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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福利議題優次會議 
2016 年 7 月 20 日 

 
分組討論－社會保障 

紀錄摘要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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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黃貴有先生 
 
1 劉婉明女士向與會者簡介過去一年有關社會保障的改善措施，包括： 

1.1 傷殘津貼檢討 
由勞工及福利局在早前成立的傷殘津貼檢討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已完

成有關檢討工作，並提出一系列為殘疾人士提供進一步支援的建議。當中，在

社會保障範疇下，社會福利署（社署）會負責推行三項建議，分別為： 
- 與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將會落實執行工作小組有關統一醫療評估過程中使

用康復及機械器材的安排的建議。日後醫生會以申請人沒有使用外置康復

或機械器材（不包括內置的康復或機械器材，例如心臟起搏器）的情況評

估其傷殘程度，使評估標準更客觀和一致；及 
- 為鼓勵殘疾人士就業，於 2016 年 10 月透過關愛基金推行兩項試驗計劃： 

(i) 「為獲聘於有薪工作的高額傷殘津貼領取者提供津貼以聘請照顧者

試驗計劃」，向獲聘於有薪工作的高額傷殘津貼領取者提供每月

5,000 元津貼聘請照顧者，以協助其往返辦公地點（不包括在家中工

作）及／或在該處的活動（包括日常生活照顧）；以及 
(ii) 「提高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

試驗計劃」，將殘疾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人豁免計算入息上

限提高約 60%，即首 1,200 元收入可全數獲得豁免，而其後 5,600
元的收入則最多有一半(即 2,800 元)可獲豁免，總豁免計算金額由現

時最高的每月 2,500 元提高至 4,000 元。 
 
2 黃貴有先生簡介了過去一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委員會

就著與社會保障相關的建議和關注的議題，包括： 
- 退休保障改革 
- 加強少數族裔翻譯服務 
- 領取綜援人士”超租津”的問題 
- 健全綜援成人的牙科治療費用津貼 
- 青少年首年投身工作時豁免計算入息 
- 社區保姆服務獎勵金須從綜援中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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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會者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3.1 綜援水平 

- 現時就讀全日制中小學的學生每月可獲發的 275 元學生膳食津貼不夠支

付實際開支，建議考慮全數資助有關學童在學校的午膳費用； 
- 更新現時綜援基本需要的項目，包括考慮把有關兒童發展的津貼、健全

成人的上網費用、額外電費津貼等納入基本金額中。 
 

3.2 對申領綜援人士的支援 
- 為雙非兒童尋找合適的照顧者並在有需要時以家庭為單位申領綜援並不

容易，建議容許雙非兒童的親友或社署社工擔任兒童的受委人，讓雙非

兒童可獨立申領綜援； 
- 現時的制度中，長者申請綜援必須與同住家人一起申請。若長者與成年

子女一起生活，雖然子女沒有能力供養父母，長者亦不可以獨立申請綜

援，故建議社署檢討長者綜援申請資格，考慮容許與家人同住的長者獨

立申領綜援； 
- 長者如必須以獨立身份申領綜援，不論是獨居或與家人同住，亦需由其

子女向署方提供「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有部份家人即

使無能力或不願意供養父母，然而基於面子或道德壓力卻不願意填寫有

關文件，故建議社署豁免提供「不供養父母證明書」的程序。 
 

3.3 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 計劃並不是恆常的資助服務，一般每兩年須重新評估服務需要。上述安

排不但會影響服務的發展和持續性，而且亦使從事有關工作的同工欠缺

工作穩定性。 
 

3.4 綜援計劃下的豁免計算入息安排 
- 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本意是鼓勵受助人就業和繼續工作，但若豁免計算

入息水平遠低於實際市場的薪金水平，會減低受助人就業和繼續工作的

意欲，故需定時調整豁免計算入息的限額； 
- 提升現時青年綜援受助人投身工作時的豁免計算入息的限額。 

 
3.5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下的短暫經濟援助 

- 短暫經濟援助除了給予計劃參加者應付就業初期所需的開支外，期望亦

可用作膳食津貼。 
 

3.6 綜援計劃下的租金津貼 
- 現時租金津貼不足，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調整落後於實際租務市場的租

金升幅，建議考慮調整租金津貼最高金額，並把適切住屋所需的租金水

平納入制定有關津貼金額水平時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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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租務管制，防止業主不合理地大幅增加租金及進行逼遷，保障租戶

的權益； 
- 當綜援家庭的子女成年後，應設立津貼供該家庭作「間房」之用； 
- 綜援應有機制給予健全成人支付租金的上期及按金開支，另有同工表示

在長者個案中，亦並不是所有個案都能得到有關補助。 
 

3.7 綜援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 
- 現時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的發放日期為每年七月，但部份相

關開支或需在六月繳付，社署應考慮提早發放該項津貼。 
 

3.8 申請政府資助所遞交的資料 
- 社署可考慮短期保留以往申請人的檔案，以及在得到申請人同意時，檔

案可在政府部門之間傳閱，減省申請人申請不同政府資助時重新遞交資

料的時間。 
 

3.9 對申領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的支援 
-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諮詢服務櫃位的當值人員不足，未能應付申請人數，

希望辦事處能增加諮詢服務櫃位的當值人員人數。此外，現時辦事處職

員未有能力自行處理少數族裔的個案，建議按全港申請人的比例增加協

助少數族裔的同工數目； 
-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表示，現時透過僱用傳譯服務，以及透過與支援少

數族裔人士的非政府機構協作，為少數族裔申請人士提供傳譯服務，協

助他們填寫表格； 
- 現時少數族裔申請低津，只能依賴辦事處職員「到戶式」到服務中心提

供服務，如少數族裔人士在電話查詢有關申領低津事宜時，辦事處的同

工不但未有提供翻譯服務，更會勸籲申請者找自己親戚朋友或其他人作

翻譯，希望辦事處有所改善，增加少數族裔的翻譯支援； 
- 有同工表示，停止領取綜援後與申請低津期間有「冷河期」，申請者於該

段期間未能得到支援，故有關當局可考慮於該段期間提供支援。 
 

3.10 低津的申領資格 
- 現時申請者必須以家庭為單位，而且家庭人數必須為二人或以上，忽略

了一人家庭的需要，故建議容許以個人為申請單位，並把計劃放寬資格

至一人家庭； 
- 不少低收入家庭表示申請表格複雜，而且門檻過高，故應簡化表格，並

重新評估申領門檻，例如重新檢視申請人工作時數和入息限制，及考慮

取消不能離港的限制，以鼓勵有需要人士申請津貼。 
 
 



- 4 - 
 

3.11 傷殘津貼 
- 深入檢視殘疾定義，彌補現時部份殘障者缺損程度達一定水平而未必獲

得傷殘津貼的漏洞。 
 

3.12 外判服務的合約 
- 現時政府的外判服務的合約只提供中文版本，一些少數族裔不能閱覽，

減低了他們就業的機會，故建議應提供其他語言的版本。 
 
4 劉婉明女士就上述意見及建議回應如下： 

4.1 綜援計劃 
- 綜援計劃旨在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最後的安全網，署方須確保

公帑運用得宜。綜援標準金額是協助受助人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如

膳食、衣服鞋襪、燃料電費、耐用品等。綜援標準金額已包括膳食津貼，

而每月 275 元額外的學生膳食津貼是為補助就讀全日制學校的學生應付

因需在外午膳引致的額外開支。 
- 綜援是以整筆金額形式發放，綜援家庭可因應需要靈活運用綜援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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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署暫時無計劃就綜援的基本需要項目作整體性的檢討，但一直有檢視

並改善提供予不同組群綜援受助人（包括長者、中小學學生、有就讀專

上課程成員的綜援家庭等）的資助項目及金額。 
- 至於“不供養父母證明書”（或俗稱“衰仔紙”），有關的表格其實只是一張

簡單的經濟聲明，適用於所有獨立綜援申請，而且有其實際需要和合理

目的；故此，不應被視為歧視長者申請人或窒礙長者申請綜援的措施。

無論是否與家人同住，我們要求獨立申請綜援的長者提交有關經濟狀況

的聲明，申請人的子女只須透過填寫這份簡單的聲明表格，提供有關其

向申請人提供的經濟援助的資料，以便社署了解申請人的實際經濟狀況，

從而評估其綜援資格及可領取的援助金額。 
 

4.2 綜援計劃下的豁免計算入息安排 
- 豁免計算入息安排一方面可為受助人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他們就業及繼

續工作，從而讓從事有薪工作的綜援受助人在經濟上能較完全倚賴綜援

的受助人為佳；但另一方面，此項安排愈是寛鬆，便愈可能會延緩受助

人脫離綜援網及導致更多人士跌入綜援網。因此，政府必須小心考慮如

何在鼓勵受助人就業和妥善運用公帑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4.3 傷殘津貼 
- 傷殘津貼旨在向嚴重殘疾人士以毋須供款及調查經濟狀況的形式提供現

金津貼，協助他們應付因嚴重殘疾引致的特別需要，因此津貼與殘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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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就業或收入狀況無關，殘疾人士如因傷殘無法就業引致經濟出現困

難，可考慮申請綜援。 
 

4.4 低津 
– 低津並非由社署負責推行。不過就有關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傳譯服務不足、

未有提供翻譯服務、於計劃推出一年後作檢視時考慮調整申請單位和表格

等事宜，社署會向負責推行低津的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

家庭津貼辦事處轉達。 
 

4.5 租金津貼 
- 政府根據既定機制，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指數的變

動調整綜援計劃下的租金津貼最高金額，而以關愛基金發放的一次性津

貼有助紓緩有關綜援住戶在週期性租金上升時所面對的經濟壓

力。社署相信私人房屋租金水平與其供應息息相關。長遠而言，政府會

繼續透過增加公屋供應，以滿足無法負擔私營租住樓宇人士的住屋需

要。 
 

4.6 向有需要的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經濟援助 
- 關愛基金將於 2016 年 10 月推出為期兩年的「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

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合資格的照顧者將每月獲發 2,000 元津貼。 
 

4.7 支援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生活上的困難 
- 關愛基金於 2014 年 6 月推出為期兩年的「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

津貼試驗計劃」，計劃將於 2016 年 10 月開展試驗計劃第二期，為期兩年。

申請人必須經社署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定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

損，並於 2016 年 2 月 29 日或之前已在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長期護理服

務（即院舍照顧服務及／或社區照顧服務），有關規定旨在為最需要照顧

(即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支援。 
 

4.8 綜援計劃下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 
- 如有需要，受助人可以申請提早於六月發放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

津貼。 
 

4.9 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 社署會適時檢視計劃的的運作情況及服務成效，作為訂定計劃未來方向

的參考。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