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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223/05-06(03)號文件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利關注會 
致立法會綜援制度立場書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兒童權利關注會指出現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度在申請條件、金額釐

定及調整機制的準則方面均有問題，未能有效協助有困難人士，而特區政府於 99年削減綜
援家庭 10-20%標準金額，並取消大部份特別津貼，03年以通縮為由再次削減綜援金額 11.1%
及其他津貼，令貧窮人士生活更困難，部份行政措施更有違綜援目的，兩會強烈要求改進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度的申請條件、金額釐定及調整機制的準則。問題及建議如下: 
 
1. 居港七年及申請前居港一年申請條件違反綜援救急扶危目的及國際人權公約 
綜援的設立是文明社會作為一種社會保障制度，任何市民經濟有困難便可以得到幫助，但

2004年開始，綜援政策申請條件除了經濟困難外，更要符合居港七年及申請前居港一年要
求，這兩項政策違反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第 26條及第 27條1、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

公約第九條及第十條2及基本法第三十六條3，間接剝奪兒童權利，令新來港人士或外地回流

香港永久居民遇到困難時，未能得到適切援助而陷入赤貧困境，更影響家庭中綜援受助者

的生活，例如: 有些母親要照顧兒童而找不到工作，要依靠兒童一人綜援，令兒童更缺乏

資源學習及生活。 

 

另外根據規劃署資料，全港逾 6萬港人居於內地，定時往返香港工作，尚未計算居於大陸
工作港人，一旦失業，他們回港需等 309日才可申請綜援，有違社署向有需要個人及家庭
提供經濟援助目的，令身無分文人士因無經濟能力找工作。雖然社署強調會運用酌情權，

但往往要上訴大半年時間才可能獲批，嚴重影響求助人的生活。 
 

2.1999年及 2003年削減綜援影響基本生活 
 社會福利署於 1999年按家庭人數削減家庭綜援標準金額 10%至 20%，並取消特別

津貼(包括:電話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金、搬遷津貼、按金)，於 2003年 6月 1日再削
減標準金額 11.1%，租金津貼 15.8%，單親補助金及學生膳食津貼 11.1%，學習津貼 7.7%。 
兩次大幅削減均未有以綜援人士的需要作準則，嚴重損害綜援人士的基本生活質素，家庭

方面，一個四人家庭經兩次削減共 40.1%，標準金額只有$5090，一個小孩子每月只有$1,275
生活費，遠低於香港貧窮線 31.6%，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04年「綜援兒童生活狀況研
究」顯示這些兒童出現不少問題，例如:營養不良、完全沒有經濟能力參與學習或課外活動、

社交封閉、自尊低落等問題，近視沒有錢配眼鏡，沒有錢搬遷及支付公屋按金而未能改善

居住環境，削減租金津貼，令一些綜援人士要自貼租金，生活更困難，有些更要與母親拾

                                                 
1 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第 26條 2款:「提供福利時應酌情考慮兒童及負有贍養兒童義務的人經濟情況和環境，
以及與兒童提出代其提出的福利申請有關的其他方面因素。」第 27條「1. 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
足以促進其生理、心理、精神、道德及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3. 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在其能力範圍內，應採
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利，並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資助方案，特別是

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 
2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九條: 「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第十條: 「家庭為社

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力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立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

助。」 
3 基本法第三十六條: 「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利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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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幫補生活，出現童工問題。老人及傷殘人士缺乏資源支付額外醫療及護理費用。基本上，

兩次的綜援削減加劇赤貧問題，嚴重影響綜援人士的基本生活。 

 

3. 社援物價指數調整綜援準則未能反映綜援人士的真正需要及不能脫貧 

社會福利署以社援物價指數釐定綜援調整標準，但社援物價指數是量度綜援人士實際使用

的各項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變動，但這並不代表是合理的生活質素，尤其綜援人士在兩次大

幅削減後，生活更緊縮，生活模式更受扭曲，依此作調整機制，只會令綜援人士生活質素

每況愈下，不能反映綜援人士的真正需要。在基本三餐也很勉強維持的情況下，兒童缺乏

資源發展，失業人士缺乏就業支援，脫貧無望。 

 
總總結結及及建建議議：：  
香港號稱國際大都市，但貧富懸殊嚴重，過去幾年，雖然經濟衰退，但高收入組群收入不

減反增，低收入組群收入卻每況愈下，政府忽視基層就業問題，令愈來愈多基層跌入綜援

網，領取綜援的數字也自然年年遞増。 綜援是文明社會協助經濟有困難的人士解決生活問
題的制度，政府應該致力改進保障基本生活及協助家庭脫貧，但香港特區政府既未能為基

層提供就業出路或家庭支援，又不斷削減對這些無助家庭的支援，結果最受害的是兒童及

未來社會的發展。在這富裕先進的城市，卻出現由政府扶養的兒童營養不良、三餐不繼、

拾荒、居住籠屋的第三世界國家貧窮現象，實在是香港的恥辱。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應該以國際人權為標準，履行公約責任，改善政策，協助貧窮人士

脫貧。 本會建議如下 
 
3.1 取消綜援居港七年及申請前居港一年申請條件 
社署應取消申領綜援居港的七年及申請前居港一年申請條件，只要申請人通過入息及資產

審查，確保有困難的新移民及香港永久居民均獲得適切援助及平等社會保障權利。 
 
3.2 提升綜援水平及恢復綜援金額 
現行的綜援金額遠低於基本生活水平，有需要重新檢討金額釐定標準，不應以現有社援指

數為調整機制，當局應按社會發展水平及綜援人士需要，從新制定綜援水平作為調整標準，

並應注重協助受助人脫貧，避免受助綜援人士的生活水平與社會脫節。現時本港經濟已見

改善，通漲亦已持續浮現，政府應儘快恢復 1999年及 2003 年削減綜援金額，恢復各項特
別津貼(例如：電話費、補牙、眼鏡、長期補助金、搬遷津貼、按金等)，以減少貧窮問題。 

 
3.3 為不同年齡的綜援兒童分層提供基本金額 
兒童基本金額並未有因應不同年齡的受助兒童的成長及學習需要作相應調整。由於不同年

齡及就讀各年級的學童在學習開支及成長需要均各異，為此，社署應針對不同年齡的受助

兒童的需要相應調整基本金額，或在兒童基本金額以外，設立例如：奶粉劵、學習劵、兒

童津貼等補助金，確保貧困家庭兒童獲得最基本的成長所需。 
3.4 應為長者提供提供中醫醫療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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