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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不少立法會議員初次討論 幼兒照顧服務， 對方每每都是縐起眉頭。何解？因為服務種類繁多，名稱
近似，資助及運作模式不一，三言兩語實在難以說清，對方不感混亂才怪。當說到資助情況時，對方更是
瞪大雙眼，擺出難以置信的樣子。藉由此文，也可與公眾分享一下。為了更聚焦疏理， 本文只集中討論3
歲以下的資助幼兒照顧服務，3歲以上者再另文闡述。

 

比小學類型還多的幼兒照顧服務

 香港的小學也就是官立、津貼、直資及私立四類，但幼兒照顧服務卻可分為六類，比小學還多。當中包
括資助獨立幼兒中心、附設於幼稚園內的幼兒中心、暫託幼兒服務、延長時間服務、互助幼兒中心及鄰里
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光是名稱已令人眼花瞭亂，說到服務內涵便更為混亂。

 

 為了易於解說起見，筆者按服務水平及對應需要兩項將上述服務劃分為三類，也就是﹕1.)專業的恆常照
顧服務﹕以持專業資歷的人員提供每週五天半的恆常照顧服務；2.)專業的暫時照顧服務﹕在第1類的服務
基礎上，撥出少量名額供暫時有幼兒照顧服務需要者使用，一般也就是兩小時至一天不等；3.)非專業的暫
時照顧服務﹕以義工為有幼兒照顧服務需要者暫時看管孩子，以每小時收費(稱作「獎勵金」)，坊間通稱的
「社區保姆」乃屬此類。(表一)

 

 

 說到這裡，讀者對名稱或覺混亂，但也不致驚訝。簡單來說，「專業-恆常」一類提供整全的幼兒教育及
照顧服務，而「非專業-暫時」一類則以義工暫時看管幼兒。

 

政府撥款﹕專業服務不如義工服務

 按道理，「專業-恆常」服務應該獲得最多撥款，最少應是「非專業-暫時」服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圖一的數據顯示，2016/17年專業的恆常幼兒照顧服務只獲撥款2,340萬，但非專業的暫託幼兒服務卻獲3,270
萬，較前者多4成。

或許讀者會認為不能只看質，也要看量，只要服務產出較多，公共開支較多，亦屬合理。2016/17年鄰里支
援幼兒照顧計劃的總服務時數為911,239小時，同期的專業恆常幼兒照顧服務卻是12,892,422小時，是前者
的14倍。

註﹕

專業-恆常的服務時計算方式﹕根據《幼稚園概覽》，2016/17年有242間長全日幼兒學校參加幼兒中1.
心資助計劃，共收錄4,396名2-3歲幼兒，而根據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的資料，該類學校的全年服
務時數為2,527.5小時，共計11,110,890小時(4,396 x 2,527.5)。同期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一共有738個
名額，業內人士指全年的服務時數約2,414，共計1,781,532小時(738 x 2,414)。兩者合共12,89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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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暫時」服務只計算「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的支出，因互助幼兒中心的名額少，使用率極2.
低，政府撥款亦極少，故不包括在上述圖表中。
專業的恆常幼兒照顧服務的公共開支包括資助獨立幼兒中心(800萬)及幼兒中心資助計劃(1,540萬)；3.
非專業的暫託幼兒服務只包括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互相幼兒中心開支低於10萬，未有在政府文
件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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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恆常」幼兒照顧服務不論是服務水平，抑或服務時數均遠高於「非專業-暫時」的義工看管服務，
然而政府對後者的資助竟大幅高於前者。這顯然有違一般人的理解，因此聽者每每難以置信，然而這卻是
實情。

 

錯誤理解服務定位

 另一個令人感到混亂之處在於服務定位。幼兒中心定位為幼兒提供日間恆常照顧服務，相信十分清晰。
然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呢？社會福利署的文件顯示該計劃旨在為有服務需要的家長，在鄰里層
面提供具彈性的日間幼兒照顧服務，而對象則為「為需要長時間工作、工作時間不穩定、非常規、有突發
需要、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家庭⋯⋯」2，幾乎是無所不包。同是幼兒照顧服務，而對象又無特定，表面上
似乎與幼兒中心定位近似。這便容易引起公眾，以至媒體及議員混淆，甚至有人以為只要擴充「計劃」便
可解決現時幼兒中心不足的問題。

 

 2011年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介紹「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常規化事宜，當中清楚說明兩點：其一是
「計劃」「有效填補常規幼兒中心服務時間所未能涵蓋的時段」；其二是。「計劃」的服務模式乃「建立
一批隨時願意服務的社區保姆，以便靈活應對一些暫時性的幼兒照顧服務需求」3。因此，「計劃」的原來
定位為幼兒中心的輔助服務，在幼兒中心服務時間以外提供暫時性的看管幼兒服務，絕不是用以取代幼兒
中心提供恆常服務。再者，就服務內涵而言，幼兒中心融合「照

顧」和「教育」�個元素，亦非「計劃」的義工服務能夠取代，而這正正「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
的中期報告強調對幼兒發展至為重要的元素4。

 

撥亂反正的契機

 現時幼兒照顧服務的主次混亂，原本應該幼兒中心為主，「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為輔，但政府卻大
力宣傳及注資後者，形成主次不明的亂局。可幸「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業已完成，希望借此為
契機，撥亂反正，明確各類服務的定位及配以適當資助，為幼兒提供更適切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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