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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 2023 新聞稿                    
                

                
    December 12, 2023




                
                    新聞稿                                                         2023年12月7日 請即發佈                                                                                                                  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2023 表揚優秀員工 推動社企發展   由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主辦、社會創建慈善有限公司及社企民間高峰會合辦「香港社企員工嘉許計劃2023」於2023年12月7日假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樓維港皇宴維港廰舉行，本會很榮幸邀得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先生及「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黃光耀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成功的社企既要創造社會效益，也要有卓越的營商方針。隨著疫情趨緩，社企仍然面對著相當嚴峻的困難及考驗，卻不會輕易放棄。員工為社企長遠發展的寶貴資產，一直為社企默默耕耘，絕對功不可沒。本年共有85位員工獲得嘉許，當中有6位獲得長期服務獎。獲表揚的社企員工來自各行各業，例如：飲食、長者服務、教育、零售、清潔、環保回收等。得獎者大部份為前線員工，包括殘疾人士、中年婦女、退休人士、少數族裔等弱勢社群。弱勢社群經過培訓之後，在社企工作發揮所長、重拾自信，有助社企可持續地發展。 對社企員工來說，工作中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幫助別人，更能在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和認同。本會希望藉此計劃推動業界發展，營造更融洽的工作環境。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簡介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於2009年正式成立，積極推動社會企業運動。本會以會員的服務理念和福祉為依歸，竭力宣揚香港社企的業務及加強其發展力度。作為社企、政、商及社福界的溝通橋樑，本會為會員收集及發放有關工、商及貿易發展資訊、數據和政府政策方針，促進各界溝通，務求改善、創造或擴大社會企業的市場，以增進香港的繁榮和安穩，及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本會於2014年推行首個為社企而設的認證制度，是一套專業、客觀及全面的評審系統。 網址：http://www.sechamber.hk ; 《社企認證》計劃：www.seemark.hk   傳媒查詢：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執行經理　羅女士（Emily） 電話：3616 6950 / 電郵：el@sechamber.hk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行政主任　張女士（Celine） 電話：3616 6529 / 電郵：eo1@sechamber.hk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謹啟   附件：獲嘉許社企員工名單 最具合作精神獎（10位） 員工姓名 社企項目 鄧雪兒 活髮社 何詠怡 Green Ladies & Green Little 陳素娥 樂群社會服務處-千色服式 李玉嬋 仁愛堂長者健康生活站 許偉明 健絡理療(葵涌店) 梁婉婷 so330…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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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回顧】首爾社企考察團 2023                     
                

                
    August 31, 2023




                
                    隨著國際旅遊復常，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復辦考察團，希望社創人士有更多機會了解不同國家的社企經驗和發展。早前，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在 2023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期間到訪韓國首爾進行為期四日三夜的社企考察，吸引了 18 位來自 社會企業、非牟利機構、學術團體，以及對社會創新議題感興趣的朋友參加。 是次活動旨在讓參加者走出香港，透過參觀不同類別的韓國社會企業及政府機構，了解韓國社會企業的法規、政策和發展趨勢，並與當地專家和政府官員交流，在他們工作的地方親身分享跨界合作及案例，讓參加者對他們的經營模式和創新實踐有更深的感受。 考察團留韓期間，參訪了聖水洞地方政府、韓國社企推廣中心和 9 間首爾社企，包括殘疾人士就業、文化保育和科技等類別，促進了解韓國社會企業的運作、組織和發展新趨勢。 考察行程最後一天，香港社會企業總會亦與首爾社會企業理事會進行交流晚宴，交流兩地社會經濟生態系統並分享一些社會企業的現狀和案例。透過分享各自的協作和創新經驗，40 名韓國和香港的參加者介紹了他們的社會企業的業務，尋求對接與合作，促進亞洲國際交流。 韓國政府重視為社會弱勢群體創造就業機會，所制定的政策也間接或直接為當地社會企業的蓬勃發展創造相對有利的環境。為振興就業市場，韓國政府於 2006 年訂下《社會企業促進法》，賦予提供弱勢就業服務的社會企業相關獎勵和補助措施。韓國亦透過政府認證方式確立企業的社會企業身份、地位和保障。法案同時規定所有韓國企業至少 3.1% 的僱員必須為弱勢社群。若未能遵守，企業則需從弱勢僱員的企業購買等值的商品或服務。 香港及韓國兩地的社會企業運營的整體環境大有不同。透過了解韓國社會企業的法規和韓國社企項目分享，參加者均表示這次考察讓他們全面了解韓國政策如何促進和建立社會企業發展的生態系統，並反思香港的社企發展。 希望香港政府也能夠仿效另一個亞洲城市的經驗，以社會經濟為方向，完善社區項目發展進程，共同建設共融社區。此行亦開闢了很多值得香港社會創新討論和探索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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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受訪社企：營運稍見好轉（東方日報）                    
                

                
    August 24, 2023




                
                    疫後社企生意慢慢回升，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調查指八成社企生意額上升最多兩成。   【本報訊】本港受新冠疫情肆虐，經濟一度陷入冰點。疫後市面經濟活動逐漸復常，通關後市民大舉外遊，本地商店營商環境雖有好轉，但未見「報復式」消費。有調查發現近八成社企在疫後平均生意額均有上升，惟當中逾半受訪社企指生意額僅微升最多兩成，而有近兩成社企指疫後現金流少於3個月，促政府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等措施協助社企維持營運。 部分生意額僅升兩成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於7月上旬進行調查，收回122份問卷，約佔全港社企數目兩成。結果顯示，近八成社企指在疫後平均生意額有上升，近兩成表示生意額上升三成以上，當中包括零售業（95%）及餐飲業（82%），亦有7%受訪社企指生意額維持不變。 調查又發現，一成半受訪社企指，本地消費力外流，帶來很大影響，部分社企就反映經營成本上升。 與去年調查結果相比，社企整體現金流有改善，現金流少於6個月的社企由54%減至40%，比起去年減幅達26%，但仍有16%社企指疫後只有少於3個月現金流，總會形容他們是否可以營運下去實在令人擔心。 負責調查的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認為，調查結果反映社企生意復常動力仍然不足，尤其是教育及培訓業界，建議當局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或資助一年，公營機構若採購社企產品可按採購額獲稅務減免；若政府再派發消費券，可考慮預設當中5%消費額，用於指定社企消費。   資料來源：（東方日報）八成受訪社企：營運稍見好轉 (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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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後經濟】8成疫後社企對前景樂觀　惟通脹、現金流仍困擾（香港經濟日報）                    
                

                
    August 23, 2023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公布2023年新冠疫後社企業界營運狀況調查結果。結果顯示普遍社企在疫後平均生意額都有上升，近三分之二對今年的銷售樂觀，但復常動力不足、經營成本上升、現金流不足等不穩定因素也讓社企感到憂慮。 調查在7月上旬舉行，共收回122份有效問卷，約佔全港社企數目的2成，聘用的僱員總數接近1,000名。受訪社企的業務廣泛，零售業及餐飲業各佔3成，服務業佔2成，其他行業包括教育及培訓、健康護理服務則佔近2成。 調查顯示，社企對疫後前景大致正面，但未許樂觀。疫後接近八成的受訪單位表示平均生意額有上升，甚至有近兩成表示生意額上升三成以上，當中包括零售業（95%）及餐飲業（82%）。然而近6成社企生意的上升幅度只有1至2成，反映生意復常的動力仍然不足。至於認為平均生意額维持不變的有約7%，另有一成半的社企表示生意仍然未能復常，尤其是教育及培訓業（24%）。 今年比上年有更多社企對整年的銷售預持正面的看法，有些正面（57%）和非常正面（7%）合共近三分之二。解除防疫限制後的營運狀況最顯著的改變是市民消費意慾上升和訂單增加。但回覆也顯示了社企對復甦的不確定性感到擔憂，四分之一受訪社企回覆經營成本上升及招聘人手應付業務生意增加也有困難，一成半受訪社企指本地消費力外流的影響也很大。 現金流方面，社企整體現金流比去年有改善，現金流少於六個月的社企由54%減至40%，然而仍有16％社企表達疫後只有少於三個月現金流，情況令人憂慮。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疫後經濟】8成疫後社企對前景樂觀　惟通脹、現金流仍困擾 – 香港經濟日報 – 即時新聞頻道 – 商業 – D230823 (h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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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後經濟】疫後社企對經濟前景正面　隱憂仍多冀政府更多支援 （香港經濟日報）                    
                

                
    August 24, 2023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昨天公布2023年新冠疫後社企業界營運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社企在疫後都有生意增長，並對全年生意額增長感到樂觀。但該會也承認在7月上旬的調查也許未能反映目前的市況，希望政府能透過政策及優惠措施協助社企，並按市場機制的方式來增加收入，渡過難關。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公布新冠疫後社企業界營運狀況的調查結果，多達8成社企平均生意額有上升，最受惠是零售業及餐飲業。社企對疫後前景大致正面，64%社企對整年的銷售預持正面的看法，解除防疫限制後的營運狀況最顯著的改變是市民消費意慾上升和訂單增加。 接近八成社企表示平均生意額有上升，有近兩成表示上升三成以上，近6成的上升幅度只有1至2成。64%社企對全年生意持正面的看法，其中有些正面佔57%，非常正面佔7%。原因是疫後市民消費意慾上升和訂單增加。25%社企指經營成本上升及招聘人手應付業務生意增加也有困難，15%指本地消費力外流的影響很大。40%社企現金流少於六個月，16%更只有少於三個月，對繼續營運仍存隱憂。 社企總會認為，社企不只是商業營運，還有支持社會責任的目標，認為政府能有更多政策支援社企。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外務副會長鍾偉成表示，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應帶頭中央採購社企產品及服務，而政府亦可再推出消費券措施，並將其中5%定為必須在指定社企消費，以鼓勵市民使用社企服務或購買社企產品。 ▲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外務副會長鍾偉成建議，政府可透過中央採購時優先選擇社企產品或服務來支援社企營運。 同時他也呼籲延續向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處所營運的社企租戶提供25%的租金寬免安排，或政府對租用私人物業作零售、餐飲或生意營運用途的社企以市值租金提供25%租金資助。同時呼籲檢討現時推動社會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例如採購社企產品的公私營機構可按採購額實施稅務減免、鼓勵更多公營機構及企業以優惠條款出租方予社企營運，租約亦應具備彈性，讓達成營運指標表現良好的社企自動續約等。 調查裡社企普遍看好經濟前景，尤其是零售業及餐飲業，但近月市況不太好，普遍認為港人北上消費導致香港經濟未有起息，而零售及餐飲業正是重災區。鍾偉成表示，由於疫情期間生意真的跌得太多，像教育及培訓業一類社企更是幾乎完全沒有生意，當防疫政策解封過後確實生意額有提升，因此對疫後經濟前景的看法比較正面。 港人樂意為社會責任付出溢價 鍾偉成承認是次調查在7月上旬舉行，或許無法反映近月的市況，他指社企總會會繼續觀察市況並會向社企提供支援。至於經濟增長停滯對社企的影響，他認為這跟中小企面對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尤其社企往往為了社會責任而增加了成本，壓力是一定更大的，因此社企總會也對政府提出建議，透過政策和支援來協助社企，並用增加生意的方式以市場機制來渡過難關。 香港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則表示，始終社企跟一般商業公司不一樣，需要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在經濟不景氣下難免會比一般企業更困難。他指港人北上消費也是因為比較便宜，但他認為「鬥平」並不是社企的出路，如果整個社會都只是追求廉價的產品和服務，社企就更難維持。他指不少香港人都關心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讓更多人理解支持社企對社會的好處，並願意為社會責任付出更多溢價。 ▲ 香港立法會議員狄志遠表示，不少香港人都關心企業的社會責任，相信會願意為社會責任付出更多溢價。 資料來源：（香港經濟日報）【疫後經濟】疫後社企對經濟前景正面　隱憂仍多冀政府更多支援 – 香港經濟日報 – 即時新聞頻道 – 商業 – D230824 (hk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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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八成受訪社企疫後生意額上升（信報）                    
                

                
    August 24, 2023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滙報「2023年新冠疫後社企業界營運狀況調查」結果。數據顯示，疫情後接近八成的受訪社企單位表示平均生意額有上升，甚至有近兩成表示生意額上升三成以上，當中包括零售業(95%)及餐飲業(82%)，然而近六成社企生意的上升幅度只有一至兩成，反映生意復常的動力仍然不足。 至於認為平均生意額維持不變的有約7%，另有一成半的社企表示生意仍然未能復常，尤其是教育及培訓業(24%)。 對整年的銷售預期，今年比上年明顯有更多社企持正面的看法，近64%的回覆選擇了有些正面(57%)和非常正面(7%)。 對比去年調查結果，社企整體現金流有改善，現金流少於6個月的社企由54%減至40%，比起去年減幅達兩成六。 然而仍有16%社企表達疫後只有少於3個月現金流，他們是否可以營運下去實在令人擔心。 解除防疫限制後，超過兩成的回覆也表示考慮恢復業務擴張安排，服務業(42%)的比率最高，近三成的回覆表示有意增聘人手，兩成僱員的薪金都有所提升，亦有僱主增加店舖數目。 該會在7月上旬進行的問卷調查共收回122份有效問卷，約佔全港社企數目的兩成，聘用的僱員總數接近1000名。 資料來源：（信報）即時新聞 – 時事脈搏 – 調查:八成受訪社企疫後生意額上升 – 信報網站 hkej.com

                

            


        

    




    
        
      
            
   
      [image: ]   



            
                
                    
                        調查：疫後本地消費力外流 社企經營成本壓力升（巴士的報）                    
                

                
    August 23, 2023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建議，當局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或資助一年，公營機構若採購社企產品可按採購額獲稅務減免； 有調查發現近8成受訪社企表示，疫情後平均生意額有上升，當中近6成生意額增長約1至2成。調查亦發現，1成半受訪社企指，本地消費力外流，帶來很大影響，部分社企就反映經營成本上升。 負責調查的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認為，反映社企生意復常動力仍然不足，尤其是教育及培訓業界。總會亦指，與去年調查結果相比，社企整體現金流有改善，但仍有1成6社企指疫後只有少於3個月現金流。 總會建議，當局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或資助一年，公營機構若採購社企產品可按採購額獲稅務減免；若政府再派消費券，可考慮預設當中5%消費額，用於指定社企消費。 調查在7月上旬進行，收回122份問卷，約佔全港社企數目2成。 資料來源：（巴士的報）調查：疫後本地消費力外流 社企經營成本壓力升 (bastillepost.com)

                

            


        

    




    
        
      
            
   
      [image: ]   



            
                
                    
                        調查指8成社企疫後生意僅升最多2成　16%現金流少於3個月（東網）                    
                

                
    August 23, 2023




                
                    本港受新冠疫情肆虐加上政府的嚴苛防疫措施夾擊下，經濟一度陷入冰點。政府自3月撤銷最後的防疫枷鎖口罩令後，市面經濟活動逐漸復常，通關後令市民大舉外遊，本地商店營商環境雖有好處，但未見「報復式」消費。有調查發現近8成社企在疫後平均生意額均有上升，惟當中逾半受訪社企指生意額僅微升最多2成，而有近2成社企指疫後現金流少於3個月，促政府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等措施協助社企維持營運。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於7月上旬進行調查，收回122份問卷，約佔全港社企數目2成。結果顯示，近8成社企指在疫後平均生意額有上升，但近6成受訪者指生意額增長1成至2成。調查又發現，1成半受訪社企指，本地消費力外流，帶來很大影響，部分社企就反映經營成本上升。總會亦指，與去年調查結果相比，社企整體現金流有改善，但仍有16%社企指疫後只有少於3個月現金流。 負責調查的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認為，反映社企生意復常動力仍然不足，尤其是教育及培訓業界，建議當局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或資助一年，公營機構若採購社企產品可按採購額獲稅務減免；若政府再派消費券，可考慮預設當中5%消費額，用於指定社企消費。   資料來源：（東網）調查指8成社企疫後生意僅升最多2成　16%現金流少於3個月｜即時新聞｜港澳｜on.cc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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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首個社企認證制度 提升投資者及大衆信心（AM730）                    
                

                
    March 28, 2024




                
                    本會在AM730報紙上獲得了報導！這是對我們推動社會企業運動、舉辦培訓和交流活動，以及實踐ESG原則的肯定。感謝所有支持者和合作夥伴，讓我們一起為社會帶來正向變化！ 資料來源：（AM730）全港首個社企認證制度 提升投資者及大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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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社企稱疫後平均生意升　一成半指受消費外流影響（RTHK）                    
                

                
    August 23, 2023




                
                    有調查發現，近八成受訪社企表示，疫情後平均生意額有上升；但一成半受訪社企指，本地消費力外流，帶來很大影響；部分社企則反映經營成本上升。 負責調查的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認為，反映社企生意復常動力仍然不足，建議政府帶頭採購社企產品及服務，並為社企租戶延長租金寬免或資助。 資料來源：（RTHK）八成社企稱疫後平均生意升　一成半指受消費外流影響 – 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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