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4 福利議題優次會議 

2014 年 6 月 5 日 

 

分組討論－社會保障 

紀錄摘要 

 

主持人：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          劉婉明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委員 胡美蓮女士 

 

1. 胡美蓮女士簡介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委員會的六

個與社會保障相關的建議。 

 

2. 劉婉明女士亦向與會者簡介過去一年有關社會保障的改善措施，包括推行廣

東計劃、增加綜援家庭中小學生的就學有關津貼、在計算綜援家庭的租金津

貼時將就讀專上課程的成員計算在內、將關愛基金向參加租者置其屋計劃超

過五年的綜援受助人提供租金津貼的項目常規化等。 

 

3. 與會者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3.1 綜援制度 

 要求政府進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並檢討綜援標準金額水平，此外

2-6 人綜援家庭的綜援金額與貧窮線脫節，政府需要檢視綜援金水

平，保障綜援家庭能維持生活。 

 改善豁免計算入息機制，將「全數豁免」的入息由首 800 元增至首

1,000 元，隨後「半數豁免」的入息由 3,400 元增至 4,500 元，即

最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為 3,250 元。 

 檢討綜援租金津貼的釐訂及調整機制，並為所有綜援受助人提供租

金按金津貼及搬遷津貼，以及將關愛基金的一次性租金支援恆常

化。 

 檢討綜援計劃下為健全成人/兒童提供的特別津貼項目，特別關注

給予成年綜援受助人牙科津貼及眼鏡費津貼，及沒有學童的綜援家

庭上網費津貼。 

 放寬申請綜援的資格，包括容許與家人同住的長者獨立申請綜援。 

 現時沒有支援綜援兒童的外出用膳的津貼，應予以考慮。 

 

3.2 退休保障 

 現時將長者養老的項目放在綜援制度下的概念落後，政府需重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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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退休保障的定位是社會保險抑或是社會福利。現行的制度缺乏可

持續性，應設三方供款、具持續性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政府的視野及行動應該具前瞻性，及早作出長遠規劃，而非只等研

究報告才作下一步行動。政府需要為退休保障議題設時間表、路線

圖及作公眾諮詢。 

 

3.3 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的經濟審查制度，為家庭造成磨擦。 

 

3.4 檢討強積金  

 強積金的保障不足，市民難以透過強積金儲蓄足夠金錢養老。另外，

強積金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互相抵銷的安排並不公平，此問題需要

盡快處理。 

 

3.5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每月工作時數 192 小時的要求不現實，忽略工時不穩定的零散就業

人士的需要，而他們卻是最有需要的人士，政府應考慮家庭成員累

積計算工時。此外，制度的設計使婦女或部份工種難以受惠。 

 津貼計劃忽略需要照顧長者的家庭及 1 人家庭，他們亦應可以申

請。 

 

3.6 「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於 2013 年開始推行的「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將於 2015

年 3 月底完結，政府應常規化就業服務，撥備款項予此服務。 

 此外，需要全面關顧青年、少數族裔人士的就業需要。 

 

3.7 進一步鼓勵「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 

 關愛基金將推行的獎勵計劃只讓全香港約 2 000 綜援受助人參與，

人數太少，令部份綜援家庭未能受惠。 

 協助推行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表示部份被抽選參與的綜援受助人並

不適合參與計劃，政府需詳細了解被抽選的個案是否適合參與計

劃。 

 

3.8 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 

 政府應考慮在有較多少數族裔人士居住的地區的社會保障辦事處，

例如元朗、油尖旺，聘請少數族裔人士為專職職員，以協助少數族

裔人士，並為前線職員提供訓練(例如文化敏感度訓練、工作訓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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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支援單親人士 

 單親人士願意工作以改善家庭生活，然而託兒照顧服務不足，家長

難以兼顧照顧幼兒及外出工作，建議政府提供更多託兒服務，釋放

勞動力。 

 小學課餘託管服務及資源不足，一來需要抽籤決定，二來託管時數

不穩定／不足，導致家長難以工作，政府需要提供更多資源及加強

託管服務。 

 另外，政府需要提供更多到位的課餘託管，尤其是對初中學童的託

管服務。 

 

3.10 傷殘津貼 

 機制存在評估標準及運作問題，例如有殘疾人士在申請傷殘津貼時，

社署前線員工在未有全面了解申請人的需要下，指申請人未合資格，

使他們無法領取津貼。 

 政府需要為前線員工提供更多培訓，提升他們的評估能力。 

 

3.11 未來基金 

 反對將未來基金作為基建之用途，應考慮將基金作為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福利或社會福利規劃之用。 

 

4. 社署劉婉明女士就上述意見及建議回應如下： 

4.1 綜援制度 

 社署會繼續監察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動，按既定機制每年調整綜援的標準項目金額及租金津貼的最高金

額。根據既定機制，社署已由 2014 年 2 月 1 日起，上調綜援標準

項目金額 4.1%，另上調綜援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 6.5%。 

 綜援標準金額是為了協助受助人應付日常基本需要，綜援家庭可因

應個人需要靈活調配資源，購買各項商品及服務。如個別受助家庭

有特殊困難，社署會按其家庭的實際情況，考慮行使酌情權，予以

協助。 

 在綜援計劃下，在學兒童就讀全日制學校並需要在外進午膳，可獲

發膳食津貼每月 255 元。 

 

4.2 鼓勵綜援人士自力更生 

 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一方面可為受助人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他們

求職及持續就業，但另一方面，有關安排愈是寛鬆，便愈可能會延

緩受助人脫離綜援網。因此，政府必須考慮如何在鼓勵受助人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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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妥善運用公帑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社署會於適當時間檢視「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的推展及運

作情況。健全的綜援受助人，包括少數族裔人士，均可接受有關的

就業援助服務。 

 『進一步鼓勵「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

勵計劃』是一項由關愛基金撥款推行的試驗計劃，關愛基金專責小

組及社署認為把參加人數設定為約 2 000 人是合適的。社署透過隨

機抽樣方法抽選一個多樣化及有代表性的樣本，以便探討獎勵計劃

對不同類別的健全綜援受助人的成效。 

 

4.3 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沿用以往普通高齡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及申報機

制，申請人只須申報其及其配偶(如適用)的入息及資產，較綜援以

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已作出適度寬鬆的安排。 

 

4.4 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 

 社署印備不同少數族裔語言的社會福利服務單張，亦一直有按需要

為少數族裔人士安排翻譯服務，並為前線員工提供相關培訓。 

 

4.5 支援單親人士 

 政府一直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不同類型的幼

兒照顧服務，並致力加強服務的彈性。 

 

4.6 傷殘津貼 

 傷殘津貼的審批工作是按既定機制進行，公營醫院／診所的醫生與

社署職員各司其職，醫生會按照醫療評估表格內的標準，並運用其

專業知識和判斷，評估申請人的殘疾程度，而社署職員則負責根據

醫療評估的建議批核傷殘津貼。 

 

4.7 退休保障、檢討強積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未來基金 

 政府會在收到周永新教授就退休保障進行的研究報告後，以開放及

務實的態度，考慮退休保障的未來路向。 

 政府會就強積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未來基金等措施／建議聽

取社會各方的看法，研究並落實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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