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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課 香港的慈善服務史 
 

 香港開埠以後，吸引海外商旅軍人來港發展，亦有不少華人到港尋找機

會，人口迅速增長，仍以華人為主要聚群。港府採取華洋分治政策，除了

少數官辦西醫院及學校等供在港洋人使用外，華人均缺乏福利照顧。幸而

有來自海外的英華書院、聖保祿女修會、寶血女修會等宗教團體來港提供

福傳、育嬰、醫療、教育等多元服務，不分種族地照料貧苦大眾。此外，

部份華商有感同胞隻身來港謀生，貧苦無依，亦自發成立廣福慈航、樂善

堂等地方善堂，興辦義學、義診、義葬等服務。 

1870 年，獲港府資助創立東華醫院，提供留院式中醫診療、施棺代葬、

原籍安葬等服務，惠澤百姓。另外，有鑒拐賣及逼良為娼等問題嚴重，華

人促請成立保良局，保護婦孺。另外，尚有基督教青年會、保護兒童會、

小童群益會等團體，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康樂服務。 

戰後，隨着經濟力增長，政府增設市政設施及公眾服務。六十年代末，

政府擴大福利政策範圍，承擔大部份的醫療、教育等開支，市民生活得到

完善的保障。 

 

 
光緒皇帝賜贈東華醫院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