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別服務章節 津貼及服務協議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中文譯本 ) 

I. 服務定義

簡介 

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是為居住當區的確診精神病患者、懷疑有精神健康問

題的人士或他們的家屬／照顧者提供一站式、地區為本的綜合社區康復支援服

務。中心亦為區內居民提供關於精神健康的公眾教育。

目的及目標 

2.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目標是： 

(a) 為居住當區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一站式、

地區為本的外展支援服務，務求充分提升他們適應社會的能力，裝備他們

重新投入社區生活，以及協助他們發展社交和職業技能； 

(b) 加深家屬／照顧者對精神病的認識，加強他們對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懷疑有

精神健康問題家人的照顧及處理能力； 

(c) 提升公眾對精神健康重要性的關注；及 

(d) 增強居住區內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而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

題人士的社交能力及社會連繫。

服務性質 

3. 服務營辦者需按服務使用者的整體及個別服務需要，提供一系列服務，以協

助他們重投社區生活和融入社群。為此，服務營辦者須從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按

照向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交建議書所訂定的服務計劃，提供下列為服務使用者

度身訂造的服務：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3.1 提供以下社會工作服務： 

(a) 制定個人康復計劃； 

(b) 外展服務； 

(c) 輔導服務；及 

(d) 在有需要時轉介或聯繫社區福利資源。 

3.2 提供以下職業治療服務： 

(a) 職業需要評估； 

(b) 下列範疇的生活技能訓練（包括但不限於）： 

i. 自我照顧能力訓練，包括個人衞生、衣着、飲食習慣及日常生活

安排等； 

ii. 家居管理技巧訓練，包括洗衣、制定餐單、烹調、家居安全和處

理突發事件等； 

iii. 健康管理訓練，包括基本的健康常識、鬆弛方法、尋求醫療援助

及按時服藥的意識；及 

iv. 基本社區生活技巧訓練，包括使用社區設施、購買生活必需品、

銀行服務運作、社交技巧、道路安全、建立社交網絡等。 

(c) 職前訓練： 

i. 職業技能訓練和工作態度；及 

ii. 自信心、積極性、人際關係技巧等。 

3.3 提供護理服務，包括醫療、定時服藥及個人衛生方面的輔導、精神健康講座

和座談會等。 

3.4 監察中途宿舍離舍舍友往精神科醫院／診所的覆診的情況。 

3.5 提供治療小組服務。 

3.6 轉介有需要的個案至醫院管理局轄下相關的社區精神科服務接受臨床評估

及精神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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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3.7 舉辦支援小組、興趣班、聯繫活動、義工小組、社交及娛樂活動等，以滿足

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3.8 舉辦以精神健康為主題的社區和公眾教育活動。

服務對象 

4.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包括以下居住當區年滿 15 歲及以上的

人士： 

(a) 精神病康復者及／或精神科醫院／診所的門診病人； 

(b) 有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 

(c) 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及／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家屬／照顧者； 

(d) 有興趣改善精神健康的區內居民；及 

(e) 在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居住而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舍

友。

轉介 

5. 服務使用者可自行向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申請服務，亦可由社工、精神科

醫生、專職醫療人員、教師、其他政府部門員工等按需要作轉介。 

II. 服務表現標準 

6.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須符合服務表現標準包括根據附件 I 所示的團隊規模

在指定的地區達成的服務量標準及服務成效標準。

基本服務規定 

7.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基本服務規定如下： 

7.1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開放時數每周不少於 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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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7.2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開放節數每周不少於 11 節。 

7.3 人手要求包括職業治療師、合資格護士（精神科）及至少兩名具備三年或以

上精神健康服務經驗的註冊社工。

將提供的增值服務 

8. 增值服務（如有）是由服務營辦者提議，並載列於附件 I。

質素 

9. 服務營辦者將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10. 社署會按《津貼及服務協議通用章節》的規定，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

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IV. 資助基準 

11. 資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服務營辦者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津貼 

12. 在指定時限內，服務營辦者將每年按整筆撥款模式獲發資助（不包括租金及

差餉）。整筆撥款已考慮個人薪酬，包括供聘用註冊社工、合資格專業人士及支

援人員的公積金，以及其他適用於服務單位營運的「其他費用」（用以支付其他

所有相關運作開支，包括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及認可收費（如有的

話）。獲社署認可提供資助活動處所的租金及差餉，將按實際費用另行以實報實

銷形式發放。 

13. 服務營辦者可靈活使用獲發的整筆撥款，但必須遵從最新《整筆撥款手冊》、

有效的《整筆撥款通告》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及程序向機構發出的管理建議書及相

關通函就使用資助所載列的指引。整筆撥款或會有所調整，包括因應公務員薪酬

調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調整，以及因應物價調整因素 (現為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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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整「其他費用」。政府不會承擔因計劃所引致而超出核准資助額的任何負債或財

政影響的責任。

發放款項安排、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規定 

14. 如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將會每月獲發整筆撥款資助。 

15. 服務營辦者須負責維持穩健有效的財務管理系統，包括預算規劃、推算、會

計、內部控制及審計。服務營辦者須妥善備存與項目有關的收支帳簿、記錄及證

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16. 服務營辦者須根據最新《整筆撥款手冊》訂明的規定，提交經《專業會計師

條例》 (第 50 章）下註冊的執業會計師審查的周年財務報告及審核的整間機構年

度財務報表，而有關報告及報表須經兩名機構的授權代表簽署，即董事會主席／

機構主管／機構社會福利服務主管。周年財務報告應以現金記帳方式擬備，而折

舊、員工積存休假等非現金項目不應計入報告內。 

V 有效期 

17.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協議條件的任何條款而又

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指定的方式及在指定時間內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

可在該通知到期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

議》。 

18.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者達成共

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求。 

19. 服務營辦者是否可繼續提供下一期服務，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

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項目的權利。 

VI 其他資料 

20.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所載列的規定／

承諾，以及服務營辦者服務計劃和補充資料的內容（如有的話）。如這些文件內

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社署會密切監察服務營辦者有否遵守所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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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述文件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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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附件 I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機構： 

1. 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指標

服務單位的每項服務量標準的議定水平均是參照每個服務單位的團隊規模按比例釐定。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及 

[概念上每年的人員議定水平 ] 

議定水平（每年） 

XX 區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

（ 1.0 團隊規模） 

1 2 1一年內 服務的會員 總數 

[1 000] 

1 000 

2 3一年內服務的新會員 人數 

[330] 

330 

3 4一年內新增／重新獲得處理個案 總數 

[330 (當中不少於 80 個個案有家屬／照顧者參與 )] 

330 



 

   

 

 

 

 

  

  

 

 

  

 

 

   

  

  

   

  

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4 5 6(a) 一年內外展探訪 ／辦事處面談時段 總數 

[2 820 (當中不少於 240 時段的外展探訪／辦事處面談有家屬／照顧者參與 )] 

2 820 

(b) 一年內的外展探訪總數 

[不少於 2 000] 

不少於 2 000 

5 7一年內在中心或以外展形式提供的個別職業治療需要評估／訓練時段 總數 

[1 500] 

1 500 

6 8一年內開辦的治療小組 總數 

[不少於 20] 

不少於 20 

7 9一年內開辦的興趣班／支援小組 總節數 

[不少於 500] 

不少於 500 

8 10 11一年內的聯繫活動 及／或項目 總數 

[45] 

45 

9 12一年內的聯繫活動或項目參加者 總數 

[3 500] 

3 500 

10 13一年內為家屬／照顧者提供心理教育小組／項目 總節數 

[20 (包括不少於 2 個小組而每小組至少有 4 節 )；就 0.4 團隊規模的服務單位，須

包括不少於 1 個小組而每小組至少有 4 節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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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服務成效指標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 

（每年）�

1 
14

服務使用者�接受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後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75 

2 
14

服務使用者�認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有助改善面對及解決困難的能力

的百分比 

75 

3 
14

服務使用者�認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有助加強社區支援的百分比� 75 

2. 將提供的增值服務

以服務營辦者的建議書為準。

註釋：

會員指確診精神病患者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會員須接受社工評估。計算具備有效會員資格的

會員，他們須於匯報年度內在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接受服務。無論會員資格在匯報年度內是否有任何變更，個別會員於匯報年度內

只能計算一次。�

- 9 -

1 



     

 

 

 

  

 

 

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2 匯報年度指 4 月 1 日起至翌年 3 月 31 日止的財務年度。 

3 新會員指 (i)有精神健康問題或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 (ii)會員資格已失效超過六個月的重新登記會員。 

4 新增／重開個案指有精神健康問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服務使用者及／或他們的家屬／照顧者，並在中心接受緊密深入輔導

／短期輔導／支援個案工作。 

5 外展服務指探訪有精神健康問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服務使用者及／或他們的家屬／照顧者，在他們的住所或服務單位處所

以外的其他地方提供服務。 

6 辦公室面談時段指由社工、護士等專業人員，與有精神健康問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及／或他們的家屬／照顧者進行面對

面晤談，為時不少於 30 分鐘，但不包括在服務單位處所內參與小組活動。 

7 每個在中心或以外展形式提供的個別評估／訓練時段應為時不少於一小時。 

8 治療小組界定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合資格專業人士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會員開辦的小組。小組須訂定有建構內容及主

要目標，以達到小組成員在精神健康上的治療效果。小組活動的節數及成員人數分別應不少於四節和四人。每節治療小組活動應為時

不少於一小時。 

9 興趣班／支援小組既可為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服務使用者的家屬／照顧者提供服務，亦可為區內居民提供服務。每個興趣班／

小組的節數及成員人數分別應不少於四節和四人。每節興趣班／支援小組活動應為時不少於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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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服 務 章 節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

10 舉辦聯繫活動的目的是增進對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及其需要的認識，通常是與其他類型的社會服務、學校、地區組織、工商機構

等聯合籌辦，旨在促進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與社會共融，協助他們融入社群及參與社區活動，支援／教育他們的照顧者，發揮他們的

潛能，向他們灌輸積極的人生價值觀，改善他們的家庭及人際關係。�

11 項目指為促進參加者的個人成長、社交技巧和重視對精神健康意識重要性的認識而舉辦的社交／康樂／教育活動。�

12 參加者可包括區內居民。�

13 心理教育小組／項目界定為由社工、護士、職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醫生等合資格專業人士為家屬／照顧者開辦的小組／項

目。小組／項目須定有建構內容及主要目標，以加深家屬／照顧者對精神病及精神健康的認識、加強他們作為照顧者的處理能力、緩

和其壓力及鞏固其互助網絡。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會員亦可報名參加這些小組／項目，但需記錄合理的原因。每個心理教育小組

／項目應為時不少於一小時，而心理教育小組的節數及成員人數分別應不少於四節及四人。�

14 服務使用者包括個案結束服務或完成治療／支援小組 並已填寫由社署提供的「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卷」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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