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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2006 年 7 月 21 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學生資助計劃的入息審查檢討  

目的  

 當局就學生資助辦事處 (學資處 )管理的各項學生資助計劃 (「學生

資助計劃」 )的全額津貼入息上限進行的檢討已經完成。本文件載述

有關檢討的結果。  

背景  

政府政策  

2 .  政府的政策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目前，

學資處管理多項為有需要學生而設的須經入息審查和免入息審查資助

計劃。在二零零五／零六學年，政府提供的學生資助約為 46 億元，

其中約有 30 億元屬現金補助或學費減免形式的資助，另有約 16 億元

則屬貸款。  

對學生資助計劃入息上限的關注  

3 .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部分委員在討論一項有關車船津貼計劃的建

議期間指出，來自家庭月入超過 8 ,055 元的四人家庭的學生，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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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獲發  「半額津貼」而非「全額津貼」。他們認為，與綜合社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 綜 援 計 劃 」 )下 人 數 相 同 家 庭 的 每 月 平 均 援 助 額 比

較，有關計劃的入息限制較為嚴格，故要求當局作出檢討。  

學生資助計劃的入息審查檢討  

入息審查  

4 .  為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及真正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能獲得資助，除

為專上學生而設，以無所損益及收回成本的原則運作的免入息審查貸

款計劃外，各項學生資助計劃均設有入息審查。  

5 .  入息審查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作為評審工具，該機制

是 按 申 請 人 的 家 庭 全 年 總 收 入 及 家 庭 人 數 評 定 其 領 取 學 生 資 助 的 資

格。舉例來說，就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的學生資助計劃 1而言，學資處

會按調整後的家庭收入參照計算便覽，以釐定資助額。視乎個別計劃

的 情 況 ， 申 請 人 可 得 的 資 助 為 最 高 資 助 額 的 100%、 75%或 5 0 %。

「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的資料載於附件 1。  

                                                 

1當 局 以 學 費 減 免 、 書 簿 津 貼 及 車 船 津 貼 等 形 式 ， 並 按 個 別 計 劃 的 適 用 情 況 ， 向

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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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綜援計劃的比較  

入息資格  

6 .  綜援計劃旨在為那些基於年齡、身體殘障、疾病、低收入、失業

或家庭情況等問題而未能在經濟上維持生活的本地居民提供安全網。

有關計劃是透過以標準援助金、特別補助金及特別津貼形式發放的現

金援助，使有關人士的入息達到一定的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

要 。 每 宗 綜 援 個 案 的 援 助 金 額 須 視 乎 有 關 家 庭 每 月 的 收 入 和 需 要 而

定，即以家庭每月可評估的總收入與該家庭所有共住成員在綜援計劃

下獲認可的每月需要總額的差額計算。  

7 .  有一點須注意的是，綜援計劃的援助金額已包括與教育有關的開

支。然而，學生資助計劃的入息上限只計算家庭收入，並不包括與教

育 有 關 的 助 學 金 或 資 助 。 因 此 ， 以 獲 學 生 資 助 的 家 庭 可 動 用 的 總 收

入，即有關家庭的入息上限及平均領取的學生資助的總和，與綜援計

劃的平均援助金額進行比較，才具有意義。  

8 .  根據二零零四／零五學年適用於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的學生資助

計劃的申請資料，合資格獲得學生資助計劃下全額津貼的 “調整後 ”每

月入息上限，與綜援計劃下每月平均援助金額的整體差額極微，僅較

綜援計劃的平均援助金額少 170 元 (或 1 . 7 % )。由此可見，兩項計劃大

致相若，詳情載於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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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其他特色  

9 .  兩項計劃是為不同的政策目的而設，因此具有不同的特色。比較

下，學生資助計劃在以下方面較綜援計劃寬鬆－  

( a )  綜援申請人須通過資產審查 (一個有四名身體健全成員的家

庭的資產限額為 58 ,000 元 )，而適用於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

的學生資助計劃則不設任何資產審查；  

( b )  學生資助計劃只會把同住兄弟姊妹的收入的 30%計入家庭總

收入。而根據綜援計劃，通常該等收入的 100%會被計入家

庭總收入內；  

( c )  根據學生資助計劃，在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時，受供養

但未有同住的父母會獲計算為家庭成員。而在綜援計劃下卻

有同住的規定 ;以及。  

( d )  學生資助計劃基本上只計算家庭總收入，其申請及評估程序

相對簡單。  

10 .  考慮到學生資助計劃及綜援計劃的資助範圍和性質，及上文所述

的檢討結果，我們會維持現時學生資助計劃下全額津貼的入息資格。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六年七月  



   

附件 1  

學生資助計劃所採用的  
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  

 「 調 整 後 家 庭 收 入 」 機 制 在 一 九 九 八 ／ 九 九 學 年 開 始 實 施 。 目

前，該機制適用於由學資處管理的各項資助計劃，包括為學前兒童及

中 小 學 生 而 設 的 資 助 計 劃 (提 供 如 學 費 減 免 、 書 簿 津 貼 、 車 船 津 貼

等 )。計算公式如下－  

家庭全年總收入 1 
調整後家庭收入  =  

家庭成員人數 2 +  1 3 

 

2 .  我們會將「調整後家庭收入」按計算便覽，評定申請人是否符合

獲發資助的資格，並為合資格的申請人計算他可獲得的資助應佔最高

資助額的比率。二零零五／零六學年的計算便覽 4簡述如下－  

 

 

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  (元 ) 資助額  

                                                 
1 家 庭 全 年 總 收 入 包 括 申 請 人 及 其 配 偶 的 全 年 收 入 、 與 申 請 人 家 庭 同 住 的 未 婚
子 女 的 全 年 收 入 的 3 0 % (如 適 用 )， 以 及 親 友 給 予 的 津 助 (如 適 用 )。 家 庭 全 年 總

收 入 不 包 括 有 長 期 病 患 的 家 庭 成 員 的 必 需 醫 療 開 支 。 有 關 醫 療 開 支 設 有 上

限，並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幅度按年調整。  

2 家 庭 成 員 一 般 指 申 請 人 、 申 請 人 的 配 偶 、 與 申 請 人 家 庭 同 住 的 未 婚 子 女 ， 以

 及受供養的父母。  

3 二至三人的單親家庭，「調整後家庭收入」公式中的分母會由“＋ 1”改為“＋

2”。  

4 與二零零四 /零五學年的計算便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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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至  19 ,332  全額津貼  

19 ,333  至  51 ,630  
全額津貼的某個  
百分率 (比率因應  
個別計劃而異 )  

超過  51 ,630  不獲資助  

 

3 . 「調整後家庭收入」計算便覽的組別上限會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變動幅度按年調整。  

4 . 「 調 整 後 家 庭 收 入 」 機 制 按 家 庭 成 員 每 年 的 人 均 收 入 為 計 算 基

礎，管理較為簡單。為方便參考，「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可演化為

每月收入。下表闡明在二零零五／零六學年，不同人數家庭可在學生

資助計劃下獲得全額津貼的入息上限－  

 每月入息上限  (元 )  

家庭人數  全額津貼  不獲資助  

3 人  6 , 444  17 ,210  

4 人  8 , 055  21 ,513  

5 人  9 , 666  25 ,815  

 

5 .  適用於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的學生資助計劃不設資產審查。  

 



  

附件 2  
學生資助計劃與綜援計劃援助金額的入息上限比較  

 

差額  
家庭人數 (人 ) 

學生資助計劃下  
全額津貼的  

每月入息上限  (元 )
(A) 

學生資助計劃下

每月平均資助額 1

(元 ) 
(B) 

學生資助計劃下  
全額津貼的  
調整後每月  
入息上限  (元 ) 
(C) = (A) + (B)  

綜援計劃  
每月平均  

援助金額 2 (元 ) 
(D) (元 )  

(E) = (D) – (C) 
%  

(F) = (E)/(D) 

3 3 7 , 0 7 3  5 8 8  7 , 6 6 1  7 , 6 8 9  2 8  0 . 4 %  

4   8 , 0 5 5  7 1 2  8 , 7 6 7  8 , 9 9 7  2 3 0  2 . 6 %  

5   9 , 6 6 6  9 3 4  1 0 , 6 0 0  1 0 , 6 5 5  5 5  0 . 5 %  

總計  8 , 9 0 6  8 11  9 , 7 1 7  9 , 8 8 7  1 7 0  1 . 7 % 

 

                                                 
1 平均資助額是根據個別情況，為適用於學前兒童及中小學生的幼稚園／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高中學

費減免計劃及考試費減免計劃的實際資助額計算。  

2 有關的綜援個案均有三歲或以上的受助兒童，除援助金額外並無其他收入。  

3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三人家庭統計數字包括三人單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