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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9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9年 5月 15日) 

 

分組討論(社會保障) 

摘要 

主持：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政策研究及倡議社會保障及就業總主任  黃和平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會保障及就業政策專責委員會    黃碩紅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社會保障）       林偉葉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4      莊國榮先生 

 

1 主席黃碩紅女士介紹會議目的及流程。 

 

2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標準金額、補助金及特別津貼 

2.1 與會者的建議如下： 

2.1.1 租金津貼金額嚴重落後，建議政府應檢討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水平及其

調整機制。有油尖旺區的同工表示現時該區一個60呎單位也要3,600元，

租金津貼遠不及市價，一人家庭的租金津貼只夠租一個「棺材房」，不少

服務使用者寧願露宿，五人家庭的租金津貼亦難以租住該區單位，有服

務使用者曾因租金太高昂六年間搬家五次。 

2.1.2 租住不適切居所的家庭長期被木蝨困擾，不時需要花大量金錢購買殺蟲

水，但在綜援制度下卻沒有資助。 

2.1.3 劏房電費高昂，建議增加夏天電費補助金。 

2.1.4 建議增加劏房居民的租金、水費及電費津貼。 

2.1.5 建議為露宿者增加不適切居所補助金。 

2.1.6 露宿者沒有聯絡地址，時常難以收取社署的資訊，建議資助露宿的受助

人開設一個郵箱以防錯過資訊。 

2.1.7 保障部會要求某些綜援申請者、續期者或領取者（每月）提交一次銀行

月結單，但部分銀行需要每張月結單收取 50元手續費，每年共要支付 600

元開支以向社署遞交月結單，綜援家庭往往在家窮四壁時仍要有此筆額

外開支，建議社署提供津貼以協助受助人處理相關開支。 

2.1.8 電話服務及手提電話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除了失業綜援領取者要透過電

話找工作外，其他健全成人日常生活也需要使用電話，建議政府提供資

助。此外，有長期病患者也因有家人照顧不能領取電話費津貼。  

2.1.9 領取綜援的露宿者若被評為健全成人，當要租住居所時，均要繳付租金

按金，很多時要靠借貸處理搬遷及「上樓」等開支，但現時卻沒有資格

領取租金按金津貼及搬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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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建議擴闊就業支援補助金資格至 60歲以下的健全成人，以資助其尋找工

作期間的交通、使用電話數據、用餐以及其他求職相關的開支。 

2.1.11 當殘疾人士及長者要入院或看醫生時，照顧者往往有額外的交通及膳食

開支，建議給予照顧者補助金。 

2.1.12 當一個照顧者需要照顧多名長者或兒童時，需要較多支援及開支。 

2.1.13 成人綜援領取者往往面對高昂的醫療費用，一旦患上傷風感冒，難以使

用公營門診服務，又未能負擔看私家醫生，建議給健全成人醫療津貼。 

2.1.14 低收入人士健康普遍較差，殘疾人士及長者即使在綜援制度下可獲醫療

津貼，津貼範圍卻只包括治病而非預防性質，建議增加津貼資助綜援領

取者購買血壓機或血糖機以讓有需要人士進行日常檢測。 

2.1.15 長者、殘疾人士及身體欠佳者有資格領取多項房屋及醫療相關的特別津

貼，但往往審批時間太長，以至受助人要自己預先支付，構成財政壓力。 

2.1.16 建議為長者、殘疾人士及身體欠佳者提供陪診津貼，資助他們使用社區

中的陪診服務。 

2.1.17 居住於私人院舍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的院舍住宿實際開支往往超出綜援金

金額，建議增加住私院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的資助，並正視私院收費問題。 

2.1.18 居於私樓的殘疾人士，因行動不便要租一些有升降機的樓宇，租金往往

較高，以至要借錢繳付租金。 

2.1.19 現時提供予長者、殘疾人士及身體欠佳者的特別膳食津貼，遠不足以支

付營養奶等食品，但對於部分患者來說營養奶是生存的必需品。  

2.1.20 不少兒童要待小學才可接受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看牙醫，會延誤治療，因

此建議提供幼兒牙科津貼。 

2.1.21 學生膳食津貼金額不足夠讓學生購買午膳，建議參考學生資助處，直接

為綜援兒童領取者提供在校午膳服務。 

2.1.22 標準金額嚴重不足，每月一千多元不足以應付日常膳食。 

2.1.23 有與會者查詢綜援金額如何計算，一籃子項目包括什麼。 

 

2.2 局方／署方回應如下： 

2.2.1 就各項特別津貼及補助金，局方／署方表示會在未來檢討綜援計劃下的

鼓勵就業措施中一併研究與會者提出的意見。 

2.2.2 是次檢討主要是探討特別津貼及補助金而非綜援標準金額，現時的綜援

標準金額會按既定機制每年調整。 

2.2.3 是次檢討亦包括租金津貼水平，但同時會考慮到如提升租金津貼上限會

否成為業主提高租金的誘因。 

2.2.4 有關健全成人不再獲發租金按金及搬遷津貼的安排，在特殊的情況下，

署方會根據個別個案的情況作酌情處理。 

2.2.5 若一名照顧者需要照顧多名兒童，可使用兒童托管服務。 

2.2.6 至於可否避免受助人預先自行支付醫療用品開支，署方表示受助人如需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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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特別津貼以購買醫療用品，可先向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查詢，了解

申請程序後始決定購買所需物品。另外，如受助人經衞生署或醫院管理

局轄下的醫生或診所；社署或受社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所認可的醫療人員

（包括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等）推薦及轉介購買醫療用品，而欲申

請預支特別津貼，受助人須提供證明文件，例如相關報價單，署方可預

先批核特別津貼予受助人，惟受助人仍須提交有關開支單據作證明。 

 

3 綜援計劃下的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及豁免入計算入息 

3.1 與會者提出建議如下： 

3.1.1 有綜援受助人已接近 60歲，有就業困難，希望可豁免參與自力更生綜合

就業援助計劃。 

3.1.2 服務以成功就業率為唯一指標，建議處方考慮以服務使用者的工作動力

及處理技巧(Coping Skill)成為中期指標。 

3.1.3 因服務使用者的背景較複雜，服務設計應考慮增加個案輔導的元素。 

3.1.4 計劃一直沒有整全的檢討，署方應思考如何推動業界進行經驗分享，長

遠不再以一至兩年的模式營運服務。 

3.1.5 計劃宜維持現時地區化的方式進行，不應只簡單分五區營運服務。 

3.1.6  因受助人往往在工作一個月後才可領取薪金，但該月卻因上班而產生額

外的交通及用膳開支，因此建議短暫經濟援助擴展資助範圍至包括入職

後的交通費及膳食開支。 

3.1.7 豁免計算入息制度落後，現時全數可豁免金額為 800 元，成為街坊尋找

工作的一個阻力，建議按最低工資提升全數可豁免金額，以每月工作 60

小時計算，提升全數可豁免金額至 2,250元（60小時 x 37.5 元）。 

3.1.8 由於剛入職青年的工作較不穩定，建議將青少年全數入息豁免的安排由

一個月延長至一年。 

 

3.2 局方／署方回應如下： 

3.2.1 近年綜援失業個案持續下跌，參與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的個案數

目亦下降，署方會在年底前就計劃進行檢討。 

3.2.2 署方會研究把服務質量轉化為服務指標的可行性。 

3.2.3 受助人可申請短暫經濟援助以應付未獲發薪前往返工作地方的交通費用。

由於現時短暫經濟援助的使用量較低，署方會鼓勵同工善用短暫經濟援

助，以協助綜援受助人尋找工作。 

3.2.4 政府將就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進行檢討，但同時需考慮增加豁免計算入

息的金額會否成為受助人不願脫離綜援網的誘因。 

 

4 綜援計劃的執行事項 

4.1 與會者提出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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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殘疾人士購買復康用品時，往往不清楚綜援資助項目的清單，建議署方

公開清單，讓同工及服務使用者了解綜援資助的醫療用品及器材。若沒

有清單，不少醫生也不懂簽署或不願意批核，而且不同人遇上同樣情況

也會有不同的待遇。 

4.1.2 殘疾人士往往在購買醫療用品或器材時，支付的價錢比綜援所批的金額

高。 

4.1.3 同工查詢社署有否跟進安排地區講座，向同工及服務使用者講解綜援的

內部指引。 

4.1.4 現時取消了醫療豁免紙，改為透過批款通知書證明受助人正領取綜援，

一方面信件難以保存及攜帶，另一方面取消豁免紙後相關服務單位亦未

清楚新安排，以致難以向其證明受助人為綜援領取者，因此建議以一張

較易保存和攜帶的卡取代，卡宜用較少標籤性的名字命名，同時通知相

關服務單位以認可新證。 

4.1.5 現時雙非兒童獨立申請綜援十分困難，需由副署長級別的人員審批。 

4.1.6 領取綜援的人士如被拖欠贍養費，保障部會先發放綜援，追回贍養費後

再在綜援金中扣回，但條件是要追討贍養費，與會者查詢如何定義有否

追討。 

 

4.2 局方／署方回應如下： 

4.2.1 署方會以2.2.6段提及的認可的醫療人員就個別受助人的健康狀況所作的

全面評估及推薦為依據，作出適當的審批，故署方沒有綜援資助的醫療

用品及器材清單。 

4.2.2 當綜援受助人需申請特別津貼以購買醫療用品或器材時，必須獲認可醫

療人員的全面評估及推薦，當中如涉及較昂貴及罕有的醫療用品或器材

時，署方會要求提交最少兩個獲推薦的產品型號及報價單予以考慮和審

批。為確保妥善和有效運用資源，署方會參考及批核以售價較低而又能

切合受助人醫療需要的型號。如有需要，亦會徵詢第三方的專業意見以

協助考慮審核有關申請。 

4.2.3 有關講解綜援的地區講座，署方已交給地區福利專員跟進。 

4.2.4 另署方已就綜援領「申請獲准通知書」／「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

作優化，包括列出所有綜援受助人名字。 

4.2.5 若非香港居民需要安排在港出生的子女(即雙非兒童)留港居住並把其交

託給在香港的親友照顧，父母必須確保有關親友為合適的照顧者，並能

肩負起全面照顧和經濟上支援其子女的責任。如該兒童在香港沒有合適

的親友照顧，署方會考慮酌情容許兒童獨立申請綜援，並安排其服務單

位的社工擔任受委人，協助其領取及管理綜援金。 

4.2.6 領取綜援的人士如被拖欠贍養費，要盡快通知保障辦事處，於受助人未

能成功追討贍養費之前，社署不會因應有關贍養費而扣減其可獲的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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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然而，受助人須向社署表明有意追討贍養費。如受助人未有申請

法律援助以追討贍養費，受助人可經社署轉介到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

署會聯絡受助人，協助他們追討贍養費。在受助人成功追討贍養費後，

社署會與他／她們商討，以按個別情況適當處理是否會調整其綜援金額

的問題。 

 

5 有關社會保障的其他事項 

5.1 與會者提出建議如下： 

5.1.1 就在職家庭津貼，有些個案因為工時不足而未能申請津貼，做成經濟壓

力，影響家中兒童，建議兒童可獨立申請。 

5.1.2 不少基層兒童有看私家醫生（包括牙醫）的需要，希望推出醫療券供基

層兒童使用。 

5.1.3 就照顧者津貼，與會者認為領取資格不應與被照顧者需輪候服務掛勾，

而且應取消不能同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要求，並建議恆常化計劃。  

5.1.4 有與會者建議保障部若要協助不同族裔人士申領保障，應找正規服務提

供者提供翻譯服務；同時認為保障部欠缺文化敏感度訓練，建議署方及

局方申請現有資源讓職員接受訓練。 

 

5.2 局方／署方回應如下： 

5.2.1 政府已推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以落實一系列優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計劃的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計劃的推行情況及聆聽持份者的意見。就把

計劃下的兒童津貼及住戶工時脫鈎的建議，則未必符合計劃鼓勵就業的

政策原意。至於與會者提出的其他困難，則可向教育局再了解可否提供

協助。 

5.2.2 就兒童醫療券的建議，需與食物及衞生局溝通。 

5.2.3 若有不同族裔人士申領社署保障福利，為方便溝通，受助人一般會主動

找相熟的親友幫忙翻譯。如有需要，受助人可向本署職員提出要求，署

方可安排適切的翻譯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