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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貧窮」意見書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乃是一個社會福利員工的工會組織，目標是

「團結同工、爭取權益、改善服務、支持正義」。由於本會的會員是在社會

福利界提供直接服務的人士，我們每天接觸不同階層的人士，尤其貧困人

士，所以，我們對現時社會人士面臨的處境是相當的瞭解。對於政府近年關

注的貧窮問題，本會亦希望能提供一些意見，讓政府作多方面的考慮，從而

提供一些適切的措施和政策，讓貧困人士生活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貧窮的定義 

  「貧窮」的定義，其實早已在世界首腦會議和聯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利委員會的會議上被界定，簡單來說是指“缺乏足以能維持基本生活的資

源＂，這些資源與“衣、食、住、行、教育、就業、參與權、享有機會等＂

有關，故定義應遠超於「金錢和物質」。 

 

香港現時貧窮現況的分析 

  香港現時處於國際貧窮線以下的人口超過 120 萬，這些貧困人士的浮

現，是基於香港的社會環境和政府政策所致。當香港早年還有很多生產工序

和工作供過於求的時期，低學歷和低技術的人士，便能靠其刻苦耐勞擔任多

份工作去賺取其生活開支；由於在香港要繼續維持生產線，經營者是需要投

入大量資金，在成本昂貴的前景下，而政府又沒有對經營者提供一些鼓勵經

營的條件，引致他們將生產線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而政府又大力推廣「高

增值、高科技」的路線，這批低學歷和低技術的人士（包括中年人士和青少

年）根本難以配合，頓成失業大軍。雖然，部份人士現時在香港可以找到工

作，因香港沒有設立最低工資制度，故他們便受僱主的剝削，每月的工資有

時低至難以維持其生計；所以近年香港領取綜援的失業或低收入個案有增無

減。 

 

  香港早年的高地價政策，已令香港不少人需要將其大部份工資用作供樓

或交租，而政府更將其公屋居屋政策一再修改，以停售居屋、減建公屋、將

申請公屋的資格不斷收緊，令一批低入息而又不能入住公屋的社會人士，被

迫進入私人巿場，而現時新建成的公屋租金昂貴，亦令很多低收入人士也要

用大部份收入支付租金，有些更需要全家人擠迫在狹少的單位內居住，生活

苦不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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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現時政府對公用事業的利潤管制措施寬鬆，這些公用事業的

公司只顧自己的利潤，而忽略香港巿民的承擔力，故每年也向政府提交增加

收費的建議，但普羅大眾巿民的工資卻沒有增加，造成他們要承擔昂貴的電

費、煤氣費和交通費等。在教育和醫療政策方面，政府一直朝向「用者自付」

的原則，希望巿民能自行承擔更多的費用，但巿民在低工資、高租金、高公

用開支的處境下，實在難以應付。 

 

  雖然香港人在經濟出現困境時，可向社會福利署申請經濟援助，但現時

的社會保障制度實有不足之處，因只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去處理所

有個案，沒有評估現時不同受助者的處境，是否經濟援助便能解決其問題，

只著眼於發放微薄的綜援金，讓他們應付日常的生活開支，又不是用一個人

真正需要的基本生活開支去計算出綜援金額，以致綜援人士入不敷出，更不

能獲得普通人享有的基本權利（如綜援學童沒有金錢參與要額外支付費用的

課外活動、更換眼鏡等）。除此以外，政府更不斷推出一些強硬措施（如削

減綜援津貼或自力更生計劃等），希望令他們能脫離綜援制度，但事實卻不

但不能令綜援人士脫離綜援網，反而會製造循環貧窮，禍延下一代。 

 

  現時綜援個案中，佔超過一半是長者，這批人士已不能脫離綜援網；加

上，香港人口老化日趨嚴重，政府雖然在 2002 年推行了「強制性公積金計

劃」，卻無助於現階段已成為長者或現時處於中年的人士；再者，有學者計

算過低收入人士累積了他們的強積金至退休前，金額根本不足以應付他們將

來退休後的生活，故此，強積金計劃並非能為長者解決貧窮處境的良方。另

外，現時有不少長者處於生活極窮困的狀況，因他們怕綜援的標籤效應，不

願申領，故只靠數百元的高齡津貼和拾荒去維持其生活。 

 

 

紓解貧窮的初步建議 

  本會對香港現時貧窮現象作出了分析後，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將眼光放

遠，不要只在收緊開支，從“錢＂著眼，要把現有的政策從善如流，務實地

推行能真正解決貧窮問題的政策。故此，本會提供以下的方向，希望政府審

慎考慮並盡快實施有效紓解貧窮問題的政策。 

 

1. 政府應先制訂貧窮的標準--「貧窮線」，以便扶貧委員會有方向去制訂

滅貧策略和量度滅貧指數等。 

 

2. 政府應提供一些優惠和建立一些較有利的營商環境，讓廠商將生產線轉

回到香港，條件是使低學歷、低技術人士能有工作機會，自力更生。 

3. 政府應盡快設立最低工資制度，讓低收入人士工資得以維持其生活水

平，不再需要靠綜援的補貼，讓政府也不用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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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應重新釐定公型房屋的政策，將申請公屋的入息資格調升至一些仍

處於低收入的人士／家庭可以申請；另外，將新公屋的昂貴租金降低至

公屋住戶能應付的水平。 

5. 政府應檢視現時公用事業的專利政策是否仍切合時宜，監管這些公司的

收費至巿民能應付的水平。 

6. 政府在推行用者自付的政策時，應先評估巿民的經濟能力，不要只著眼

於減少政府的開支，罔顧巿民的承擔力，或因此而得不到適切的服務。 

7. 政府應取消自力更生計劃，由社工跟進每名綜援個案，初期深入評估和

定期檢視他們的處境和實際需要，以便提供適切的服務和經濟援助。 

8. 政府應盡快檢視現時綜援的津貼金額，以科學方法去計算能達致個人基

本生活需要的津貼額。 

9. 政府應將現時的「強制性公積金制度」轉為 1994 年提出的「老年退休

保障計劃」，使現時和將來的長者也得到生活保障，同時亦可減輕政府

對長者的經濟負擔。 

 

對「扶貧委員會」的意見 

  特首在今年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成立「扶貧委員會」，決心解決香港貧

窮問題。本會認為這個委員會工作重大，絕不能輕視，故有以下建議： 

 

1. 委員會不應只視作為一般的諮詢組織或只在提供意見的層面，它更應有

執行、監督和監察的權力，迫使各政府部門能盡快落實推行有關扶貧政

策的措施； 

 

2. 要制定有效的扶貧政策，首先是要將會議公開以加強透明度； 

 

3. 委員會更應多設公開的公聽會，讓巿民大眾能有機會提供意見，而委員

在這些公聽會上，更應持開放態度去聽取和收集巿民的意見，這有助委

員會制定切合實際需要的扶貧政策； 

 

4. 委員會更應定期檢視和分析香港的貧窮境況，從而作出修訂和制定有效

的扶貧政策，讓香港能真正邁向消除貧窮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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