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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 – 羅致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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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 

扶貧政策討論平台  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18位來自不同界別的非官方成員） 

• 透過轄下的專責小組，扶貧委員會一直深入探討不同的特定議題，促成多項扶貧、
助弱的政策措施落實，惠及不同的有需要群組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群   
專責小組 

青年教育、就業
和培訓專責小組 

關愛基金           
專責小組 

社會創新及       
創業發展基金          
專責小組 

扶貧委員會高峰會 

扶貧委員會是政府制定和推展扶貧、助弱政策的重要伙伴 



政府投放於扶貧的資源持續增加 

• 2018/19年度政府在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預算達798億元，較2012/13年度大幅增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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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住戶（'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政策介入前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582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412

透過「貧窮線」分析持續監察貧窮情況 

• 透過「貧窮線」分析監察和了解貧窮情況、制定扶貧政策和審視政策的成效 

• 近年的貧窮情況大致平穩，政府的政策介入成效顯著 

• 2016年的整體貧窮數字輕微上升，主要是由人口高齡化和結構轉變所致 

貧窮率  
1 4 . 7 %  

• 恆常現金項目令

36萬人脫貧  

• 令貧窮率下降  

5. 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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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6年計及恆常現金項目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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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四大理念： 

 

 

• 現屆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以破格的思維運用資源，提出了多
項以人為本的措施，重視改善民生，並與不同階層和背景的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 在剛公布的2018至19年度經常開支預算中，教育、社會福利 與 衞生醫療 的
總開支達六成，超過2,300億元，惠及不同群組 

• 除了新增現金援助，亦全面加強了為有需要群組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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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政府在改善民生、扶貧助弱的理念 

愛護兒童         支援家庭         鼓勵就業         尊重受助人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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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發放兩個月低津：$6,400 
 向有需要學生發放一次過津貼：$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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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加強為不同家庭提供的實際支援（例子一） 

四人基層家庭（家庭資產$450,000；正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父親（全職工作） 
每月工作200小時 
月薪$17,000 

母親（家庭主婦） 女兒（小五學生） 
領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 

 

兒子（中五學生） 
領取全額學校書簿津貼 

合共 

$10,400 

受惠 現時每年可獲的津貼金額逾$50,000 

 增撥20億元實踐優質教育 

 在小學推行「一校一社工」 

 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 

公
共
服
務 

現
金
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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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加強為不同家庭提供的實際支援（例子二） 

基層長者夫婦（75歲以上；資產$200,000；正領取「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將可領取於今年6月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
月合共$6,970）。高額津貼將追溯至去年5月1日生效，
夫婦二人屆時將一次過獲發：$31,450 

 額外發放兩個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13,940 

受惠 

 現時正領取「普通長者生活津貼」每年可獲的津貼金額合共逾$60,000 

合共 

$45,390 

現
金
津
貼 

公
共
服
務 

加強社區和家居照顧服務       $2乘車優惠       關愛基金長者項目       豁免公營醫療服務的標準醫療費用 

 推動樂齡科技的應用       改善長者院舍住宿服務       長者醫療券一次性額外金額$1,000元 

扶貧委員會 | 扶貧委員會及專責小組工作匯報  



• 監察低津計劃的推行情況。 

• 低津計劃至今已批出的金額約12億3,000萬元，讓逾39 000個住戶、逾143 000人
受惠 

• 就《施政報告》提出改善低津計劃的措施提供意見。經改善的低津計劃將於4月1
日推行，並將易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貧窮率  
1 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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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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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退休保障的工作 

• 繼續透過「貧窮線」分析監察長者的貧窮情況 

• 參考公眾參與活動所得的意見，政府正逐步優化多支柱退休保障制度 

• 政府預留150億元配合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 

•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將於今年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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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普通
長者生活津
貼」資產限
額 ； 增 設
「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 

改良強積金
制度，並繼
續與持份者
商 討 取 消
「對沖」安
排 

籌備推出終
身 年 金 計
劃，並鼓勵
延期年金市
場發展 

加強為長者
提供的醫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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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少數族裔融入社會 

• 持續監察少數族裔的貧窮情況 

• 就促進少數族裔融入社區、教育、就業和
培訓及協助少數族裔使用所需服務等措施
提供意見 

• 進行專題研究，了解少數族裔使用公共服
務的情況 

• 持續跟進在中小學推行「中國語文課程第
二語言學習架構」及應用學習中文（非華
語學生適用）的進度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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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司司長將成立督導委員會，統籌政府內部協作支援少數族裔的工作。 

 政府已預留5億元加強為少數族裔提供的支援。 

非華語學生參與學校的中秋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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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殘疾人士就業 

• 就政府協助和便利殘疾人士投考政府職位的措施提供意見，包括擴大殘疾學生實習
計劃的建議 

• 支持提升對殘疾人士的職業康復支援，並加強配套以促進僱主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
元化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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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殘疾學生實習計劃的的弱視專上學生與導師 
 

促進殘疾人士就業，為他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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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兒童的需要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 就「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常規化提供意見 

• 跟進由關愛基金撥款在普通學校推行的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的進度 

• 探討加強對非華語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其家長的
支援 

 

加強幼兒照顧及課餘託管服務 

• 跟進有關幼兒照顧服務長遠發展的專題研究 

• 透過關愛基金增加課餘託管服務的收費減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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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將針對不同
成長階段、家庭背景等的兒童的需要，制定計劃和
措施，以創造一個最能切合他們需要的環境。 

將「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常規化 

透過關愛基金增加課餘託管服務的收費減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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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青年向上流動 

• 就行政長官提出支持優質教育的優先措施提供意見 

• 繼續推行「友．導向」師友計劃和「明日之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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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已預留10億元，支持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讓青年有
更廣闊空間盡展所長，為他們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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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極度昂貴的藥物，包括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
物 

• 延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並更新藥物名單及放寬經濟審查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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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 

透過關愛基金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極度昂貴藥物 

 政府已預留5億元配合醫管局就關愛基金項目病人藥費分擔機制提出的改善方案 

扶貧委員會 | 扶貧委員會及專責小組工作匯報  



關愛基金 

• 在過去一年通過9個新援助項目，包括「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受惠人搬遷津貼試驗
計劃 

• 探討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 計劃在「智友醫社同行計劃」的先導期完結後，將其納入恆常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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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成立至今： 

• 合共批出45個援助項目 

• 總承擔額逾80億元 

• 約158萬人次已受惠 

• 12個援助項目已獲納入政
府的恆常資助 

計劃將「智友醫社同行計劃」納入恆常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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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 

• 社創基金在2013年成立，從三大優先工作範疇：創新計劃、能力提升及研究，推
展社會創新的工作，以達至扶貧、防貧和防止社會孤立的目標。 

• 社創基金至今已撥款逾1.2億元推展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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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創基金於2017年11月舉行創新項目公布典禮，由行政長官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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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 

• 總結過去的經驗，訂立來屆委員會的架構及工作方向 

• 配合行政長官提出的四個理念：愛護兒童、支援家庭、鼓勵就業和尊重受助人的選
擇權，並與其他相關的政策平台互相配合，探討及推行更多扶貧助弱的措施，惠及
各個有需要的群組 

• 促成更多跨界別、跨專業協作，解決貧窮問題 

• 優化「貧窮線」分析框架，繼續監察貧窮情況及扶貧政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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