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民政和青年事務



民政事務局於七月一日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民青局 )。民青局的政策職務主要包

括青年發展、婦女及家庭相關事宜、公民教育、社區發展和地方行政。

民青局在十二月公布首個版本的《青年發展藍圖》，勾劃長遠青年發展工作的整體願

景和工作方針，在首階段提出超過160項具體行動和措施。

民青局與青年發展委員會緊密合作，培育青年成為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有

擔當、有理想、願意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奮鬥的新一代。

為配合該藍圖的方向，民青局聯同青年發展委員會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兩項新的

資助計劃，分別為“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和“青年歷奇訓練活動資助計劃”，

以資助舉辦項目，旨在培育青年的正向思維，提升他們的身心健康、抗逆力和團體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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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

民政事務總署致力建設和諧社會，以及促進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與市民之間
的溝通。民政事務總署轄下有18個行政區，各區主管為民政事務專員，是政府在地區層
面的代表。民政事務專員負責協調跨部門地區事務，並解決跨部門地區問題。各區的地
區管理委員會 (區管會 )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負責提供區內主要服務
的政府部門代表。區管會提供議事場合，讓各部門商討並從速解決跨部門地區問題。

民政事務總署推行社區參與計劃撥款，以推動和舉辦文化、體育及社區參與活動。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民政事務總署社區參與計劃的撥款額約為三億元。該署亦推行地
區主導行動計劃，以解決地區的老大難問題和發展地區機遇。由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
起，該計劃的每年經常撥款總額已由6,300萬元增至8,000萬元。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和鄉郊小工程計劃為小型工程項目提供撥款，以改善社區設施和居住
環境。兩項計劃的每年基本撥款額分別為3.4億元及1.6億元。

各區民政事務處轄下合共有20個民政諮詢中心，免費為市民提供多種服務，包括解答有
關政府服務的一般查詢、派發政府表格和資訊刊物，以及辦理作私人用途的聲明及宣誓
(包括宗教式宣誓及非宗教式宣誓 )手續。市民亦可經民政諮詢中心，約見當值律師服務
免費法律諮詢計劃的義務律師。此外，差餉物業估價署會派員定時在五個指定的民政諮
詢中心當值，就租務事宜為市民提供意見。

全港18區各設有一個區議會，主要職能是就影響區內市民福祉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為完善地區治理工作，政府正在檢視區議會的安排，以確保日後安排符合《基本法》和
“愛國者治港”原則，並有助提升地區治理效能。

關愛隊

行政長官在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公布，全港18區會成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 (關愛隊 )，
以凝聚社區資源和加強地區網絡。關愛隊會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督導，推展關愛活動、
協助處理緊急事故，以及協助政府向市民發布信息，並向政府轉達市民的意見。 

二零二三年內會陸續成立共452支關愛隊，並會率先在荃灣和南區成立。

諮詢及法定組織

目前，約有5 800名公眾人士在全港約52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服務。這些組織旨在吸納社
會各界專才的意見，讓各界人士及相關團體可在政府制定政策和籌劃公共服務之初參與
工作，並執行特定職能。為確保社會各界能廣泛參與和持續引入新思維，政府會定期更
替委任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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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組織的工作範疇各有不同，有些專責處理某一行業的事務 (例如漁農業諮詢委員會 )，
有些則負責就政府某方面的政策提供意見 (例如交通諮詢委員會 )。至於醫院管理局等法定
組織，則獲賦予法定權力和責任，根據相關法例履行特定職能。

青年發展

為更有效推動青年發展工作，政府把民政事務局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民青局 )。 

民青局負責統籌各決策局制訂整體青年政策和《青年發展藍圖》、為青年發展工作設定政
策目標和工作優次，以及為青年創造上流機遇。

《青年發展藍圖》

民青局在十二月公布首個版本的《青年發展藍圖》，勾劃政府長遠青年發展工作的整體願
景和工作方針，提出超過160項行動及措施，旨在培育青年成為愛國愛港、具備世界視
野、有抱負和具正向思維的新一代。政府依循“啓發、扶持、擁抱”的理念，致力提供有
利環境，讓青年對未來抱有盼望，自強不息，在社會盡展所長，貢獻香港、國家以至世界。

青年發展委員會

青年發展委員會負責加強政府內部的政策統籌工作，從而更全面和有效地研究和討論青
年關注的議題。該委員會與民青局通過舉辦或資助不同活動，例如青年大使計劃、實習
交流、創業支援、生涯規劃等項目，讓青年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
翁意識，成為有擔當、有理想、願意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奮鬥的新一代。

提升青年的正向思維及身心健康

政府推動青年的多元發展，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讓青年展現潛能，務求塑造讓他們
健康成長的環境。二零二二年年底，民青局與青年發展委員會在青年發展基金下推出兩
項新的資助計劃。

“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培育青年正向思維的項目，特別是涉
及跨界別協作或以青年為主導以推動社區建設的項目。

“青年歷奇訓練活動資助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為青年提供有系統和具質素的歷奇訓練活
動，提升他們的身心健康、正向思維、抗逆力，以及培養紀律精神和團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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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和通訊

政府資訊的發布

民青局負責監督發布政府資訊的政策。政府新聞處 (新聞處 )是政府的新聞傳訊機構，就
本港與海外的公共關係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

新聞處新聞主任會擔任主要官員的新聞秘書，也會被調派到決策局和部門的新聞組，協
助制定和推行公關宣傳策略、解答傳媒的查詢，以及安排推廣活動。

新聞處全日24小時處理傳媒的查詢。該處設有網上新聞發布系統，讓新聞從業員可閱覽
新聞公報、圖片和新聞短片。新聞公報可在網上查閱，而重要的記者會及活動也在網上
現場直播。政府新聞和信息亦在政府新聞網 (網址為news.gov.hk)以互動多媒體形式發布
和經社交媒體發布。

新聞處協助決策局和部門舉辦本地宣傳活動，並負責宣傳、設計創作、攝影、錄影和出版
各類政府刊物。二零二二年，該處舉辦了多項重要宣傳活動，包括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推廣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消費券計劃和全港清潔運動。

新聞處協助制訂政府與外地的公共關係策略，並推廣香港在外地的形象。該處與約70個
駐港的外國傳媒機構聯繫，聘請外地傳媒機構製作多媒體資料宣揚香港的優勢，並籌劃
宣傳活動和製作宣傳資料，以支持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活動、高級官員外訪及
在外地舉行的主要推廣活動。新聞處亦推展“香港品牌”宣傳計劃，在全球推廣香港這個
亞洲國際都會，並贊助政商界領袖、學者和新聞從業員來港了解最新的情況後，把香港
的好故事帶回家。

大眾傳播媒介

截至二零二二年年底，香港的大眾傳播媒介包括89份日報 (已計及電子報章 )、418份期
刊、三家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兩家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九家
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兩家聲音廣播持牌機構，以及一家公共廣播機構。

截至年底，立足香港並在此註冊的報章有58份中文日報、13份英文日報、14份中英文雙
語日報、三份日語日報和一份韓語日報，其中一家英文報社與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製
作點字版日報。在中文日報中，有47份以報道本港和世界新聞為主，其餘則集中報道財
經等專題。

《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日本經濟新聞》、《華爾街日報》、法新社、美聯
社、彭博通訊社和湯森路透等國際傳媒機構都在香港設基地；而有在香港運作的國際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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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機構則有英國廣播公司、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際頻
道、亞洲新聞台和日本放送協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就校外公民教育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並與政府及其他團體合辦公
民教育活動，以及資助舉辦有關活動。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該委員會繼續推廣《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加深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並提高他們對國家安全
的意識和責任感，以及鼓勵市民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發展和機遇。至於核心公民價
值方面，該委員會較着重推廣“尊重”及“負責”，並會繼續推廣“關愛”及“包容”。

該委員會轄下公民教育資源中心提供有關公民教育的參考資料，並舉辦培訓課程、講
座、電影分享會、導賞團和展覽。

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

政府委託非牟利機構營辦八個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提供各種專設學習班、輔導
及融和活動，其中一個中心亦提供免費電話傳譯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公共服
務。二零二二年，各個支援服務中心加強服務，尤其是為新來港人士及青年而設的服
務，並舉辦地區為本計劃，鼓勵少數族裔人士與本地社羣互動和交流。

此外，政府資助兩個社區支援小組，由少數族裔人士為其社羣提供特設服務。政府又資
助以多種少數族裔語言廣播的電台節目，並出版以多種少數族裔語言撰寫的服務指南。
政府亦通過兩項大使計劃，向少數族裔家庭及青年介紹公共服務的資訊，並按需要作出
轉介。另外，熟悉少數族裔文化和語言的宣傳主任團隊會舉辦講座和展覽，在社區促進
種族和諧。

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

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負責就促進種族和諧事宜，包括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支援服務，以
及與種族事宜有關的公眾教育及宣傳建議，向政府提供意見。

婦女事務委員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 (婦委會 )負責就婦女關注的政策和措施，向政府提出建議。截至 

二零二二年年底，政府已在約1 400個主要政策和工作範疇，採用婦委會的性別主流化檢
視清單，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婦委會“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是一項專為婦女而設計的學習
計劃，在二零二一至二二年度有超過5 300人次報讀。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婦委會“資
助婦女發展計劃”批准了52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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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

關愛基金

關愛基金為有經濟困難的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或身處安全
網但有特殊需要未獲得照顧的人士。截至二零二二年年底，該基金推行了59個援助項
目，當中包括多個先導項目，以協助政府研究哪些措施可考慮納入常規資助及服務範
圍，涉及的承擔額約211億元，受惠個案超過278萬宗。該基金自二零一一年成立以來，
已有20個項目獲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範圍。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多元化的社會資本發展計劃，鼓勵市民及社會各界發揮互信互助
的精神，齊心建立跨界別協作平台及互助網絡，共建關愛社會。二零二二年，該基金撥
出4,026萬元以資助12個新項目。正在進行的項目約有128 000人次參與 (包括約24 000名
義工 )，並得到約2 650個合作伙伴支持，建立約220個互助支援網絡。

宗教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的宗教自由，不同信仰的人士得以和諧共處。

佛教

佛教在二千多年前由印度傳入中國，是香港的主要宗教之一，信徒約100萬人。香港現有
超過400座佛寺及道場，部分已有七百多年歷史。著名禮佛勝地有寶蓮禪寺和志蓮淨苑。
寶蓮禪寺位於大嶼山，以青銅鑄造的巨型天壇坐佛 (也稱為“天壇大佛”)著稱；志蓮淨苑
則坐落於九龍鑽石山，是仿照唐代建築風格興建的寺院建築羣。

香港佛教團體致力推動社會福利和教育事業，營辦近百所中小學、安老院、兒童及青少
年中心。香港佛教聯合會以弘揚佛教信仰和文化為宗旨，並為市民提供慈善服務。該會
開辦了11所中學、七所小學、八所幼稚園、一家醫院和六個中醫服務單位。

佛教的主要節日是農曆四月八日的釋迦牟尼佛誕辰，佛誕日為法定假日。香港佛教聯合
會在當日舉行慶典，並在清明節期間舉行法會。

道教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有超過二千年歷史。香港的道教信徒逾100萬人，道堂宮觀超過
300間。

香港道教聯合會於一九六一年成立，屬非牟利慈善團體，由主要道堂宮觀代表組成，經
常舉辦宗教、文化和社會公益活動，以推廣道教經義教理和宣揚道德。這些活動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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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日 (每年三月第二個星期日 )慶祝老子誕 (老子又稱太上老君，相傳是道教的道祖，其
著述的《道德經》是道教主要經文，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紀末期 )、每三年一次在農曆
十月十五日舉行的下元祈福消災解厄萬緣法會、道教經義哲理班和太極養生功班。

本地道教團體推動各類教育、社會服務及慈善事業，包括開辦逾40所中小學和幼稚園、資
助舉辦專上課程，以及營辦多家診所、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幼兒中心及社區服務中心。

孔教

孔教源於中國，宣揚以孔子 (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 )教誨為基礎的宗教、倫理和哲學
思想。孔子是中國古代哲學家，其教誨強調道德、傳統和禮制的重要作用。孔門弟子編
纂的《論語》為孔教主要經典，記載孔子的言行與教導。

孔教學院於一九三零年在香港創立，致力推動孔教思想，並積極把孔教思想納入本地中
小學和大學的課程。由該學院創辦的兩所大成學校，也把孔教義理納入教學課程。香港
孔教團體一直致力推動教育事業和籌辦慈善活動。

香港其他孔教組織還包括香港孔教總會和孔聖堂等。孔教的主要節日是農曆八月二十七日
的孔聖誕辰，孔教學院在中秋節翌日慶祝孔聖誕辰。

基督信仰

本港約有130萬人信奉基督，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此外，希臘、俄羅斯及
科普特正教會也在香港設有牧區。基督徒合一祈禱周每年均會舉行。

基督教

基督教於一八四一年傳入香港。本港目前約有104萬名基督徒，當中逾30萬人經常出席
教會崇拜。全港基督教有逾70個宗派，當中約1 300所會堂以華語宣道，包括本土宗派和
其他獨立教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負責促進基督教會之間的合作。

基督教團體開辦五所專上院校、130所幼兒園、260所幼稚園、206所小學和180所中學，
以及營辦逾30所神學院和聖經學院、150家出版社╱出版代理、58家書室╱門市部和55家
傳媒及藝術事工機構。這些機構出版《時代論壇》和《基督教週報》、定期播映電視節目，
以及每星期播放電台節目。

基督教團體營辦八家醫院，並提供52項醫院院牧事工，另有160家社會福利機構。這些
社會福利機構提供多種服務，計有逾130個專為家庭及青少年而設的中心、11所兒童院、
182所長者中心和護老院舍，以及約60個專為戒毒者和殘疾人士而設的復康中心。基督教
團體亦提供三項監獄牧靈服務及一項機場牧靈服務，並營辦約30個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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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天主教

羅馬天主教會於一八四一年在本港設立傳教區，並於一九四六年將之升格為教區。天主教
香港教區約有395 000名天主教徒，而為天主教徒服務的聖職人員計有279名司鐸、98名
修士和419名修女。全港共有52個堂區，包括39座教堂、28座小教堂和24個供舉行彌撒
聖祭的禮堂。彌撒聖祭以粵語進行，而有五分之三的堂區也使用英語，有些也採用菲律賓
語。天主教香港教區設有本身的行政組織，並與教宗及各地教區保持密切聯繫。

本港有249所天主教學校和幼稚園，學生約136 804人，辦學事工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協
助推行。香港明愛是統籌天主教香港教區各項社會福利服務的組織，而教會開辦的醫療和
社會服務機構至少有六間醫院、十間診所、47個社會及家庭服務中心、23所宿舍、15所
安老院和34個康復服務中心。香港教區每星期出版中英文《公教報》。教區視聽中心製作
視聽節目，供傳教和牧養教徒之用，並透過網上平台等渠道發放。

伊斯蘭教

根據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的資料，本港的伊斯蘭教徒估計有30萬名。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屬慈善團體，負責統籌本港所有伊斯蘭教活動，並管理五座清真
寺、兩個伊斯蘭教墳場和一所幼稚園。該會又會安排伊斯蘭葬禮、公布伊斯蘭齋戒月等
節慶日期，以及為供應香港和內地部分地方的“清真”食品進行檢查和發出證書。中華回
教博愛社開辦一所中學、兩所小學和兩所幼稚園。

港島半山的些利街清真寺為本港歷史最悠久的清真寺。該寺在一八四九年建成，其後在
一九一五年重建，並於二零二二年列為法定古蹟。位於灣仔的愛羣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
蘭中心樓高八層，內有多項設施，包括圖書館、診所、餐廳和幼稚園。九龍清真寺暨伊
斯蘭中心的內外牆壁都以白雲石建造，是尖沙咀區的地標。該寺可容納會眾3 500人，每
年有近100萬人使用。此外，還有位於赤柱監獄內的赤柱清真寺和歌連臣角的柴灣清真
寺。本港兩個伊斯蘭教墳場分別位於跑馬地和歌連臣角。

印度教

本港約有十萬名印度教教徒，而跑馬地印度廟是他們的宗教和社交活動中心。該廟由香
港印度教協會管理，信眾可到該處冥想、參加靈修講座、練習瑜伽和參與其他社區活
動。該廟又會舉行重要節日慶典，例如亮光節、鎮邪節、潑水節、象頭神節、信德族新
年和猴神節，並會按印度教的風俗禮儀和依據《婚姻條例》為印度教教徒舉行訂婚和結婚
典禮。印度廟提供的主要服務，還包括主持殯殮儀式，以及安排火化和相關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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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日上午，印度廟都會舉行聚會，內容包括演奏宗教音樂和講道。星期日聚會後
和星期一晚上，教徒可免費享用飯餐。

錫克教

本港最早的錫克教徒來自印度旁遮普。十九世紀時，他們在當地英軍服役，隨軍來到香
港，並於一九零一年在灣仔皇后大道東興建首座錫克廟，名為“星尊者協會”。該廟其後
易名為Khalsa Diwan Hong Kong Sikh Temple，在重建後於十一月重開，內設兩個祈禱室、
一個提供免費飯餐的廚房和餐廳、多個私人活動室、多個演講廳、一個數碼圖書館及 

一個停車場。

錫克廟由註冊慈善機構Khalsa Diwan管理，為各界人士提供多種志願服務，包括讓訪港旅
客在廟內免費用膳和短期住宿。

據Khalsa Diwan估計，本港約有12 000名錫克教徒。錫克教始祖納那大師的信徒每天早上
和傍晚都會在錫克廟進行崇拜，每逢星期日和主要神誕更會在廟內舉行聚會。錫克教最
重要的節日計有納那大師誕辰、第十位宗教教師高賓星大師誕辰，以及人日 (即所有錫克
教徒的生日和洗禮日 )。

猶太教

猶太教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本港的猶太教會堂主要有三個，分別為
莉亞堂 (傳統派 )、香港聯合猶太會 (改革派 )和Chabad Lubavitch。莉亞堂和香港聯合猶太
會位於港島半山同一地點，前者除每天的聚會外，還會在安息日和節期舉行聚會；後者會
在安息日和節期舉行聚會；而位於港島麥當勞道的Chabad Lubavitch則每天都有聚會。

莉亞堂建於一九零一年，會堂設有神聖洗池。位於跑馬地的猶太教墳場建於一八五七年。

莉亞堂毗鄰有住宅樓宇，內設猶太教社區中心。該中心服務本港三大猶太教派會友，為
400個會員家庭提供猶太餐、宴會和文娛康樂設施，並營辦一間超級市場和一個專門圖書
館，以及舉辦各類活動和學習班。猶太社羣亦在本港開辦學校 (Carmel School)和宗教班，
還組織多個慈善和文化機構。

其他信仰

本港尚有流傳多年的其他宗教，例如巴哈伊教和祆教 (俗稱拜火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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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香港品牌：www.brandhk.gov.hk

關愛基金：www.communitycarefund.hk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www.ciif.gov.hk

政府新聞網：www.news.gov.hk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www.hyab.gov.hk

民政事務總署：www.had.gov.hk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種族關係組：www.had.gov.hk/rru

政府新聞處：www.isd.gov.hk

婦女事務委員會：www.women.gov.hk

青年發展委員會：www.yd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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