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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貧窮兒童參與青少年暑期活動情況問卷調查報告 (2023 年 8 月) 
 

1. 引言 

 

兒童貧窮問題一直是本港社會面對的一大挑戰。貧窮兒童在成長中能否獲得適時協助，將有助促進

平等發展機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六條規定1，締約國確認每位兒童都享有生命權，並應盡最大

限度地確保兒童的存活與發展。要協助兒童全面發展，《公約》第二十七條亦列明兒童有權享有足以促進

其身心發展的生活水平；其父母和照顧者固然負有首要責任，但若有困難時，締約國亦肩負提供援助的

責任，當中健康、教育、福利及康樂活動等均是不可劃缺的元素。 

 

1.1 享受適足閒暇和康體活動屬兒童權利  貧窮兒童支援待加強 

 

在有關兒童享有閒暇和玩樂方面，《公約》第三十一條亦特別訂明兒童有權從事與其年齡相宜的遊戲

和娛樂活動，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藝術活動，締約國亦有責任促進兒童充份參與文化、藝術、娛樂和

休閒活動的機會。傳統社會觀念認為「勤有功、戲無益」，惟事實上，參與遊戲及康樂活動既屬兒童權利，

在玩樂的過程中，兒童亦可從中學習和成長。對於處理弱勢家庭的貧窮兒童而言，政府應該提供適當的

經濟支援，提供適切和充足的課後學習及康樂活動機會。 

 

在兒童及青少年就學階段，學校在校內常規教學及課後支援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每年七至八月份的

暑假或其他學校長假期(例如: 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等)，除了有學校或會個別安排學習活動外，兒

童及青少年主要倚重校外學習活動(例如:游泳、舞蹈、健體、球類活動、棋藝、郊遊、戶外活動等)，包

括:私人市場或由政府資助的青少年中心提供相關活動。對於清貧家庭兒童而言，由於在市場中參與各項

活動收費昂貴，因此應透過參與各非牟利機構營運的青少年中心的服務和活動，以體現享有閒暇和玩樂

的機會。 

 

然而，目前的青少年服務能否全面照顧基層兒童及青少年的參與康體活動的權利?過去多年，政府一

直致力解決跨代貧窮問題，近年亦提倡精準扶貧，究竟常規的青少年服務，當中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更好

地支援清貧家庭中的兒童及青少年? 有何具體改善建議? 以上種種，皆是次研究調查關注的焦點。 

 

1.2 兒童貧窮問題惡化，陷入世襲貧窮困境 

 

根據統計處資料，2022 年全港共有 933,900 名 18 歲以下的兒童(2021 年:961,400 名)，當中 222,600 名

(2021年:235,600名)兒童生活在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的貧窮家庭2，其中 53,105名(2021年 12月)(2020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權利公約》文本 

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5%84%BF%E7%AB%A5
%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6%96%87%E6%9C%AC#  
2  即按住戶人數劃分居於全港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及以下的人口，在 2023 年第 1 季 
(香港統計處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23 年 1 至 3 月) 
https://www.censtatd.gov.hk/wbr/B1050001/B10500012023QQ01/att/tc/B10500012023QQ01.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30-06606A    
全港按住戶人口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如下：10,000 元(1 人)、22,100 元(2 人)、37,300 元(3 人)、48,300 元(4 人)、47,100(5 人)、
56,100 元(6 人及以上)。若以其一半界定為貧窮線，則貧窮線訂定如下：5,000 元(1 人)、11,050 元(2 人)、17,250 元(3 人)、
24,150 元(4 人)、23,550 元(5 人)、28,050 元(6 人及以上)。另外，各年貧窮兒童人數表列如下：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港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1,274,200 1,207,315 1,176,900 1,157,500 1,120,800 1,096,500 1,073,500 1,053,800 1,027,300 

貧窮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359,900 370,799 332,900 338,500 315,300 290,600 281,900 273,400 249,100 

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6%96%87%E6%9C%AC
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E6%96%87%E6%9C%AC
https://www.censtatd.gov.hk/wbr/B1050001/B10500012023QQ01/att/tc/B10500012023QQ01.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30-06606A


3 

年 12 月為 55,857 名)18 歲以下的兒童領取綜援3，其他來自低收入家庭，香港兒童貧窮比率高達 23.8%；

每四位兒童中有一位身處貧窮境況。扶貧委員會在 2021 年公佈最新《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顯

示4，本港貧窮兒童人口多達 274,900 人(政策介入前)，兒童貧窮率達 27.0%，創近十多年新高，每四名

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活在貧窮境況，兒童貧窮人口及比率持續高企，因應新冠疫症肆虐，估計情況會

進一步惡化，亟待社會正視。但政府的扶貧政策力度不足，追不上社會需要，依然有不少貧童兒童不得

溫飽，更要蝸居籠屋板房劏房、工廈、豬欄等惡劣環境，亟待社會正視。 

 

1.3 解決世襲貧窮  增加教育資源及學習支援 

 

近年政府推出不少針對支援清貧家庭兒童的項目(例如: 兒童發展基金、共創明 TEEN 計劃、校本課

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等)，聚焦支援個別處於弱勢家庭的兒童。個別扶助貧童

項目或有一定服務產出(如: 受惠人數、儲蓄金額)，但對解決整體本港兒童貧窮問題作用有限。若要避免

持續陷入世襲式貧困境況，必須從教育、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以及增加原生貧窮家庭收入著手。 

 

教育從來是啟迪民智、促進脫貧的重要手段；如何促進貧窮學童平等教育機會?務必是政府必須回答

的問題。從微觀層面來說，目前清貧學童的學習支援極為不足，以「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例，

每名清貧學童每年最多可獲 600 元課後學習資助額，金額低且近十年亦未有上調。5在鼓勵全方位學習方

面，就是設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額外支援清貧中、小學童（即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參加校內全

方位學習活動，每名清貧的中、小學生僅獲額外 650 元及 350 元的津貼。當局應全面檢視基礎教育，進

一步增加清貧學童的教育資源和經濟支援。6從宏觀而言，千禧年的教育改革容許不少傳統優質津校轉為

直資，好處是百花齊放、容讓「有(經濟)能力」的學童和家長有更多選擇，壞處是令學習資源嚴重傾斜，

更助長教育商品化和世襲化、固化階級且削減社會流動性，清貧學子選擇減少只得望門輕嘆，政府應作

出檢討改革。 

 

  

 
兒童貧窮率(%) 28.3% 30.7% 28.3% 29.2% 28.1% 26.5% 26.3% 25.9% 24.2%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全港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1,016,900 1,026,400 1,014,500 1,016,100 1,012,000 1,005,600 988,500 961,400 933,900 

貧窮兒童人口(18 歲以下) 246,000 246,900 229,600 228,400 233,100 243,300 250,600 235,600 222,600 

兒童貧窮率(%) 24.2% 24.1% 22.6% 22.5% 23.0% 24.2% 25.4% 24.5% 23.8% 
 

3 社會福利署回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之信函 
4 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 年 11 月)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20.pdf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after-sch-learning-support-program/index.html  
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20.pdf
https://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upport-subsidies/after-sch-learning-support-program/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urriculum-area/life-wide-learning/SAS-Gra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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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行政府提供的青少年服務 

 

兒童及青少年在社區中參與的活動種類眾多，目前政府主要透過資助以中心為主方式營運的綜合青

少年服務中心，以及兒童及青年中心，以中心服務的方式，在指定地區中為區內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

務，並由社會福利署專責協調及監管。 除中心服務外，當局亦為青少年提供其他支援服務(包括: 中學學

校社會工作服務、課餘託管服務、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深宵外展服務、網上青年支援隊、青

年熱線服務、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等)。然而，由於中心服務主要提供相關學習

和康樂活動，因此下文將集中簡介中心服務。此外，本港亦有不同非牟利組織不定期開辦特定主題的青

少年訓練活動(例如: 香港賽馬會面向全港青少年的推行的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新世界集團推行以 7 至

12 歲基層兒童為對象的新世界飛魚計劃、希望種子籃球亞洲推行的基層兒童籃球計劃等等)，惟數目甚

多不勝枚舉，各計劃有指定對象，是次調查主要聚焦由政府資助推行的青少年服務。 

 

2.1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7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為區內六至二十四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服務，

中心在不同平台上(即中心、學校或社區)靈活運用社工介入策略(包括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

並建立策略伙伴關係，適當時又利用資訊科技，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各類活動包括指導和輔導，支援活

動，發展和社交活動以及社區參與活動等。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當局在全港共資助 139 間綜合青少

年中心，除了為整體青少年群組提供服務外，亦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的支援服務。 

 

2.2 兒童及青年中心8 

 

此外，當局亦在各區設立兒童及青年中心，目的是鼓勵兒童及青年參與有意義的活動，協助他們自行

組織小組，使他們投入社會，藉以促進兒童及青年的個人發展；透過引導及支持，促進家庭關系及其他

人際關系，使他們胸懷社群，放眼世界。為了幫助兒童及青年應付及克服在成長過程中及／或由於環境

和情況轉變中出現的各項挑戰和困難，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下列四項核心活動以切合有關需要： 

▪ 指導及輔導服務 

▪ 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的支援服務 

▪ 社群化服務 

▪ 培養社會責任和能力發展 

為著協助兒童及青年善用餘暇，兒童及青年中心亦提供一些非核心活動，如偶到服務、興趣小組、青

少年暑期活動及溫習／閱讀室服務，以配合他們的需要。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當局在全港共資助 22

個兒童及青年中心的服務單位。 

為促進青少年服務使用者人際和家庭關係，並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當局在 2018 年開始，

將 6 至 24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屬成員或照顧者可同事納入為中心的會員及參與中心活動。對於各中

心的服務目的、目標、性質、對象、服務表現標準及基本規定等，獲資助推行服務的機構需遵守《津貼

及服務協議》，並參照《整筆撥款手冊》行事。然而，由於受資助服務單位已提供基本服務及設施，因此

 
7 社會福利署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integrated4/  
8 社會福利署 兒童及青年中心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childrenan/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integrated4/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young/sub_centreserv/id_childr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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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提供的其他服務，若需要向參加者收費，當局容許服務單位以收回成本的原則，訂定相應的收

費水平。換言之，縱使當局建議服務單位須考慮服務使用者的負擔能力，惟最終服務單位對各項活動的

收費水平、服務對象、是否設立減免機制等，仍有最終的決定權。因此，究竟清貧家庭兒童及青少年是

否能成功參加相關活動、有多少種類可參加的活動、有沒有減免費用名額，亦非當局關注的問題。因此，

社署亦沒有備存按全港十八區分類，由中心提供的活動種類、活動數目、名額、活動收費平均數、收費

中位數，以及弱勢家庭青少年服務使用者使用各中心的服務統計數據；反映青少年服務在設置及提供上，

均未有從宏觀的扶貧角度上考量，主動處理兒童及青少年的貧窮問題。 

2.3 康文署提供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 

另一方面，在各區青少年參與康樂及體育活動方面，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扮演重要角色。康文署在

全港定期推行「社區康樂體育活動」9，對象包括所有香港市民；若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活動，主要包括: 

游泳、健體、武術、球類運動等，此外，康文署亦有不同場地以供市民大眾租用，惟租用場地均需收費。

在前線的接觸中，暑期最愛歡迎的活動屬游泳班，雖然費用廉宜(一般為 100 元/八堂)，惟名額往往供不

應求；另外戶外活動及隊際球類活動也因較受歡迎而難獲取錄。再者，活動對象是全港適齡人士，並未

有特別支援弱勢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的活動或收費安排。 

3. 調查目的 

 

因應上述貧窮兒童參與課後及康樂活動的挑戰，是次調查目的如下: 

 

3.1 探討貧窮兒童及青少年參與暑期活動的情況 

3.2 了解貧窮兒童及青少年參與青少年中心的活動面對的挑戰 

3.3 探索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和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活動的收費情況 

3.4 探索貧窮兒童及青少年對如何增加機會參與暑期活動的建議 

 

4. 調查方法及限制 

 

4.1 網上問卷調查 

 

是次問卷調查主要透過網上方式，向本會在社區中持續接觸的逾 4,500 名基層兒童成立的 Whatsapp

群組、以及本會 APP 的通告欄，發放上述網上問卷(問卷連結: https://forms.gle/Vdzg8Czj4594Ms88A)，並

邀請受訪者於 2023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16 日期間填寫網上問卷。此外，本會亦邀請基層居民邀請身邊亦

屬基層的鄰居和工友填寫問卷，以增加問卷調查的回應人數。 

 

另外，由於上述議題涉及基層兒童參與活動的情況，因此受訪幼童或需要由家長輔助作答。另外，對

於缺乏上網設備或未能自行上網填寫問卷的基層市民，本會的工作人員亦會嘗試透過手機或平版電腦協

助居民填寫。另一方面，由於不少幼童在填寫時或涉及基層家長的意見，因此受訪者的回應或涉及家長

的觀點，但相信某程度上仍能反映本港基層兒童對議題的意見。 

 
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社區康樂體育活動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search/leisure/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o?searchFormPath=search%2Fleisure%2FsrchCo
mmRecretSprtProgsForm&dist=ALL&enrolStat=ALL&enrolMeth=ALL&actType=ALL&targetType=ALL&age=ALL&month=101&week=A
LL&enrolDate=&DateType=%E5%A0%B1%E5%90%8D%E6%97%A5%E6%9C%9F&sortField=&sortOrder=&search=&pageNo=1&sortFi
eld1=&sortField2=&sortField3=&sortField4=&hasSort=yes&sub_month=8-10  

https://forms.gle/Vdzg8Czj4594Ms88A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search/leisure/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o?searchFormPath=search%2Fleisure%2F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ist=ALL&enrolStat=ALL&enrolMeth=ALL&actType=ALL&targetType=ALL&age=ALL&month=101&week=ALL&enrolDate=&DateType=%E5%A0%B1%E5%90%8D%E6%97%A5%E6%9C%9F&sortField=&sortOrder=&search=&pageNo=1&sortField1=&sortField2=&sortField3=&sortField4=&hasSort=yes&sub_month=8-10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search/leisure/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o?searchFormPath=search%2Fleisure%2F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ist=ALL&enrolStat=ALL&enrolMeth=ALL&actType=ALL&targetType=ALL&age=ALL&month=101&week=ALL&enrolDate=&DateType=%E5%A0%B1%E5%90%8D%E6%97%A5%E6%9C%9F&sortField=&sortOrder=&search=&pageNo=1&sortField1=&sortField2=&sortField3=&sortField4=&hasSort=yes&sub_month=8-10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search/leisure/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o?searchFormPath=search%2Fleisure%2F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ist=ALL&enrolStat=ALL&enrolMeth=ALL&actType=ALL&targetType=ALL&age=ALL&month=101&week=ALL&enrolDate=&DateType=%E5%A0%B1%E5%90%8D%E6%97%A5%E6%9C%9F&sortField=&sortOrder=&search=&pageNo=1&sortField1=&sortField2=&sortField3=&sortField4=&hasSort=yes&sub_month=8-10
https://www.lcsd.gov.hk/clpss/tc/search/leisure/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o?searchFormPath=search%2Fleisure%2FsrchCommRecretSprtProgsForm&dist=ALL&enrolStat=ALL&enrolMeth=ALL&actType=ALL&targetType=ALL&age=ALL&month=101&week=ALL&enrolDate=&DateType=%E5%A0%B1%E5%90%8D%E6%97%A5%E6%9C%9F&sortField=&sortOrder=&search=&pageNo=1&sortField1=&sortField2=&sortField3=&sortField4=&hasSort=yes&sub_month=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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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上青少年服務資料搜集 

 

此外，為了解本港由政府資助推行 161 個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的服務單位(包括: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和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暑期活動的情況，是次調查於 2023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21 日期間，透過網上

搜集全港上述服務單位的暑期活動資料，檢視各服務機構在各項活動的收費情況，有否提供指定名額予

弱勢社群的清貧學童參與，或設立任何收費減免機制等。有關服務單位的資料，主要參考社會福利署有

關青少年服務的網頁。10 

 

然而，由於調查人員主要透過各服務單位在網上公開的資料作分析，部份未有將暑期活動放於網絡

上的服務單位，調查人員並未能全面檢視其提供暑期活動和收費情況。不過，沒有上載活動資料的服務

單位只佔少數，是次調查仍能較綜合地了解整體活動收費的趨勢。 

 

5. 調查結果 

 

5.1 受訪兒童資料 

 

- 年齡: 是次問卷共成功訪問 225名基層兒童，當中六成半(64.8%)年齡介乎 6歲至 11歲，三成半(34.6%)

年齡介乎 12 歲至 18 歲(表 1)； 

- 性別: 受訪男童(50.7%)與女童(49.3%)各一半(表 2)； 

- 就讀年級: 七成二(72.5%)受訪者正就讀小一至小六，兩成半(27.2%)受訪者正就讀中一至中六，其餘

正就讀幼稚園或以下(表 3)； 

- 父母婚姻狀況: 逾六成(60.9%)受訪兒童的父母屬已婚、兩成半(27.6%)屬離婚，其他屬分居(4.0%)、其

中一方已去世(3.6%)等(表 4)； 

- 家長從事職業: 受訪者的父親最多從事地盤、三行、裝修(32.0%)、飲食(7.6%)、運輸(5.8%)(表 5)；受

訪者的母親則最多從事飲食(7.1%)、清潔(4.0%)、保安(2.2%)等(表 6)； 

- 全家的收入來源: 受訪者家庭主要收入來自工作(54.2%)、其次為綜援(28.0%)、低收入及綜援(19.6%)

等(表 7)； 

- 全家每月收入(包括綜援): 近六成(59.5%)受訪者的家庭月入介乎 10,001 至 20,000 元，家庭月入中

位數為 14,000 元，平均數為 13,909 元(表 8)，若參考按住戶人數劃分的貧窮線，所有受訪兒童均

來自貧窮家庭(表 8(1))； 

- 居住類型: 六成多(62.2%)居於劏房、兩成多(20.4%)居於公屋、其餘居住社會房屋(5.3%)、其他不

適切居所等(2.7%)(表 9)； 

- 每月租金 (不連水電): 八成(80.0%)受訪者每月租金介乎 2,501 元至 7,500 元，2,500 元或以下

(13.3%)，中位數為 5,000 元，平均數為 4,820 元(表 10)； 

- 每月租金 (連水電): 若連水電，近七成(67.6%)每月介乎 2,501 元至 7,500 元，其餘為 2,500 元或以

下(16.0%)，或 7,501 元以上(16.4%)，中位數為 5,021 元，平均數為 5,165 元(表 11)； 

- 家庭總人數: 六成(61.8%)受訪者屬 3 至 4 人家庭，兩成(20.0%)屬 2 人家庭，其餘屬 5 人家庭(表

12)； 

5.2 參加暑期活動的情況 

 
10 兒童及青年中心的名單 (2020 年 5 月) 社會福利署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56/tc/CYCs_20210329c.pdf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名單 (2023 年 6 月) 社會福利署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57/tc/ICYSC_20230817_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56/tc/CYCs_20210329c.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57/tc/ICYSC_20230817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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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暑假(2023 年 7 至 9 月)你有什麼活動安排方面: 近半(49.8%)受訪者表示會回中國內地、四成

多(44.0%)留在家中、三成(29.8%)參加興趣班、一成半(13.8%)沒有任何安排，未知道做什麼、一成

多(10.7%)回學校補課，不足一成表示會參加語文培訓班(7.6%)、參加音樂/藝術班(5.8%)、做兼職賺

錢(4.4%)(表 13)； 

- 你有沒有報名參加暑期活動 : 六成(60.0%)受訪者表示今年沒有報名參加暑期活動，只有四成

(40.0%)表示有報名參加暑期活動(表 14)； 

- 主要參加那裡舉辦的暑期活動: 近四成(38.7%)表示不適用，因沒有打算參加任何活動，近三成

(29.8%)學校、其次(22.7%)是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及兒童中心(20.9%)、一成多(11.1%)擬報名

參加私人市場的暑期活動(表 15)； 

- 參加青年及兒童中心活動經驗: 近六成(57.5%)受訪兒童過去一年不曾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或青年及兒童中心的活動，僅四成多(42.5%)兒童表示曾經參加(表 16)； 

- 你最希望參加那些暑期活動: 最多受訪者表示最希望參加體育運動 (如: 足球、游泳、籃球、羽毛

球、跳繩等)(51.6%)、語文學習班(如: 中文/英文/數學)(51.6%)，其次是郊野活動(如: 遠足、宿營、露

營、旅行等)(40.0%)、參觀活動(如: 參訪巴士廠、太空館、科學館)(31.1%)、科技應用班(如: 編程、

機械人、電腦軟件運用等)(30.7%)、美術班(30.2%)，再其次為音樂班(27.1%)、回中國內地(26.7%)、

成長發展班 (如: 人際關係、領袖培訓、演講技巧等)(25.3%)、舞蹈班(24.4%)、溫習課本及備課(20.4%)、

多元興趣班/手工班(18.7%)、閱讀課外書(18.7%)、暑期託管(10.2%)、待在家中玩耍(9.8%)、工作賺取

生活費(4.0%)、補習社(0.4%)(表 17)； 

- 有否嘗試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活動: 六成多(62.2%)受訪者沒有嘗試報

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暑期活動 (不包括由本會(SoCO)舉辦活動)，只有

三成多(37.8%)表示有報名參加(表 18)；被問及是否成功報名時，逾半(54.7%)表示不適用，因沒有報

名，僅兩成多(23.6%)表示成功，兩成多(21.38%)表示不成功(表 19)； 

- 參加活動情況: 在成功報名的受訪者中，最多是報了語文學習班 (如: 中文/英文/數學) (21.6%)、體育

運動 (如: 足球、游泳、籃球、羽毛球、跳繩等) (19.3%)、郊野活動 (如: 遠足、宿營、露營、旅行等) 

(13.1%)、美術班 (13.1%)、多元興趣班/手工班 (13.1%)等，較少人報名的是舞蹈班 (8.0%)、音樂班 

(7.4%)、暑期託管 (7.4%)、參觀活動 (如: 參訪巴士廠、太空館、科學館) (6.8%)、科技應用班 (如: 編

程、機械人、電腦軟件運用等) (4.5%)、成長發展班 (如: 人際關係、領袖培訓、演講技巧等) (4.0%)(表

20)。 

- 活動收費情況: 至於在成功報名參加青少年中心的活動方面，逾半(52.3%)受訪者因沒有報告參加表

示不適用，餘下的超過一半(27.3%)表示有收費，少於一半(20.5%)表示沒有收費(表 21)； 

- 評價活動收費: 至於被問及如何評價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活動收費是，六成多

(63.1%)受訪者表示收費頗便宜或非常便宜；不過亦有三成半(36.9%)受訪者表示頗昂貴或非常昂貴(表

22)； 

- 不成功參加的原因: 在不成功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原因方面，最多受訪者

(46.9%)表示因為名額太少、一成半(16.3%)表示沒有減免費用名額、一成半(14.3%)表示收費太貴、

一成(10.2%)表示活動時間不合，其次是活動地點太遠等(表 23)； 

 

5.3 參加康文署康體活動的建議 

 

- 今個暑假有沒有申請康文署的康體活動: 此外，近六成(56.9%)受訪者表示申請康文署的康體活動，

不足一成(9.3%)表示有參加，三成多(33.8%)並不知道此途徑(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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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否成功抽中康文署康體活動: 五成半(54.2%)受訪者表示沒有申請康文署的康體活動、三成多

(33.3%)表示不適用因未有抽過，一成多(12.4%)表示有(表 25)； 

- 曾否抽中或成功報名參加康文署的康體活動: 逾半(52.4%)受訪者表示沒有抽中或成功報名參加康

文署的康體活動，四成(40.0%)表示不適切因未有抽過，不足一成(7.6%)表示有抽中或成功報名(表

26)； 

- 康文署那些康體活動較難成功報名(表 27): 最多受訪者認為最難報名的為游泳班 (37.8%)、其次為

戶外活動 (如: 野外定向訓練班、運動攀登訓練班)(20.0%)、隊際活動 (如: 足球、籃球、門球、手球、

排球)(13.3%)、個人球類活動 (如: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壁球)(12.0%)等，較少表示能成功報名的

為舞蹈班 (9.3%)、武術訓練班(3.1%)、棋藝班(如: 圍棋、橋牌)(2.7%)(表 27)； 

 

5.4 應付暑期活動費用及改善建議 

 

- 今年用於參加各項暑期活動的費用: 最多(32.0%)受訪兒童表示花費 1,000 元或以下，兩成半(24.0%)

表示不花費任何金錢於暑期活動，少於一成(9.4%)受訪兒童會花費 3,001 元或以上的開支於暑期活

動上，中位數為 1,000 元，平均數為 1,530 元(表 28)； 

- 暑期活動開支佔家庭每月收入百分比(%): 最多(35.1%)表示暑期活動開支佔家庭每月收入 1%以下

至 10%，兩成多(22.2%)表示佔 11%至 20%，兩成多(23.1%)表示 0%，暑期活動開支佔家庭月收入

百分比的平均數為 12.1%，中位數為 8.0%(表 29)。 

- 家庭應付暑期活動開支是否困難: 絕大部份(92.9%)受訪兒童表示其家庭在應付暑期活動開支上感

到頗困難或非常困難，不足一成(7.1%)表示頗不困難或不困難(表 30)。 

- 政府應如何加強對基層青少年參加青少年活動的支援: 若只選最重要的措施，最多受訪者(40.9%)

建議當局應增加免費或收費廉宜的暑期活動名額、為貧窮青少年提供活動津貼(21.8%)、在兒童貧窮

率較高地區專門開展免費學習班及康樂活動(17.8%)，以及康文署活動應增加名額(9.3%)及為設立青

少年活動收費減免機制(5.8%)(表 31)。 

 

5.5 本港青少年中心服務的收費情況 

 

政府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全港各區透過綜合青少年中心，以及兒童及青年中心，推行多種計劃及

活動，以幫助青少年成為對社會負責及有貢獻的一員。當局亦認為現今本港青少年在成長面對各項挑戰，

無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方面，都是瞬息萬變的。青少年經常受到多方面的壓力，例如家庭問題、

功課上的困難、朋輩的影響及外界的誘惑。因此，我們有需要為青少年提供適時支援，以協助他們健康

成長。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當局在全港共資助 139 間綜合青少年中心，以及 22 個兒童及青年中心

的服務單位，除了為整體青少年群組提供服務外，亦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的支援服務。  

 

- 上述服務單位分佈全港 18 區，以地區為本的方式，為該區兒童及青少年提供一系統成長活動，若以

服務單位數目計算，當中服務單位數多為沙田(12.4%)、其次為觀塘(8.7%)、東區(8.1%)、屯門(8.1%)

等地區(表 32)。 

 

由於暑期活動收費情況直接影響清貧學童參加的意欲，是次調查檢視收費情況，當中發現如下: 

 

- 舉辦特別針對貧窮兒童或青少年的活動: 近七成(68.3%)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沒有特別舉辦針對貧窮

兒童或青少年的活動(表 33(1)、八成半(86.4%)兒童及青年中心亦沒有特別為清貧兒童舉辦活動(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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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特定免費活動: 六成多(62.6%)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有提供特定的免費活動，近六成(59.1%)兒童

及青年中心有提供特定免費活動。[表 33(2)及表 34(2)] 

 

- 一般康樂/興趣班有沒有收費: 絕大部份(82.7%)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康樂/興趣班有收費，兒童及青

年中心則佔八成半以上(86.4%) [表 33(3)及表 34(3)]； 

 

- 各項活動收費金額:  

 

若按各綜合青少年中心提供的活動分類，各項活動收費如下: 

 

◼ 音樂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2,800 元、最低收費為 40 元； 

◼ 舞蹈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500 元、最低收費為 30 元； 

◼ 美術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600 元，最高收費 1,760 元、最低收費為 40 元； 

◼ 多元興趣/手工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600 元，最高收費 1,035 元、最低收費為 50 元； 

◼ 語文學習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36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成長發展班: 主要介乎 50 元至 300 元，最高收費 65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科技應用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05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體育活動: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280 元、最低收費為 20 元； 

◼ 郊野活動: 主要介乎 50 元至 300 元，最高收費 60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參觀活動: 主要介乎 50 元以下至 100 元，最高收費 28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表 33(4)] 

 

若按各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的活動分類，各項活動收費如下: 

 

◼ 音樂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12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舞蹈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1,300 元、最低收費為 80 元； 

◼ 美術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600 元，最高收費 1,08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多元興趣/手工班: 主要介乎 101 元至 600 元，最高收費 72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語文學習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2,016 元、最低收費為 130 元； 

◼ 成長發展班: 主要介乎 50 元至 300 元，最高收費 60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科技應用班: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800 元、最低收費為 200 元； 

◼ 體育活動: 主要介乎 301 元至 1,000 元，最高收費 84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郊野活動: 主要介乎 50 元至 300 元，最高收費 45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 

◼ 參觀活動: 主要介乎 50 元以下至 100 元，最高收費 300 元、最低收費為 0 元。[表 34(4)] 

 

從以上數據可見，收費普遍較高的活動為: 舞蹈班、語文學習班、科技應用班，以及體育活動。 

 

- 平均約多少錢一堂: 綜合青少年中心方面，近半(48.2%)每一堂介乎 100 元以下；至於兒童及青年中

心方面，則逾七成(72.7%)每一堂收費是 51 元至 100 元。[表 33(5)及 34(5)] 

 

- 一般有多少堂: 綜合青少年中心方面，逾四成(40.3%)一般有 5 至 8 堂；至於兒童及青年中心方面，

則逾一半(54.5%)一般有 5 堂至 8 堂。[表 33(6)及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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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免費用機制: 綜合青少年中心方面，五成半(54.7%)沒有設立任何減免費用機制；至於兒童及青年

中心方面，則有近七成(68.2%)沒有訂立任何減免費用機制。[表 33(7)及 34(7)] 

 

總體而言，若以服務機構而言，有些服務單位，收費較低，有些卻較高，亦無相關減免費用機制。在

服務對象而言，青少年興趣班價格最為便宜甚或免費，其次係兒童的興趣班，至於幼兒的興趣班收費則

最高。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機構有特別設立減免計劃，減免各項活動的費用。此外，某些需要考級別的

興趣班，收費尤其昂貴，例如: 鋼琴、小提琴、芭蕾舞、劍橋英文班等等，平均要$200 至 300 一堂，並

且不設減免名額，直接削弱了貧窮兒童的選擇活動，體現多元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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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調查分析 

 

6.1 六成基層兒童暑期無暑期活動  九成表示應付暑期活動開支感困難 

 

雖然香港兒童人口下降，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名額理應相對較為充裕，可容讓兒童人口參加暑期活動

的機會理應較以往高，然而，礙於經濟困難，導致基層兒童及青少年未能獲得適時的參與活動的機會。

是次調查發現，六成基層兒童在暑期並無安排任何暑期活動(表 14)，絕大部份(92.9%)受訪者表示其家

庭在應付暑期活動開支上感到頗困難或非常困難(表 30)，反映貧窮家庭的兒童並非不想參加暑期活動，

明顯是因著經濟因素，無奈地放棄參加暑期活動。這將會大大減低清貧兒童透過參與不同暑期活動，

增廣見聞、拓闊個人視野、增加其他學習經歷的機會。 

 

6.2 五成返中國內地作暑期活動  四成留在家中  恐難善用暑假 

 

被問及今個暑假(2023年 7至 9月)你有什麼活動安排方面: 近半(49.8%)受訪者表示會回中國內地、

四成多(44.0%)留在家中、一成半(13.8%)沒有任何安排，未知道做什麼。事實上，暑期是全年最長的假

期，除了有助回顧重溫以往課本書習內容、預備下一學年的學習外，更是兒童及青少年走出課堂，學習

課本以外知識的好時機，課外的學習活動有助在成長階段中的兒童及青少年舒展身心、建立良好生活習

慣、強化群體生活意識、培養個人學習能力等等。若漫長的暑期沒有具體活動安排，將不利兒童成長，

過去逾三年新冠疫情下，中港兩地封關，適逢今年暑假是通關復常後的第一個暑假長假期，或因此有較

多基層家庭選擇回內地探親和休假，但之前亦有不少貧困家庭會在暑假將子女帶回鄉，讓親友照顧，以

便自己可以繼續上班，反映需要設立暑期託管，而很多在中國內地沒有任何學習或活動安排，或長期留

在家中，恐怕未能協助兒童善用長假期。 

 

然而，清貧家庭學童因著財務資源缺乏，導致未能參與暑期活動，實為可惜，亦阻礙清貧學童全面發

展。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不僅影響學童參與暑期活動，甚至是暑期以外、非在校的學習時段，清貧學童

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亦應關注；當局應思考如何增加對清貧學童在參與暑期活動和其他課後活動的支援，

促進貧窮兒童的平等發展和學習機會。 

 

6.3 體育運動和語文學習屬最受喜歡活動  名額及支援待增加 

 

最多受訪兒童表示最希望參加體育運動 (如: 足球、游泳、籃球、羽毛球、跳繩等)(51.6%)及語文學

習班(如: 中文/英文/數學)(51.6%)，反映基層兒童希望在暑假能走出課室，多做運動或鍛鍊體魄的活動，

既有別於平日校園活動，亦能有助個人身心健康發展。至於語文學習班，大概是不少學童及其家長均希

望透過長假期鞏固以往學年所學習，糾正不足之處，以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內容。前者涉及各青少年中心

及康文署有否提供相關活動，後者則涉及課後學習支援。根據針對全港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以及兒童

及青年中心的觀察，語文學習課程大多收費高昂，每月動輒一千多元，並非一般清貧家庭所能負擔，至

於康體活動，各中心和康文署提供的活動名額亦不足，支援有待增加。 

 

至於郊野活動(如: 遠足、宿營、露營、旅行等)(40.0%)、參觀活動(如: 參訪巴士廠、太空館、科學

館)(31.1%)、科技應用班(如: 編程、機械人、電腦軟件運用等)(30.7%)、美術班(30.2%)等，同樣屬較受兒

童及青少年歡迎的活動，青少年服務機構及學校可考慮透過不同方式舉辦相關活動，以增加清貧學童參

與相關活動的機會(例如: 在各中小學推行校本或區本的暑期活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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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六成不曾使用青少年綜合中心或中心之服務   活動收費壓縮暑期活動開支 

 

事實上，基層兒童參與暑期活動的困難，突顯恆常青少年服務對弱勢家庭兒童的支援不足。調查發

現，基層兒童並不普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或青年及兒童中心舉辦的活動。近六成(57.5%)受訪兒

童過去一年不曾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或青年及兒童中心的活動(表 16)、六成多(62.2%)受訪

者沒有嘗試報名相關中心的暑期活動(表 18)；反映相關中心並非清貧學童主要使用接受服務的服務提

供機構。 

 

根據檢視全港各青少年服務中心提供的暑期活動可見，大部份活動均需收費，收費介乎數十元至

逾千元，各營運機構雖然有接受政府資助營運，因面向全港兒童及青少年，並沒有扶貧要求，而有些

活動可能是自負盈虧，各機構按各自的政策，訂定活動收費金額，不一定需要設立任何費用的減免機

構，更沒有任何指定名額予清貧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參加；這導致逾三成半(36.9%)受訪者表示頗昂貴

或非常昂貴(表 22)；甚至名額太少(46.9%)等意見。(表 23)由於家貧，受訪貧窮兒童預計暑期活動開支的

中位數為 1,000 元(表 28)；暑期活動開支佔家庭每月收入百分比中位數為 8.0%(表 29)；由於經濟所限，

貧窮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只能壓縮暑期活動開支，若缺乏廉價的暑期活動，勢必減少機會參加相關活

動。為此，當局確實要思考如何加強對基層青少年參加青少年活動的支援。 

 

6.5 七成青少年中心無為貧童提供專項活動  近六成無設立減免費用機制   

 

從全港青少年中心的數據可見，近七成(68.3%)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沒有特別舉辦針對貧窮兒童或青

少年的活動(表 33(1)、八成半(86.4%)兒童及青年中心亦沒有特別為清貧兒童舉辦活動(表 34(1)；當中絕

大部份康樂/興趣班均有收費[表 33(3)及表 34(3)]，當中以舞蹈班、語文學習班、科技應用班，以及體育

活動收費普遍較高。然而，青少年中心服務單位普遍沒有訂立費用減費機制。換言之，以每個班以收費

為 50 元，6 堂收費合共便要 300 元；清貧兒童及青少年若缺乏經濟資源，亦會因缺乏減少費用機制，而

未能參加相關活動。 

 

雖然個別非政府機構有特別設立減免費用的制度，惟各機構做法各異。以香港小童群益會為例，其下

服務單位有設立「收費減免計劃」，讓正領取綜緩、合資格申領書簿津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

劃、職津、低收入家庭（家庭總收入在政府家庭佳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75%或以下）或個案社工轉介的家

庭，以優惠價報名活動。香港明愛方面，其下的服務單位亦容讓領取綜援人士每年減免活動費用 1000 元、

領取全額書簿津貼及職津每年可減免 2,000 元。除中心舉辦之活動，中心亦會定期為減免計劃的會員舉

辦活動。 

 

 

另一方面，香港仔坊會屬下服務單位亦在個別特定服務群組計劃中提供特別活動(而非所有活動)，例

如: 「同行友里」計劃為低收入家庭、綜援家庭、新來港人士提供社區資源轉介及廉價兒童成長及學習

活動。除此之外，中心亦會為劏房戶舉辦活動。此外，香港遊樂場協會亦容讓綜援家庭以半價優惠參加

中心活動，戶外活動的配額佔報名人數的 20%，功輔小組和興趣小組的配額佔報名人數的 10%。至於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其服務單位中有部分活動有標明基層家庭優先；另外，部分活動有列明優惠價報

名，但名額通常是一名，並無列出申請優惠價的資格，亦並非每一項活動都有減免名額、就算有名額，

亦不代表有足夠名額。 

 

再者，因應個別活動需要外聘市場的公司(例如: 英文培訓機構、私人畫室、球類教練等)，所謂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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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羊身上，在收回成本、用於自付的大原則下，難免收費較高。這亦反映在沒有政府政策及財政支援

下，各服務單位根本難以系統地為弱勢家庭中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持續的中心活動和服務，尤其是對應

貧窮兒童及家庭最感興趣的「體育運動」和「語文學習班」，收費昂費亦令貧童卻步。換言之，各個服務

單位只能無奈地增加活動費用，未能最有效、精準、到位地為貧窮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活動和服務。 

 

6.6 社署缺乏扶貧視角  資助青少年服務欠考慮支援貧窮兒童  應善用作扶貧平台 

 

事實上，社會福利署作為支援弱勢社群的政府部門，在扶助弱勢家庭的青少年服務上的角色，實在責

無旁貸。社署在批出全港任何營運服務的協議予各服務單位時，有責任訂定相關的服務目標並監督服務

的落實和推行。根據目前的《整筆撥款手冊》及《津貼及服務協議》，受資助的服務單位在營運資助服務

時，附帶提供的其他服務，在有需要時可以收回成本的原則，向參加者收費；惟當中缺乏任何扶貧視角，

縱使強調要考慮服務使用者的負擔能力，亦提及營運服務的機構要特別關注邊緣或弱勢的兒童及青少年；

惟卻沒有必然考慮或引入任何正面歧視(affirmative action)措施，甚或收費減免機制，以扶助貧窮家庭學

童參加相關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亦無從透過提供服務達致扶貧或防貧功能。 

 

再者，社署亦沒有備存按全港十八區分類，分區中心提供的活動種類、活動數目、活動名額、活動收

費平均數、活動收費中位數，以及弱勢家庭青少年服務使用者使用各區中心的服務統計數據，分析該區

清貧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數，以及相關服務需要；社署缺乏任何分析及觸覺，反映福利部門未有從常規服

務引入扶貧角度，增強對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的服務支援。 

 

6.7 康文署長期名額不足，貧童放棄申請 

 

只有一成多的受訪兒童曾經抽中康文署的活動，不少貧窮兒童因多次申請都不成功，放棄再申請，康

文署除了與志願團體合作少量的免費活動，似乎未有大改革，大量增加名額及有特定名額留給貧窮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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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查建議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6 條訂明，每個兒童均有生存及發展的權利。公約亦有以下各條文，進一

步闡述兒童應享有生存及發展權利的內容，包括: 公約第 26 及 27 條: 兒童應獲得社會保障，並享有促

進其身心、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公約第 28 及 29 條: 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以充分發展

其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養對人權、他人及自然環境的尊重及責任感；以及公約第 31 條: 兒童有權

享受閒暇、遊戲和文化藝術活動。11 

 

兒童的家庭、社區和締約國政府均有責任協助兒童獲得乎合其成長需要的教育；現代的教育不單是

課堂內的學習，更要走出校園；對於學習進度較不理想的學童，更應有更大的支援，因此，課外學習活

動，以及學習支援班均十分重要。此外，兒童透過遊戲和玩樂，既可享受閒暇、感受生活樂趣，更可陶

冶性情，亦體現兒童玩樂的兒童基本權利。貧窮兒童及青少年在參與暑期活動上的限制，同時揭示了平

日在參與課外活動以外支援不足的問題。為著有效、對針對性地支援清貧學童，達致精準扶貧，本會建

議如下: 

 

7.1 引進扶貧角度  評估貧窮兒童及青少年需要  以青少年服務作扶貧 

 

貧窮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需要各方面的支援。除了對原生家庭的經濟支援外，兒童在學習和成長的服

務同樣不可或缺。除了針對性的支援外(例如: 共創明 TEEN 計劃、兒童發展基金、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等)，

特區政府(包括: 勞工及福利局、兒童事務委員會、青年發展委員會、扶貧委員會等)應整全分析全港十八

區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的人口數目，評估其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青少年服務需要，同時應強化現存恆常青少

年服務的扶貧工作上的角色，甚或考慮在審批營運服務協議時，訂定扶貧服務目標，除了要考慮服務使

用者的負擔能力外，更要主動豁免邊緣或弱勢的兒童及青少年，例如: 豁免來自清貧家庭兒童參加活動

的費用(包括: 領取綜援兒童、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全額資助的兒童、獲發學生資助全額津貼的學童等)。 

 

此外，社署亦應分析該區清貧兒童及青少年的人數，並備存按全港十八區分類，分區中心提供的活動

種類、活動數目、活動名額、活動收費平均數、活動收費中位數，確保各區有足夠名額讓弱勢家庭青少

年服務使用者使用各區中心服務的情況，增加資助，及增強對貧窮兒童及青少年的服務支援，達致精準

扶貧。 

 

7.2 訂立青少年中心活動收費減免機制  補貼服務單位增加財政誘因 

 

目前參加青少年中心的兒童，必須先作為其中心之會員，不少機構亦有訂立徵收會費的制度(例如: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和兒童及青年中心的會員費劃一為 29 元一年)，為此，當局應訂立統一「清貧兒童及

青少年活動收費減免機制」，要求獲政府資助營運綜合青少年中心，或兒童及青年中心的服務單位，豁免

來自貧窮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的入會費用，同時或設立收費減免機制，在不設名額下，容讓貧窮學童以

半費甚或全免的方式參加區內青少年活動。此外，為彌補服務單位當中的財政開支，當局應透過學生資

助制度或社會福利署，推行相關資助計劃，向提供減免費用的服務單位提供津助以抵消相關開支，並提

供行政開支津貼或額外津貼，以鼓勵服務單位更主動地在地區中，透過常規服務扶助貧困兒童，協助貧

窮家庭學童參加相關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以達致扶貧功能。 

 

 
1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https://www.cmab.gov.hk/doc/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CRC_comic.pdf 

https://www.cmab.gov.hk/doc/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CRC_com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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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強化學校扶貧功能   推行港版校園 Head Start 計劃  

 

除家庭外，學校是兒童最常逗留及學習的地方。當局應強化學校扶貧功能，並參考美國推行多年行

之有效的 Head Start 計劃，全方位支援清貧家庭學童在個人營養、身心健康、學習、課後支援、社交活

動等各方向成長所需。當局可針對貧窮兒童人數較多，或兒童貧窮率較高的地區，物色個別學校推行先

導計劃，安排專職人員針對地協助清貧學童在上述各方面的發展，並配對相關服務(包括: 派發早午餐、

監察健康、確保參加活動情況、跟進學習進度、參與課後活動等)，確保清貧學童能獲得適切支援健康成

長及發展。 

 

7.4 增加康樂活動受助名額，訂立活動收費豁免機制 

 

康文署應在學校增強宣傳推廣工作，讓貧窮兒童獲得適切康體及文化藝術活動資訊。同時，由於現時

不少活動名額競爭極為激烈(包括：游泳訓練班、舞蹈班、球類訓練班等)，政府應增加康樂活動的資助

名額，並制訂活動收費豁免機制，豁免低收入家庭及領取綜援兒童參加活動及使用政府康體活動場地及

設施的費用。為簡化申請程序及減少對受助人的標籤效應(labeling effect)，當局可考慮使用類似「八達通」

的電子儲值康樂卡或其他電子支付工具(如: 支付款、微信錢包等)；向合資格人士，包括: 領取綜援家庭

兒童、領取學生資助全額、在職津貼津貼全額的兒童，或家庭收入為貧窮線以下的兒童，讓他們可以方

便地免費使用政府的康樂活動場地及康體設施，以至各項文化藝術活動，避免因經濟困難而阻礙體現其

兒童權利。 

 

7.5 擴大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的內容  增加暑期及長假期的課後活動支援 

 

2023年政府就落實精準扶貧，決定推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事實上，目前託管服務欠善、

名額不足，在學生熟習的學校環境內，推行課託、功輔及課後活動三合一的服務，正好擊中目前有兒童

的貧窮家庭之痛點，以往由於不少學校均擔心課後校園管理涉及人手及保險等額外成本，因此只有限度

地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未有更整全地推行三合一的服務。目

前建議的試行計劃，主要依重個別學校自願決定，實際上有多少學校主動參加計劃，容讓多少清貧學童

受惠，成效令人存疑。為促進落實計劃，本會建議如下: 

 

7.5.1 增加撥款並設獎勵金: 當局應大力撥款，資助參與計劃學校聘用專責人手(包括: 退休教師、大學

/大專學生等)，並提供足夠資助，支援學校應付各項必要開支，包括:額外清潔費用、額外保險、

額外活動費資助、額外水電費等，當局甚或可考慮提供特別津貼，獎勵參與計劃的學校，從而吸

引更多學校參加； 

7.5.2 延長服務時間: 試行計劃建議小學生課後託管最長留校至下午六時，個別學校最長可運作至七時；

由於在職基層家庭工時極長，不少更工作至晚上，當局應考慮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十時，容讓更

多清貧學童受惠； 

7.5.3 安排接送服務: 由於不少小學生家長或未能準時下班接送年幼學童，當局可考慮增設接送服務，

提供津貼予義工家長或學校員工接送參加計劃的學生回家及往設校園； 

7.5.4 周末周日全面開放校園: 因學校是學童熟悉的環境，空間充裕且安全，除了居所外，普遍是兒童

最常留逗和活動的地方，當局應考慮進一步善用各區校舍，安排星期六及日等非上課時段全面開

放校舍，並提供一系列如語文班、興趣性、學生自修室等學習及康樂服務，善用校園空間，讓更

多清貧家庭學童受惠； 

7.5.5 擴闊受惠對象: 試行計劃對象應由清貧家庭的小學生(6至11歲兒童)，擴闊至12至18歲以下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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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特別是支援清貧學生的功課及學習上的困難，免卻出外四處尋找私人補習及功課輔導的沉重

經濟負擔； 

7.5.6 將課託納入學校資助必須部份: 目前當局初期或可在劏房戶或弱勢家庭學童地區推行先導計劃，

惟長遠而言，當局必須確保服務到位且供應名額充裕。若參與學校數目不足，將直接影響計劃的

成效。為此，當局須了解各學校參與計劃的困難，提供相關的誘因，若仍不成功，當局或須將提

供課託服務，納入為資助學校的必須條件，確保學校能全面發揮扶助弱勢家庭學童的社會功能。

與此同時，為著善長假期，學校作為學童最常出現的地方，上述計劃亦應延伸至暑期、農曆新年、

復活節假等長假期，並舉辦連串康體、興趣班和學習活動，讓基層學童受惠。 

 

7.6 全面檢視基礎教育，增加教育和經濟支援 

 

個別扶助貧童項目或有一定服務產出(如: 受惠人數、儲蓄金額)，但對解決整體問題作用極為有限。

長遠而言，貧窮學童處於貧窮境況，最重要是強化其教育機會，以及強化對其身處的弱勢家庭的支援。

若要避免持續陷入世襲式貧困境況，必須從教育、建立就業和社會資本，以及增加原生貧窮家庭收入著

手，促進貧窮學童平等教育機會。為此，當局應全面檢視基礎教育，進一步增加清貧學童的教育資源和

經濟支援。從宏觀而言，千禧年的教育改革容許不少傳統優質津校轉為直資，好處是百花齊放、容讓「有

(經濟)能力」的學童和家長有更多選擇，壞處是令學習資源嚴重傾斜，更助長教育商品化和世襲化、固

化階級且削減社會流動性，清貧學子選擇減少只得望門輕嘆，政府應作出全面檢討和改革。當局應:  

 

7.6.1 「全方位學習津貼」:目前校本津貼小學及中學均為 $154,845，班本津貼方面，小學為$25,807，

中學為 $43,357，應進一步增加。 

7.6.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每名合資格學生(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全額津貼的小一至中六學

生)每年獲發的「校本津貼」額，建議由現時的 600 元，增加至不少於 6,000 元。 

7.6.3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額外支援清貧中、小學童（即領取綜援或全津的學生）參加校內全方位

學習活動，每名清貧的中、小學生獲的津貼額，應由目前的 650 元及 350 元，增加至 3,000 元及

2,000 元。 

 

7.7 提升各項津貼  強化原生家庭經濟 

 

貧窮兒童普遍源於原生家庭貧困，因此增加其家庭的經濟支援同樣重要，應參加不同活動。為此，

當局應提升各項津貼，當中包括:  

 

7.7.1 完善職津中的「兒童津貼」: 包括: 將職津兒童津貼與工時脫勾，為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在職家庭

提高較高津貼、提升兒童津貼金額 

 

7.7.2 為清貧學童提供較高額的「學生津貼」: 將目前為所有適齡學童每年提供一筆過的$2,500 就學津

貼，改為針對清貧學童(包括: 綜援家庭學童、學生資助全額、學生資助半額受助人)提供較高額的

就學開支津貼，以應付學習所需。 

 

7.7.3 強化「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將目前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每名受助者的每年最高援助

金額由 2,000 元上調至 6,000 元，現金援助名額亦由每年 10,000 個增加至 100,000 個；此外，資

助期亦由目前最長 1 年，延長至最長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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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放寬「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申請資格: 2021 年當局設立「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為輪候公屋三年以

上並租住私樓的家庭提供現金津貼；建議考慮放寬申請資格，容讓輪候少於三年的住戶領取津貼，

增加對劏房住屋的經濟支援。只要貧窮家庭受惠，身處其中的貧窮兒童亦然。總括而言，跨代貧

窮成因眾多，單一計劃作用有限，政府必須從各制度著手處理，同時訂立具體減貧 KPI(關鍵績效

指標)，檢視施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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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調查圖表 

 

表 1: 受訪兒童年齡 

 

年齡 回應人數 百分比 

6 歲以下 1 0.4% 

6 歲至 8 歲 64 28.4% 

9 歲至 11 歲 82 36.4% 

12 歲至 14 歲 39 17.3% 

15 歲至 18 歲 39 17.3% 

合計 225 100.0% 

 

表 2: 受訪兒童性別 

 

表 3: 受訪兒童就讀年級 

 

就讀年級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幼稚園或以下 1 0.4% 

小一至小三 76 33.8% 

小四至小六 87 38.7% 

中一至中三 35 15.6% 

中四至中六 26 11.6% 

合計 225 100.0% 

 

表 4: 父母婚姻狀況 

父母婚姻狀況 回應人數 百分比 

結婚 137 60.9% 

分居 9 4.0% 

離婚 62 27.6% 

其中一方已去世 8 3.6% 

其他 9 3.9% 

合計 2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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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父親從事職業 

 

父親從事職業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地盤、三行、裝修 72 32.0% 

飲食 17 7.6% 

運輸 13 5.8% 

不適用 (主要屬離婚個案) 91 40.4% 

其他 32 14.2% 

合計 225 100.0% 

表 6: 母親從事職業 

 
母親從事職業 回應人數 百分比 

保安 5 2.2% 

零售 4 1.8% 

清潔 9 4.0% 

飲食 16 7.1% 

不適用(如: 家庭主婦) 153 68.0% 

其他 38 16.9% 

合計 2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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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全家的收入來源 

 

表 8: 全家每月收入 (包括綜援) 

 

全家每月收入  

(包括綜援) 

回應人數 百分比 

5,000 元或以下 14 6.2% 

5,001 元至 10,000 元 55 24.4% 

10,001 元至 15,000 元 64 28.4% 

15,001 元至 20,000 元 70 31.1% 

20,001 元至 25,000 元 16 7.1% 

25,001 元或以上 6 2.7% 

合計 225 100.0% 

 

表 8(1): 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全家每月收入 (包括綜援)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月收入 

中位數 (元) 

官 方 貧 窮 線 

(元) (2020 年) 

住戶入息中位數 50%  

(2023 年第一季) 

1 人 0 0.0% 不適用 4,400 5,000 

2 人 42 20.0% 8,892 9,500 11,050 

3 人 65 28.9% 12,000 16,000 18,650 

4 人 74 32.9% 16,900 20,800 24,150 

5 人 30 13.3% 18,000 20,000 23,550 

6 人或以上 11 4.9% 16,000 21,900 28,050 

合計 225 100.0%   1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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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居住類型 

 

居住類型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出租公屋 46 20.4% 

劏房 140 62.2% 

板間房 2 0.9% 

其他不適切居所 (例如 : 

床位、天台屋、鐵皮屋、

工廠大廈、寮屋等) 

6 2.7% 

社會房屋 12 5.3% 

合租私樓單位 12 5.3% 

其他 7 3.2% 

合計 225 100.0% 

 

表 10: 每月租金 (不連水電) 

每月租金 (不連水電) 回應人數 百分比 

2,500 元或以下 30 13.3% 

2,501 元至 5,000 元 96 42.7% 

5,001 元至 7,500 元 84 37.3% 

7,501 元至 10,000 元 15 6.7% 

合計 225 100.00% 

每月租金 (不連水電)平均數: 4,820 元 中位數: 5,000 元 

 

表 11: 每月租金 (連水電) 

每月租金 (連水電) 回應人數 百分比 

2,500 元或以下 36 16.0% 

2,501 元至 5,000 元 76 33.8% 

5,001 元至 7,500 元 76 33.8% 

7,501 元至 10,000 元 30 13.3% 

10,001 元或以上 7 3.1% 

合計 225 100.00% 

每月租金 (連水電)平均數: 5,165 元 中位數: 5,0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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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家庭總人數 

 
家庭總人數平均數: 3.6 人  中位數: 4 人 

 

表 13: 今個暑假(2023 年 7 至 9 月)你有什麼活動安排?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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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你有沒有報名參加暑期活動?

 

表 15: 你主要參加那裡舉辦的暑期活動? (可選多項) 

 

 

表 16: 過去一年，你可曾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或青年及兒童中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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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你最希望參加那些暑期活動? (可選多項) 

 

表 18: 你有沒有嘗試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暑期活動  (不包括由本會

(SoCO)舉辦活動)? 

 
表 19: 你是否成功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活動(不包括由本會(SoCO)舉辦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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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你成功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那些活動 (不包括由本會(SoCO)舉辦

活動)? (可選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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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你成功報名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那些活動有收費嗎?

 
表 22: 你如何評價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活動收費? 

 

表 23: 你不成功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或兒童中心的原因是什麼? (可選多項) 

 

表 24:  你今個暑假有沒有申請康文署的康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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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有沒有曾經抽中過康文署康體活動的名額? 

 

表 26: 承上題，該次有否抽中或成功報名參加康文署的康體活動? 

 

表 27: 根據你的經驗，康文署那些康體活動較難成功報名?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游泳班  85 37.8% 

舞蹈班 21 9.3% 

健體班 2 0.9% 

武術訓練班 7 3.1% 

瑜伽訓練班 2 0.9% 

隊際活動 (如: 足球、籃球、門球、手球、排球) 30 13.3% 

個人球類活動 (如: 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壁球) 27 12.0% 

棋藝班 (如: 圍棋、橋牌) 6 2.7% 

戶外活動 (如: 野外定向訓練班、運動攀登訓練班) 45 20.0% 

 

表 28: 你估計今年用於參加各項暑期活動的費用約要多少錢?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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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活動的費用 回應人數 百分比 

0 元 54 24.0% 

1,000 元或以下 72 32.0% 

1,001 元至 2,000 元 45 20.0% 

2,001 元至 3,000 元 33 14.7% 

3,001 元至 4,000 元 4 1.8% 

4,001 元至 5,000 元 9 4.0% 

5,001 元或以上 8 3.6% 

合計 225 100.0% 

暑期活動的費用平均數: 1,530 元 中位數: 1,000 元 

 

表 29: 你在今個暑期的活動開支，佔家庭每月收入百分比(%)是多少? (請填 0-100, 代表 0%-100%) 

暑期的活動開支，佔家庭每月收入百分比(%) 回應人數 百分比 

0% 52 23.1% 

1%以下至 10% 79 35.1% 

11%至 20% 50 22.2% 

21%至 30% 22 9.8% 

31%至 40% 10 4.4% 

41%至 50% 5 2.2% 

51%或以上 4 1.8% 

不適用 

 (因目前沒有收入) 
3 1.3% 

合計 225 100.0% 

暑期活動的費用佔家庭每月收入百分比(%)平均數: 12.1% 中位數: 8.0% 

 

表 30: 你認為你的家庭應付暑期活動開支很困難嗎? 

 

 回應人數 百分比 

非常困難 99 44.0% 

頗困難 110 48.9% 

頗不困難 11 4.9% 

不困難 5 2.2% 

合計 2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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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你認為政府應如何加強對基層青少年參加青少年活動的支援? （只選最重要的支援） 

 回應人數 百分比 

增加免費或收費廉宜的暑期活動名額 92 40.9% 

為貧窮青少年提供活動津貼 49 21.8% 

在兒童貧窮率較高地區專門開展免費學習班及康樂活動 40 17.8% 

康文署活動應增加名額 21 9.3% 

為設立青少年活動收費減免機制 13 5.8% 

要求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及兒童中心向貧窮青少年

提供指定活動名額 
7 3.1% 

規管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青年及兒童中心等活動收費 3 1.3% 

合計 255 100.0% 

 

表 32: 全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數目 

分區 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數目 

兒童及青年中心 

數目 

合計 百分比 

中西區 3 0 3 1.9% 

南區 5 0 5 3.1% 

離島 2 2 4 2.5% 

東區 9 4 13 8.1% 

灣仔 2 2 4 2.5% 

九龍城 6 1 7 4.3% 

油尖旺 5 0 5 3.1% 

深水埗 7 0 7 4.3% 

觀塘 13 1 14 8.7% 

黃大仙 9 2 11 6.8% 

西貢/將軍澳 8 1 9 5.6% 

沙田 15 5 20 12.4% 

大埔 7 1 8 5.0% 

北區 7 0 7 4.3% 

荃灣 7 0 7 4.3% 

葵青 10 2 12 7.5% 

屯門 13 0 13 8.1% 

元朗 11 1 12 7.5% 

合計 139 22 1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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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全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暑期活動收費情況 

 

表 33(1) 有沒有特別針對貧窮兒童或青少年的活動以供參加?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20 14.4% 

沒有 95 68.3%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4 17.3% 

合計 139 100.0% 

 

表 33(2) 有沒有特定的免費活動?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87 62.6% 

沒有 30 21.6%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2 15.8% 

合計 139 100.0% 

 

表 33(3) 目測一般康樂/興趣班有沒有收費?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115 82.7% 

沒有 1 0.7%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3 16.5% 

合計 139 100.0% 

 

表 33(4) 各項活動一般收費金額($) 

活動類別 收費水平 

50 元

以下 

50 至

100 元 

101 至

300 元 

301 至

600 元 

601 至

1,000 元 

1,001 元

以上 

未有相

關資料

或不適

用 

最 高 收

費 

最低收

費 

音樂班 1 4 26 35 15 5 25 2,800 40 

舞蹈班 2 5 11 54 23 1 19 1,500 30 

美術班 1 17 21 57 19 1 23 1,760 40 

多元興趣 /

手工班 
6 19 14 65 8 1 26 1,035 50 

語文學習班 0 3 14 47 27 6 42 1,360 0 

成長發展班 12 35 29 18 1 0 44 650 0 

科技應用班 4 6 9 56 16 3 45 1,050 0 

體育活動 2 18 17 44 23 2 33 1,280 20 

郊野活動 14 54 34 6 0 0 31 600 0 

參觀活動 15 47 1 0 0 0 76 2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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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例如: 平均約多少錢一堂? ($) 

 回應人數 百分比 

50 元或以下 28 20.1% 

51 元至 100 元 39 28.1% 

101 元至 200 元 11 7.9% 

201 元至 300 元 0 0.0%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61 43.9% 

合計 139 100.0% 

 

表 33(6) 一般有多少堂? *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堂 18 12.9% 

2 堂至 4 堂 27 19.4% 

5 堂至 8 堂 56 40.3% 

9 堂以上 23 16.5% 

總服務單位數目: 139 個 

*因每個服務單位會提供不同節數的課堂，因此在計算時一個服務單位或會多於一個選項。 

 

表 33(7) 有沒有減免費用的機制?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43 30.9% 

沒有 76 54.7%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0 14.4% 

合計 139 100.0% 

 

表 34: 全港兒童及青年中心暑期活動收費情況 

 

表 34(1) 有沒有特別針對貧窮兒童或青少年的活動以供參加?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2 9.1% 

沒有 18 81.8%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 9.1% 

合計 22 100.0% 

 

表 34(2) 有沒有特定的免費活動?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13 59.1% 

沒有 7 31.8%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 9.1% 

合計 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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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目測一般康樂/興趣班有沒有收費?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19 86.4% 

沒有 1 4.5%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2 9.1% 

合計 22 100.0% 

 

表 34(4) 各項活動一般收費金額($) 

活動類別 收費水平 

50 元

以下 

50 至

100 元 

101 至

300 元 

301 至

600 元 

601 至

1,000 元 

1,001 元

以上 

未有相

關資料

或不適

用 

最 高 收

費 

最低收

費 

音樂班 2 1 2 3 2 1 11 1,120 0 

舞蹈班 0 2 0 8 3 3 6 1,300 80 

美術班 1 1 1 11 4 1 3 1,080 0 

多元興趣 /

手工班 
2 1 2 11 4 0 2 720 0 

語 文 學 習

班 
0 0 3 10 5 1 3 2016 130 

成 長 發 展

班 
2 4 6 5 0 0 5 600 0 

科 技 應 用

班 
0 0 4 10 3 0 5 800 200 

體育活動 1 2 4 8 6 0 1 840 0 

郊野活動 2 11 4 1 0 0 4 450 0 

參觀活動 4 9 2 0 0 0 7 300 0 

 

表 34(5) 例如: 平均約多少錢一堂? ($) 

 回應人數 百分比 

50 元或以下 1 4.5% 

51 元至 100 元 16 72.7% 

101 元至 200 元 5 22.7% 

201 元至 300 元 0 0.0%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0 0.0% 

合計 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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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一般有多少堂? * 

 回應人數 百分比 

1 堂 0 0.0% 

2 堂至 4 堂 7 31.8% 

5 堂至 8 堂 12 54.5% 

9 堂以上 2 9.1% 

總服務單位數目: 22 個 

*因每個服務單位會提供不同節數的課堂，因此在計算時一個服務單位或會多於一個選項。 

 

表 34(7) 有沒有減免費用的機制? (有/沒有) 

 回應人數 百分比 

有 4 18.2% 

沒有 15 68.2% 

未有相關資料或不適用 3 13.6% 

合計 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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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全港各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各項活動收費概況 (註: 橙色表示網上沒有通訊；綠色表示網上只有舊通訊或社交媒體只有少量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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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全港各區兒童及青年中心各項活動收費概況 (註: 橙色表示網上沒有通訊；綠色表示網上只有舊通訊或社交媒體只有少量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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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開放時間 

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有不同的開放時間，一般上午節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下午節由下午二時至六時；黃昏節則普遍由晚上七時至十時。由於中心

會因應地區的實際運作需要而靈活決定其服務時間，詳情以個別中心公佈資料為準。 

 

地區 : 中西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上環皇后大道中 345 號上環市政大廈 11 字樓 2850 7237 2541 8077 

 

cwsw@bgca.org.hk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西營盤第三街 208 號毓明閣地下高層 2546 1053 2546 0432 ycssttit@caritassws.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西環綜合社會

服務處 

西環域多利道 9-15 號百年大樓第一期 A 座二樓 2818 8356 2855 9004 itwd@ywca.org.hk 

西環加惠民道西環房屋辦事處三樓 2818 8298 2816 2213 

 

地區 : 南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香港仔石排灣邨碧銀樓平台 1 號 2550 5827 2550 9526 wk@aka.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海怡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香港仔鴨脷洲海怡半島海怡東商場海怡社區中心

二樓 

2552 2111 2552 8666 sh@bgca.org.hk 

香港仔鴨脷洲邨利福樓低座地下 9-13 室 (分處) 2555 2165 2580 9567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區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香港仔華貴邨華貴社區中心一樓及三樓 2550 3622 2552 3993 hksd@bgca.org.hk 

香港仔華富(II)邨華泰樓 120-124 室 (分處) 

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赤柱佳美道赤柱廣場 5樓 L5 2523 5187 2530 1887 ycssit@caritassws.org.hk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東平樓地下 101-116 號 2874 8121 2874 7069 jcltisc@tungwah.org.hk 

 

地區 : 離島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 長洲雅寧苑豪澤閣地下 2981 1441 2981 5937 ycsccit@caritassws.org.hk 

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二座停車場天台 2 室 3141 7107 3141 7108 tcis@naac.org.hk 

大嶼山愉景灣海澄湖畔路 99 號 (分處) 2259 3422 2259 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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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大嶼山大澳龍田邨龍田商場一樓(分處) 

 

地區 : 東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賽馬會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柴灣小西灣邨瑞樂樓地下 1-10 號 2557 3748 2515 1086 chaiwan@ymca.org.hk 

柴灣小西灣邨瑞福樓地下 11-13 號(分處)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賽馬會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鰂魚涌康安街 18 號康怡花園 1 字樓 

 

2886 2751 2569 9093 

 

kornhill@ymca.org.hk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 

(北角樂 Teen 會) 

北角和富道 51-53 號地下 

 

2561 0251 2561 1851 nphtc@hkcs.org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筲箕灣寶文街一號峻峰花園一至二樓 2885 9353 2884 3353 sw@hkfyg.org.hk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北角丹拿道 53 號港運城 2 樓 

 

2572 3545 

2838 0358 

2838 0417 

 

npit@hkpa.hk 

 

北角七姊妹道 186 號健康邨一期平台第 1 及第 2

層 (分處) 

3422 3631 

 

3579 2168 

 

npit2@hkpa.hk (分處)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 筲箕灣愛秩序灣道 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一

樓 

2527 3451 2554 9461 

 

isc@methodist-

centre.com  

csss@methodist-

centre.com   

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耀東綜合服務隊 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地下 B 翼及 C 翼 及 1 樓 B

翼 

2885 9844 2567 2048 it-yt@mevcc.org.hk  

柴灣柴灣道 100 號四樓及五樓 (部份) (分處) 2558 0108 25580025 it-ep@mevcc.org.hk 

救世軍柴灣青少年綜合服務 柴灣環翠邨街市大廈平台 2898 9750 2595 9656 cwis@ssd.salvation.org.h

k 柴灣環翠邨怡翠樓 104 室 (分處) 

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青萌柴灣綜合服務中

心 

柴灣興華邨二期商場 3428 5753 3428 5774 cwcentre@sjsys.org 

柴灣興華邨二期樂興樓地下 2-5 號 (分處) 

 

地區 : 灣仔 



52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 少

年服務中心 

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1 樓及 3 樓 3413 1556 3413 1545 

 

icysc@bokss.org.hk 

聖雅各福群會青萌銅鑼灣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 5 座 1 樓 (中心) 2571 3117 2571 7762 cbcentre@sjsys.org    

香港大坑勵德邨邨榮樓 5座 2樓及 8座 1樓(分處) 3106 4673 3106 4672 yscentre@sjsys.org     

 

 

地區 : 九龍城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紅磡黃埔花園第八期螢幕圈 1 字樓 2363 3719 2330 3968 whampoa.ssd@cubc.org.hk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 

紅磡黃埔花園第二期 18 座地下及一樓 2356 2133 2334 9963 

 

fscit@hkcys.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農圃道青年空間 土瓜灣農圃道 11 號地下 2715 0424 2624 4170 

 

fr@hkfyg.org.hk 

九龍城馬頭圍邨玫瑰樓地下 107 室(分處)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 紅磡馬頭圍道 48 號家維邨家興樓 3 至 5 樓 2774 5300 2330 7685 hhit@hkfyg.org.hk 

香港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九龍城啟晴邨晴朗商場二樓A205舖 2711 9229 2714 7899 kccyis@skhwc.org.hk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青少年綜

合發展中心 

何文田何文田邨恬文樓地下 2718 1330 2716 2524 

 

hic@yang.org.hk 

何文田愛民邨嘉民樓 501-505 室 (分處) 

 

地區 : 油尖旺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賽馬會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 號 1 樓 101 室 2781 1411 2781 1920 jordan@ymca.org.hk 

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旺角上海街 557 號旺角綜合大樓三樓 2388 1991 

2332 4259 

2770 4147 mkit@hkpa.hk 

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 油麻地眾坊街 3 號駿發花園 4 座平台 2770 8933 2875 6256 ymtis@ssd.salvation.org.hk 

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大角咀通洲街 28 號頌賢花園商場地下 2 號及 9

號舖 

2392 2133 2390 0282 jctktisc@tungwah.org.hk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旺青少年綜

合發展中心 

旺角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二樓 2332 0969 2782 0349 yic@yan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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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深水埗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 101-120 室 2729 2294 2725 5726 sspcsw@bgca.org.hk 

長沙灣麗閣邨麗閣商場 3 樓 311-314 室 (分處) 

香港小童群益會美孚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美孚美荔道 33 號美孚政府綜合大樓 4 樓及 5 樓 2741 6294 2370 0747 sspmf@bgca.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 石硤尾窩仔街 100 號石硤尾邨第二期服務設施大

樓 6樓 A 

2778 2727 2779 1922 shekkip@ymca.org.hk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水 中青少年綜合服務 

(深中樂 Teen 會) 

深水 李鄭屋邨仁愛樓 101 號地下 2729 8216 2729 8218 sspchtc@hkcs.org 

深水 李鄭屋邨和平樓 314 室 (分處)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滙樂 Teen 會 香港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38 號海達邨服務設施大

樓七樓 

2779 9556 2779 9561 sspwhtc@hkcs.org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深水埗綜合社

會服務處 

深水埗元州街 59-63 號元州街市政大廈五至六樓 2720 4318 2720 4201 itssp@ywca.org.hk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深水埗富昌邨富潤樓服務設施大樓五字樓 2142 4628 2267 4530 ymyisc@tungwah.org.hk 

 

地區 : 觀塘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觀塘秀茂坪邨第三期秀樂樓地下 2348 0636 2348 0696 ktsmp@bgca.org.hk 

觀塘秀茂坪邨秀旺樓地下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油塘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油塘高翔苑停車場大樓三樓一號 2343 3554 2343 3615 

 

ytit@bgca.org.hk 

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 藍田德田邨德敬樓一樓 2772 3198 2772 3989 ycsttit@caritassws.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所賽馬會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觀塘翠屏北邨翠桃樓平台 1-20 號 2727 5445 2772 3035 

 

kwuntong@ymca.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藍田會所賽馬會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藍田平田邨平信樓地下一號及平仁樓地下二號 2775 6033 2348 2709 lamtin@ymca.org.hk 

 藍田廣田邨廣靖樓地下十號荃灣海盛路祈德尊

新邨商場 2 樓 (分處) 

2558 8424 23492205 

mailto:sspwhtc@hk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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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青少年綜合服務 

(觀塘樂 Teen 會) 

香港九龍觀塘安達邨孝達樓地下 2342 6156 2790 8955 

 

kthtc@hkcs.org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順天跳躍青年坊 九龍觀塘順天邨天柱樓地下 2952 2192 2952 2293 ytst@ cfsc.org.hk  

觀塘翠屏道 3 號 8 樓 (分處) 2750 2337 27966790 yttp@cfsc.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觀塘坪石邨坪石酒樓地庫 2325 2383 2351 8941 ps@hkfyg.org.hk 

觀塘坪石邨翠石樓地下 121-122, 125-132 室(分

處) 

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牛頭角彩德邨彩仁樓地下 2759 9821 2953 0525 chtit@hkpa.hk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牛頭角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牛頭角道 189 號牛頭角上邨中央廣場 2342 2245 2709 0456 ntkit@ktmss.org.hk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青少年服務中心 九龍灣啟業邨啟祥樓地下 1-4, 10-13, 14-27 室 2754 9561 2756 4413 kyadmin@sahkfos.org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樂華綜合社會服

務處 

牛頭角樂華邨樂華社區中心地下及三至五樓 2750 2521 2751 9099 itlw@ywca.org.hk 

錫安社會服務處錫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觀塘馬蹄徑 1 號寶恩大廈一至二樓 2344 8989 2790 1111 info@zss.org.hk 

 

地區 : 黃大仙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 

浸信會鳳德青少年綜合服務 

鑽石山鳳德邨社區中心 2 至 4 樓 2322 0993 2322 8963 general@abmsbc.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山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鑽石山龍蟠苑商場 2 樓 203 室 2320 4005 2328 6401 wtstws@bgca.org.hk 

慈雲山慈樂邨樂仁樓地下 B 翼 (分處) 2326 6555 

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 黃大仙東頭邨耀東樓地下 2382 0265 2716 4381 ycswtsit1@caritassws.org.hk 

黃大仙東頭邨裕東樓 1-6 室(分處)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 

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九龍彩雲邨彩鳳徑 38 號彩雲社區中心 3 至 4 樓 2754 7840 2305 0422 info.cw@wd.rhenish.org 

九龍彩雲邨瓊宮樓地下 108-115 室 (分處) 2318 0086 2754 3877 

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慈雲山慈民邨民健樓地下 2324 0111 2326 7453 isc@hkzion.org.hk 

慈雲山慈正邨正輝樓地下 1 號 (分處) 2324 0113 2324 0138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橫頭磡青年空間 橫頭磡邨宏光樓 101-105 及 110-112 室 2337 7189 2337 1558 wth@hkfyg.org.hk 

橫頭磡邨宏興樓地下(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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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竹園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黃大仙竹園南邨貴園樓地下 119-132 號 2726 4103 2322 0506 cyit@hkpa.hk  

黃大仙竹園北邨柏園樓地下 101-102 及 107-108 

號 (分處) 

2351 2777 2351 2330 cyit@hkpa.hk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瓊富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黃大仙富山邨富信樓地庫一層 7-12 號 2351 2655 2351 2364 kfit@hkpa.hk 

慈雲山慈正邨正遠樓地下(分處) 2351 2611 2352 6814 twsit@hkpa.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龍翔綜合社會

服務處 

黃大仙下邨黃大仙中心平台 2 樓 2326 0192 

 

2351 7152 itlc@ywca.org.hk 

黃大仙上邨啓善樓地下 (分處) 

 

 

 

 

 

地區 : 西貢/將軍澳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二樓 2701 4388 2701 0309 skpl@bgca.org.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將軍澳尚德邨尚智樓 4 樓平台 2178 3118 2217 0778 stit@elchk.org.hk 

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

青年坊 

將軍澳唐明苑停車場大樓地下 2177 4567 2177 4400 youthsquare@hkfws.org.hk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將軍澳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 2702 2202 2706 0711 ls@hkfyg.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將軍澳明德邨明覺樓地下 2623 3121 2623 6121 tkoit@hkfyg.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將軍澳貿泰路 8 號茵怡花園第二座平台一至二

樓 

2997 0321 2997 0290 vb@hkfyg.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

處 

將軍澳調景嶺澳景路 88號維景灣畔第十七座第

三層 

2709 3388 2709 3311 ittko@ywca.org.hk 

西貢社區中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西貢美源街 8 號 2792 1762 2791 0247 skdcc@skd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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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沙田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馬鞍山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馬鞍山錦泰苑商場 1 字樓 2641 7999 2640 1048 stmos@bgca.org.hk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 1 字樓 (分處) 2641 7994 2641 2550 

香港小童群益會大圍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沙田大圍美田路 1 號大圍社會服務大樓一樓 

(停車場層) 

2694 9322 

 

2606 4135 

 

taiwai@bgca.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馬鞍山利安社區服務大樓一樓及二樓(部分) 3525 0440 3168 2767 mose@bgca.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賽馬會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圍顯徑邨顯運樓地下 2692 2035 2608 2861 hinkeng@ymca.org.hk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 

馬鞍山恆安邨恆安社區中心 2-4 樓 2642 1555 2643 0476 hnit@hkcys.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 沙田乙明邨乙明街 13 號地下及 1 樓 2647 0744 2647 4660 jm@hkfyg.org.hk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沙田第一城恆城街 2 號 34 座地下 2637 2266 2635 1719 stn@hkphab.org.hk 

沙田駿洋邨駿洋商場 AF1 室 (分處)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 

馬鞍山頌安邨頌群樓地下 2633 2231 2633 6630 mosn@skhwc.org.hk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 

馬鞍山耀安 耀和樓地下 2641 6812 2640 3186 moss@skhwc.org.hk 

馬鞍山恆安邨恆峰樓地下 4-5 室 (分處) 

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

會青年幹線 

沙田新田圍邨富圍樓地下 2698 3341 2608 1663 sssc@skhwc.org.hk 

大圍新翠邨新月樓地下 3-7 & 14 號室 (分處) 2698 6466 3529 1001 

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連青網絡 沙田廣源邨廣橡樓地下 2637 1866 2647 1086 ns@stewards.org.hk 

沙田碩門邨健碩樓地下 B 翼 1 室(分處)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沙田綜合社會服

務處 

沙田禾輋邨協和樓二樓平台 2698 3008 2606 6357 itst@ywca.org.hk 

沙田正街 21-27 號沙田廣場四樓平台 (分處) 2691 9170 2606 6351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沙田綜合服務

中心 

沙田博康邨博達樓地下 20-30 號 2647 7337 2646 9406 st@ttmssd.org 

沙田沙⻆邨雲雀樓地下 33號室(分處) 

沙田水泉澳邨崇泉樓地下(分處)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沙田銀禧花園第三至四座平台 2699 4100 2602 7167 jcsisc@tungwa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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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沙田穗禾苑商場 1 樓 F18 室 (分處) 2602 1220 2602 1230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青少年綜合發

展中心 

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 2 樓 2609 1855 2602 7115 sic@yang.org.hk 

 

地區 : 大埔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大埔太和邨太和鄰里社區中心一、二樓 2651 4987 2650 6904 tptw@bgca.org.hk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大埔廣福邨廣仁樓 220-229 室 2653 8514 2638 5370 tpit@hkcys.org.hk 

大埔廣福邨廣崇樓 A101-108 室 (分處)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大埔太和邨麗和樓地下 2650 8807 2650 7308 twit@elchk.org.hk 

沙田禾輋邨禾輋廣場平台 R13-R16 號(分處) 

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大埔富亨邨富亨鄰里社區中心一、二及四樓 2662 1666 2662 1763 tpis@naac.org.hk 

路德會賽馬會富善綜合服務中心 大埔富善邨善群樓地下 2661 3880 2662 0327 t2@lutheran.org.hk 

大埔富善邨富善商場二樓平台 P2 (分處) 

救世軍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 大埔大元邨泰民樓 3 字樓 301-316 室 2667 2913 

2667 1482 

2667 7419 tpis@ssd.salvation.org.hk 

大埔大元邨泰榮樓 9-10 室 (分處)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一、二及四樓 2654 6188 2658 8617 icy@yot.org.hk 

 

地區 : 北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粉嶺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粉嶺嘉福邨福泰樓地下 2676 2392 2669 8287 flkf@bgca.org.hk 

粉嶺清河邨清朗樓地下 19 號室 (分處) 2663 5088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粉嶺聯和墟和滿街九號御庭軒政府大樓二樓 2668 2138 3125 4677 fit@hkcys.org.hk 

粉嶺聯和墟和滿街八號帝庭軒第一期商場一樓

36 號 (分處) 

2668 341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上水彩園邨彩麗樓 101-116 地下 2673 2120 2673 2158 ndit@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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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心 上水彩園邨彩玉樓 329-336 室 3 樓平台 (分處) 2673 1159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上水天平邨天明樓 105-113 室地下 2679 7557 2671 2206 tnit@hkcys.org.hk 

上水天平邨天平商場 2 樓 203 室(分處)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粉嶺祥華邨祥禮樓 317-332 室 2669 9111 2669 8633 chw@hkfyg.org.hk 

粉嶺祥華邨祥樂樓 102-107 室(分處) 

路德會皇后山綜合服務中心 新界粉嶺皇后山社區綜合大樓 5 樓 2677 0650 2677 2906 t05@hklss.hk 

路德會賽馬會雍盛綜合服務中心 粉嶺雍盛苑雍盛商場 2 樓 2697 2098 2694 1540 t3@lutheran.org.hk 

 

地區 : 荃灣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深井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深井青山公路深井段 33號灣畔碧堤半島碧堤坊

5 樓 

2496 0116 2496 0068 shamtseng@bgca.org.hk 

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 荃灣梨木樹邨健樹樓地下 B 及 C 翼 2425 9348 2420 5239 ycslmsit@caritassws.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賽馬會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荃灣綠楊新村 G 座平台 2413 3111 2412 7732 tsuenwan@ymca.org.hk 

荃灣石圍角邨一號停車場大廈 201 室(分處) 2402 9609 2402 8404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 

荃灣麗城花園一期 3 座平台 2414 8283 2412 3570 bgit@hkcys.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年空間 荃灣海盛路祈德尊新邨商場 2 樓 2413 6669 2413 3005 twit@hkfyg.org.hk 

新界荃灣福來邨永樂樓地下 7, 9-10 號 (分處) 

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荃灣荃景圍 76-84 號荃景花園 10 座地下及 1 樓 2498 3333 2412 5687 tk@hkfyg.org.hk 

路德會賽馬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海濱花園怡樂徑 2-12 號 2 樓平台 D 室 2406 0407 2406 0875 t4@lutheran.org.hk 

 

 

地區 : 葵青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 

盛恩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 

葵涌葵盛東邨商場平台盛強樓 D 翼  2785 4798 2786 0559 shingyan@abwe.org.hk 

葵涌葵盛西邨第六座五樓平台 (分處) 2427 9860 2419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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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葵涌大窩口上角街 1 號 2420 1073 2427 0925 central@amss.org.hk 

葵涌葵涌邨逸葵樓地下 B, C 翼及 28 室(分處) 

葵涌大窩口邨富安樓地下 13-16 號 2418 2362 2419 2325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亨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青衣長亨邨亨怡樓地下 2435 2113 2435 1830 tkch@bgca.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葵涌敬祖路 6 號祖堯坊 C 及 D 座 3 樓、D 座 2

樓(部分) 

2744 2123 2310 2124 tkskc@bgca.org.hk 

葵涌麗景邨仰景樓地下 3 至 5 號 (分處) 2742 8736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石蔭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葵涌石蔭東邨蔭裕樓地下及 106-110 樓 B 及 C

翼 

2481 3222 2420 6278 tysye@bgca.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青衣邨宜居樓地下及一樓 2433 2319 2435 6326 tkty@bgca.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 葵涌葵芳邨葵正樓地下 2423 1366 2422 2717 kfit@hkfyg.org.hk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青衣長發邨長發社區中心 2-4 樓 2433 5277 2495 2769 tyit@hkpa.hk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上葵涌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葵涌石籬(一)邨石俊樓低座地下一號 2424 3043 2424 3146 ukcit@hkpa.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青衣綜合社會

服務處 

青衣長青邨長青社區中心 3-5 樓 2497 3030 2433 0136 itty@ywca.org.hk 

 

 

 

地區 : 屯門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屯門大興花園 2 期 1 座地下 2462 3161 2466 1400 tmth@bgca.org.hk 

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屯門兆禧苑商場 2 樓 2441 2225 2404 1462 ycstmit1@caritassws.org.hk 

屯門湖景邨湖翠樓地下 28-34 室 2462 0912 2462 0914 

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屯門田景邨田翠樓地下 2463 2381 2454 6035 tinking.ssd@cub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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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屯門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 2 至 4 樓 2463 8876 2462 1598 tmit@fmchk.org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屯門寶田邨寶田商場 3 樓 301 室 2462 1700 2463 4701 tmit@elchk.org.hk 

屯門兆康苑商場 2 樓 227 號 (分處) 2465 7166 2468 4290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 屯門兆軒苑順生閣地下 2467 7933 2462 4001 ks@hkfyg.org.hk 

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三樓(分處) 2396 4711 2395 9543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 

屯門山景邨景榮樓 21-30 地下 2462 6122 2461 4204 skcyc@hkmcadventist.org 

 屯門山景邨景美樓地下 A 翼 (分處) 

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 - 賽馬會青年

幹線 

屯門友愛邨愛樂樓 120-130 號地下 2451 2345 2441 5328 tmssc@skhwc.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蝴蝶灣綜合

社會服務處 

屯門蝴蝶邨蝶聚樓地下 2466 0136 2455 8040 itbb@ywca.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屯門綜合社

會服務處 

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廉樓地下 2451 0311 2450 8984 ittm@ywca.org.hk 

屯門安定邨定龍樓地下 119-121 室 (分處) 2441 6638 2458 9900 ittm2@ywca.org.hk 

救世軍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屯門大興邨興平樓 13-24, 37, 38, 47-48 號地下 2461 4741 2453 1272 tmis@ssd.salvation.org.hk 

救世軍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 屯門屯貴路 9 號富泰邨服務設施大樓 5 樓 2467 7200 2460 7583 tmeis@ssd.salvation.org.hk 

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屯門井財街 27 號井財街政府服務大樓二樓至三樓 2441 2042 2441 0082 tmisc@tungwah.org.hk 

 

地區 : 元朗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元朗朗屏邨賀屏樓平台 216-225 室 2475 5441 3005 4922 lpadmin@sahkfos.org 

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 

元朗朗屏邨石屏樓 2 樓 2475 4722 2477 8192 ylthlpc@on-nets.com 

元朗水邊圍邨盈水樓 204-205 室 (分處)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賽

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元朗天澤商場 3 樓 311 號 3152 2798 3152 2764 tinchak@ymca.org.hk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晴會所 元朗天晴邨服務設施大樓一樓 101 號 2617 7233 2641 3899 tinching@ymca.org.hk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 

元朗天耀邨耀華樓地下 2446 2023 2448 8751 tswit@elchk.org.hk 

元朗天慈邨慈屏樓 C 翼地下 (分處) 

香港青年協會洪水橋青年空間 元朗洪水橋洪福邨洪溢樓地下一號舖 2448 7474 2447 8758 hsk@hkfyg.org.hk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元朗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 2 樓 2445 5777 2445 5656 tyt@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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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耀青年空間 元朗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 2-4 樓 2445 4868 2445 4049 ty@hkfyg.org.hk 

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 - 賽馬會青

年幹線 

元朗天龍路 4 號 2446 0738 2445 4060 smssc@skhwc.org.hk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天水圍綜合社

會服務處 

元朗天瑞社區中心一樓 2447 9228 2447 9246 ittsw@ywca.org.hk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元朗天恆邨停車場大樓六樓 2號單位 3165 8824 3168 2714 tswisc@tungwah.org.hk 

 

 

社會福利署 

青年及感化服務科 

(二零二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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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青年中心 

 

開放時間 

各兒童及青年中心有不同的開放時間，一般上午節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下午節由下午二時至六時；黃昏節則普遍由晚上七時至十時。由於中心會

因應地區的實際運作需要而靈活決定其服務時間，詳情以個別中心公佈資料為準。 

 

地區 : 離島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長洲鄉事委員會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年綜合服務中心 長洲東灣道 2981 1484 2981 8481 yc@cciyc.com 

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 大嶼山東涌富東邨富東廣場 2 樓 2525 1929 2109 0068 

 

tcis@skhwc.org.hk 

大嶼山東涌迎東邨綜合服務中心地

下 (分處) 

2525 3599 2659 8859 

 

地區 : 東區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 筲箕灣兒童中心及圖書館 筲箕灣明華大廈 A 座地下高層 2569 9732 2567 2463 hkeskw@bgca.org.hk 

香港小童群益會 康山兒童中心 鰂魚涌康山花園第 2 至第 3 座地下 2886 1916 2535 9855 

 

hkekh@bgca.org.hk 

香港青年協會 杏花 青年空間 柴灣杏花邨盛泰路 100 號停車場大

廈西座地下 

2557 0142 2898 2595 

 

hfc@hkfyg.org.hk 

香港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 

小西灣會所 柴灣小西灣道 9 號富欣花園停車場

大廈 1 樓 

2896 0308 2505 3168 

 

sswctr@ymca.org.hk 

 

地區 : 灣仔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銅鑼灣東院道 11 號 8 樓 2577 0633 2576 3088 hkbacyc@hkbuddhist.org 

大坑坊眾福利會 大坑青年中心 大坑銅鑼灣道 121 號 2 樓 2895 4638 

2895 3707 

2890 6561 

 

thyc@youth.com.hk 

 



63 

地區 : 九龍城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小童群益會 樂民兒童及家庭綜合活動中心 土瓜灣樂民新邨 G 座地下 2714 3200 2768 8490 kslm@bgca.org.hk 

 

地區 : 觀塘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遊樂場協會 茜草灣青少年中心 觀塘麗港城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1

至 2 樓 

2775 3378 2717 6599 

 

stwcyc@hkpa.hk 

 

地區 : 黃大仙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安徒生會 包威信中心 樂富橫頭磡邨宏暉樓地下 1-7 號 2338 6820   2794 3875 dbw@hac.org.hk 

救世軍 竹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心 黃大仙竹園南邨社區中心 2 至 4 樓 2351 5321 2351 5303 cycyc@ssd.salvation.org.hk 

 

地區 : 將軍澳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青年協會 黃寬洋青年空間 將軍澳厚德邨德安樓地下 2706 2638 2706 7396 fw@hkfyg.org.hk 

 

地區 : 沙田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神託會 沙角 青少年中心 沙田沙角邨沙燕樓 3 樓平台 1 至 10

號 

2647 8816 2647 4980 skycc@stewards.org.hk 

救世軍 隆亨青少年中心 大圍隆亨邨善心樓地下 2605 5569 2607 2405 lhcyc@ssd.salvation.org.hk 

香港遊樂場協會 顯徑青少年中心暨閱覽自修室 大圍顯和里顯徑鄰里社區中心 1 樓 2693 0113 2699 4799 hkcyc@hkpa.hk 

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 大圍新翠邨新傑樓地下 2691 2102 2605 9037 y03@hklss.hk 

香港青年協會 隆亨青年空間 大圍隆亨 隆亨社區中心 3 樓及 5

樓 

2698 5565 2602 8484 lh@hkfyg.org.hk 

 

地區 : 大埔 



64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青年協會 大埔青年空間 大埔大埔墟寶鄉街 2 號 2656 3257 2638 0393 tp@hkfyg.org.hk 

 

地區 : 葵青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香港明愛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青衣青盛苑 1 至 2 樓 2497 2869 2435 8397 ycschcyc@caritassws.org.hk 

救世軍 大窩口青少年中心 葵涌大窩口社區中心 3 至 5 樓 2428 4581 

2428 4582 

2484 9877 twhcyc@ssd.salvation.org.hk 

 

地區 : 元朗 

機構 中心名稱 地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仁濟醫院 仁濟醫院第二十四屆董事局社會服

務中心 - 劉坤銘青少年中心 

元朗天水圍天河路 6 號 2445 0222 2445 2104 ssc@ychss.org.hk 

 

 

 

社會福利署 

青年及感化服務科 

(二零二零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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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兒童參與青少年暑期活動情況問卷調查報告 

工作人員: 施麗珊、王智源、劉燕珊、方淑怡、黃文杰、梁雅琪 

聯絡: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地址: 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52 號三樓 

電話: 2713 9165 傳真: 2761 3326 

電子郵箱: soco@soco.org.hk  

機構網站: www.soco.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