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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立法會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就討論《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提供上網費用》立場書 

(2009 年 3 月 5 日) 
 
 本會對於立法會至今仍在討論綜援設立上網津貼事宜表示遺憾，多年來本會已透過不同

渠道向政府反映綜援家長及學童的苦況，以及增設上網津貼的必要性。唯政府多年來一直未

有檢討綜援制度，增加上網津貼。至本屆立法會仍在討論這個舊議題，實在令本會感到遺憾

及失望。 
 
數碼化是全港學校趨勢，政府在推行的 “教育數碼化”及 “電子學習”政策，學校因而普

遍要求中、小學生利用互聯網作資料搜集、上網交功課、網上學習及查閱學校通告等事宜，

家中不能上網肯定會妨礙學習。綜援金額沒有包括上網費用，申領綜援人士唯有節衣縮食，

及或取消家中的固網電話來減省開支以支付上網費，令生活面對更大的壓力。  
 
綜援費用不足以支付高昂的上網費 
 
 政府在立法會文件 CB(2)974/08-09(03)中提及綜援兒童可獲發多項特別津貼，包括每年

16,000 至 25,400 的學費津貼、每月 220 的膳食津貼、往返學校的交通費津貼、會考及高考的

考試費、每年一筆過的就學開支津貼。 
 
 雖然表面上綜援已設立不同的津貼應付學童需要，然而在實際的情況中，綜援幼稚園學

童目前大都以學券繳付學費，而家長在學券資助以外每月仍需補貼 200-300 元繳付學費，更

有姊妹試過由於上課日子不足一個月（如七月份或八月份幼稚園上學日數只佔半個月）而遭

社會保障部拒付學費。膳食津貼上雖然綜援每月給予 220 元作津貼，但現時學校的膳食費一

般需要 250-360 不等(乎上學日數而定)；往返學校的交通津貼只以最便宜的車資計算，例如保

障辦事處只會支付無冷巴士的車費，但學童約有九成機會以上乘坐有冷氣巴士；或是只支付

到學校附近的巴士車資，學生在下車後要走差不多二十分鐘的路程，當中包括橫過一些多線

行車的馬路。每年一筆過的就學開支津貼更是嚴重不足，一名學童全年書簿費、校服、文具、

雜項等開支（不含上網費及電腦維修保養費用）約需 4000-5000 元（根據以下表格內學童實

際所需金額），雖然保障辦事處已行實報實銷補貼，但仍有部份項目如家長教師會會費、班會

費、課外活動（必需參與，如不參與會扣減學業成績分數）、影印費等並不能向保障部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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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綜援津貼及實際所付金額整理 (根據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 2009 年 2 月) 
項目 2009 年 2 月標準 

綜援津貼金額 
(每學童) 

學童實際所需金額 
 

(每學童) 

家長需要補貼金額 
 

(每學童) 
書簿費 $2505 (小學) 

$3210 (高中) 
$3930 (小學 05/06 學年) 
$4955 (高中 05/06 學年) 

$1425 (小學 05/06 學年) *
$1745(高中 05/06 學年)*

膳食 $220 (每月) $250 - $370(每月) 
(視乎上學日數) 

$30 - $150(每月)  
(視乎上學日數)  

交通津貼 按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 未能統計 
雜費 (家教會、

影印費) 
無任何補貼 約$260 (每學年) $260 (每學年) 

必需參與的興

趣班 
無任何補貼 $263 – $3240 (每學年) $263 - $3240 (每學年) 

 *實報實銷 
按以上粗略的統計計算，一個家長每學年需補貼子女約$853 - $5150 (不包括實報實銷的

簿費) 作為其學習費用。在這種補貼情況下，綜援家長如何能額外支付每月$150 - $200 的上

網費用？當中還不包括電腦的維修保養費用及購買耗用品的費用。 
 
社區的電腦不足以應付學童需要 
 

若綜援家庭不能負擔上網費，其正在就學的子女只好到就近的社區中心處使用電腦，立

法會文件 CB(2)974/08-09(03)中提及全港有超過 1700 台可上網的電腦工作站，但實際上很多

電腦都是壞的，只有少數是正常運作，經常要等候多時才可使用電腦，耽擱學習進度。 
 

公共圖書館雖亦可借用電腦，但輪侯時間更長，加上經濟環境轉差，促使更多失業及消

費力低的市民蜂擁到圖書館去，使輪侯時間更長。政府指部份電腦設施可在晚間和週末供學

生使用，但是所有全日制學生使用電腦時間都集中在黃昏或晚上的時間，全港只有 1700 台電

腦是否足以讓每個學生有足夠時間使用？ 
 
由於輪候人數眾多，社區中心及圖書館等共用電腦都限制使用時間，大部份只有半小時。

舉例說本會一個姊妹，孩子每天需上網完成十題算術題目、完成每日一篇，家長亦需透過網

路查閱學校通訊，半小時根本不足以完成以上的功課。本會姊妹多是帶着年幼子女獨自照顧

家庭的單親媽媽，有些孩子只是小一學生，每星期也需要上網做習作，在旁教導孩子作網上

功課時，若在公共地方借用電腦，導致搔擾他人，實為不便及惹來白眼。 
 
另外，由於圖書館內的主機是鎖上的，市民不能上載或下載文件，遇到這樣情況，學生

在上網提交功課、或下載工作紙時便有困難，得另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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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資助計劃 
 
 雖然教育局及環保署在 2008-2010 年推行雷腦循環計劃，為學生提供經翻新的電腦，而

社聯早前亦與互聯網供應商合作提供 1000 個名額予低收入或綜援家庭學童。但是按本會姊妹

反映這些二手電腦雖然經過翻新，但配置較差，部份亦沒有喇叭，子女未能使用電腦播放學

習用途的短片或學習光碟。而二手電腦亦極需要維修保養，這些計劃提供的保養期過後，姊

妹需承擔保養費用，每一次維修費用由一百多至數百元不等。 
  

香港政府鼓勵市民終身學習，好使優化整體市民知識水平，促使社會進一步。使用互聯

網己經成為現代家庭不可或缺的工具，亦是對外資訊的連接處，能在家中上網不單能方便學

生學習，其家長亦可受惠。家長不但可使用互聯網查閱各樣資訊，了解其子女學校最新狀況

及通訊，作網上繳費等事宜。作為綜援家長，仍想邊照顧家庭邊爭取網上自我進修的機會，

好讓將來子女可獨立照顧自己時，家長仍有競爭能力可出外工作養活自己，不需再依賴綜援

過活。 
 
建議： 
 

提供上網津貼用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家庭或低收入家庭，讓每一個學童不受其

家經濟情況影響，能公平地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