收入家庭的入息若低于指定

水平，其租金可获减半。综援受助人则可申请发还单位

按金。长者住屋计划亦为长者提供更多支持，深水区

约有 9 0 0 名单身长者及长者夫妇居于长者住屋，可享用

2 4 小时舍监服务及共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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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区参与及地区统筹  

 

2 8 .  不同界别积极参与，协调合作，对纾缓贫穷问题至

为重要。深水区议会、非政府机构及政府部门携手合

作，共同解决贫穷问题。  

 

深水区议会  

 

2 9 .  深水区议会于 2 0 0 4 年年初成立了关注贫穷问题

工作小组，成员包括超过 2 0 个地区非政府机构的代表，

可作为非政府机构沟通的平台，探讨互相合作的机会。

工作小组委托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一项研究，探讨深水

区的贫穷问题。除此以外，工作小组还推行了一项清洁

计划，为一群失业人士提供清洁工作培训，让他们在农

历新年前替长者及残疾人士清洁家居。  

 

地区组织  

 

3 0 .  由区内具历史的机构组织而成的网络，特别是街坊

组织，是区内支持有需要人士的重要元素。这些组织秉

持乐善好施及和衷共济的精神，过去不断发展各项服务，

成为弱势社群的支持之一，也是社区团结力量的支柱。

深水街坊福利促进会于 1 9 4 9 年成立，是香港首个街坊

组织。该会现时营办一间小学、一间牙科诊所及一间老

人中心，更与区内非政府机构联手推行扶贫计划。最近

该会在社会福利署统筹下，与两间非政府机构携手推行

「深水区社康护耆英」计划，安排义工定期探访居于

私人住宅楼宇的独居长者，向他们介绍基本健康及家居

安全知识。该等地区组织在社区根，有多年的优良服

务记录，最适合担当社区中流砥柱的角色，推动社区参

与及提高归属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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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协调工作  

 

社会福利署地区服务协调委员会  

 

3 1 .  社会福利署致力促进不同界别通力合作，以应付社

会不断转变及多元发展的需要。为达致这目的，社会福

利署分别在 1 3 个分区，包括深水区，成立了不同服务

范畴的地区服务协调委员会。这些地区协调委员会的服

务范畴包括家庭及儿童福利服务、青年服务、老人服务、

复康服务，以及促进志愿服务。这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

包括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及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可作

为促进沟通的平台，让委员探讨地区的当前需要，并建

议及落实有效措施，以切合地区需要。  

 

3 2 .  自 2 0 0 1 年起，深水区福利办事处定期召开交流

会议，让区内的老人服务福利界及医疗服务单位能进行

跨界别交流，探讨及找寻合作机会，并实施联合计划。  

 

深水民政事务处  

 

3 3 .  深水民政事务处与区内各政府部门、区议会及社

区组织包括非政府机构，紧密合作，以响应地区需要，

解决地区问题。举例来说，该处了解到新来港家庭的需

要，成立了新来港人士服务协调委员会，处理新来港家

庭问题，而这些家庭也经常是低收入家庭。该处亦把各

非政府机构所推展适合新来港人士参与的计划，辑录成

一份活动及服务一览表，供非政府机构参考。  

 

3 4 .  为使扶贫工作更加协调及更切合所需，深水民政

事务处将成立一个扶贫工作小组。该处已与有关的政府

部门举行了筹备会议，商讨工作范围及日后路向，期望

透过这个平台，能进一步协助区内各界合力处理地区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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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深水民政事务处过去不断努力，鼓励为有需要人

士给予社区支持。于 2 0 0 4 年为清贫儿童及家长开办的计

算机训练课程，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这项计划是由深水

区议会、香港计算机商会及深水民政事务处推行，

利用计算机节的盈余，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费计算机课

程。另一个例子是于 2 0 0 3 年推行新来港妇女实习计划，

这计划是由深水民政事务处与非政府机构合办，旨在

为新来港妇女提供具体工作经验，让她们更快融入社区。 

 

征询意见  

 

3 6 .  请委员参阅本文件的内容。2 0 0 5 年 5 月 5 日深水

区访后所得的问题及观察，将于 2 0 0 5 年 5 月 2 6 日扶

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  
 
 
委员会秘书处 

(资料由深水民政事务处、深水区福利办事处、教育统筹

局、劳工处、房屋署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供) 

二零零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