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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分歧 推動義工 

在目前這個政治分歧壓倒一切的環境裏，很容易令人覺得做什麼都沒有意思。這句話對任

何一方的人來說都一樣適用：在這一邊，他們覺得改不了現狀，看不見出路；在那一邊，

他們則認為站在對面的人破壞多於建設，凡事都反對，很難做事。 

在意見統統均須以政治立場先行的情況下，大家似乎已逐漸變為懶得去研究，究竟有沒有

一些東西是可以暫時把政治放下，不論個人的政治取態，亦可投入推動的呢？ 

我自問不是梁振英政府的支持者，完全不關心究竟現屆特區政府在餘下任期如何過日子，

我只是認為，香港作為一個社會，總應該認真想想，有些什麼東西是必須做而且要做好的？

如果香港要成為一個「好社會」，有些什麼元素是她必須具備的？我的意思是，我們總不

可以因為不喜歡眼前所見到的東西（例如不喜歡現屆特區政府，又或者覺得反對派很討

厭），而把很多重要的事情擱置，不思進取，不尋求轉變。 

快樂之本 莫如助人 

身為香港人，我們確信某些普世價值，簡單如助人為快樂之本，就是其中一項。多鼓勵市

民—不論年齡、性別、種族、經濟狀況??—參與義務工作，肯定是一件好事。我相信，無

論從哪個政治立場出發，亦一樣可以接受以上的意見。就算大家在政治取向上有很大分歧，

我們都應該可以先做好一些很基本的東西。在短期之內，我們解決不了在政治上的分歧，

但我們亦無謂因在政治上各執一詞，而阻礙社會進步。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見到《施政報告》當中有提出「…… 與聯合國及本地的志願機構合

作，讓大學生到東南亞，在聯合國轄下的機構義務工作。此外，我們會把『香港青年服務

團』的服務恆常化，並加強與廣東省在義務工作方面的合作，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服務外

地的弱勢社群」，覺得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於特區政府願意鼓勵和推動青年參與義務

工作，那是應該肯定的。 

我當然明白，有人會以為政府之所以打算撥款推展多項青年工作，當中是有她的潛台詞的。

對於這類意見（或可說是顧慮），我總覺得是低估了民間社會和義工的智慧。義工在參與

服務的過程中，有機會從不同角度去了解事物，如果要由上而下，並且以單一訊息的方式

來向義工灌輸某種意識形態，實在談何容易。在讀過《施政報告》之後，值得我們追問的

問題，不是究竟這些政府的新措施是否別有用心，而是香港社會應如何進一步推廣及發展

義務工作。 

事實上，不少市民會投入志願工作，是香港的一大社會財產。他們不單付出精神、時間去

服務其他有需要的人，而且還在服務的過程中，表現出一份對社會的關懷、對人的愛護。

有時候，由義工來做的事情，在質的方面甚至更勝於一項購買的服務；義務工作當中的那

份暖意，非筆墨所能形容。 



同樣重要的是，義務工作所能起的作用，是雙向的。有需要的人受惠於義工的服務時，義

工參與無償的工作，同時亦有一種體會。這種體會往往就是簡單如多了一個了解事物的角

度：原來不同條件、背景的人可有不同的需要；我們平日覺得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對另一

些人來說那可以是完全另一回事；我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也不一定真的是理所當然。懂

得關心別人，並且從他們的需要、角度來認識世界，是義工從志願工作中取得的收穫。 

義工的精神就是關心陌生人，也是學懂不去計較；基於自發的、不是以私利為考慮的出發

點，義務工作由無數個人的一點點貢獻，把事情做好做妥。 

提供資源 政府角色 

我相信，每個「好社會」都會鼓勵義務工作，都會認同義工的貢獻。目前有不少國家除了

鼓勵義務工作之外，還會視義工的參與為社會建設的重要指標之一。這裏所說的指標，並

非只講究經濟發展和增長，而是更多關心生活的質素、市民對社會的認同與投入。很多國

家的政府都會發現，義工的參與最能反映出市民之間的合作和共融。 

香港的非政府組織和學校，長期以來都有發展義務工作，當中不少更發展出甚有規模的義

工隊伍，恆常地投入服務。我們應該在這個良好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鼓勵義務工作；政府

的角色不是直接參與，而是通過提供資源，協助不同價值取向和服務對象的志願機構，進

一步在量與質的兩方面同時發展義務工作。 

同時，政府亦應更有系統地收集有關義務工作的數據，既可作為參考，亦可視為評估社會

發展的指標。統計處曾於 2001-02 年以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就有關題目進行調查，現在不

但是時候再作調查，以取得更新的數據，而且應該更頻密地進行同類資料收集，以幫助政

府及志願機構了解義務工作的推廣有無進展。 

有關義務工作在香港的發展，還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和討論，只望民政事務局在這方面的

工作，並非一次性的回應。看義務工作，應有一種更廣、更遠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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