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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服務，在九六年當綜援訂下標準金額時，還只是富裕人家的奢侈消費；時至

今日，當政府也着力在中小學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時，卻已變為小孩子學習，以至

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但是，全港卻至少有九萬住戶，每月可能連一百多元的

上網服務費也沒有餘力支付。這難道不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 

 

現時在香港領取綜援的中小學家庭住戶約六萬，而領取書簿津貼的則約有三萬

戶。這些小孩子與其他家庭的無異，上同樣的學校，接受同樣的教育，做同樣的

家課，有同樣需要上網的需要。但是，偏偏就是因為他們家境問題，讓他們沒有

應有的機會在家裏上網，影響學習成績，間接導致誇代貧窮的問題。 

 

難道沒有經濟能力的小朋友，就不能享有理應與其他小孩一樣的上網服務嗎？上

網服務對綜援及低收入戶確有迫切需要，尤可見於以下之分析： 

 

 

1. 學校資訊科技教育的重要性 

自從資訊科技開始在全世界及香港普及以來，對香港市民日趨重要，政府早

於九九年開始已於中學推行「資訊科技先導計劃」，其後亦不斷有投放資源，

讓學校添置電腦。及至本年度施政報告，曾蔭權更宣佈研究中小學推行電子

教科書。凡此種種，均可見香港教育課程中，資訊科技呈愈來愈重要的趨勢。

學生既要多接觸資訊科技，上網自必不可少。然而，在學校能不斷獲得資源

發展資訊科技教育的同時，家庭經濟出現困難的莘莘學子，卻不能獲得相對

的資助，以同步跟隨教育發展的步伐。這是否合理？是否對小孩子公平？ 

 

 

2. 替代品的不足 

可能有人質疑以上論點，因為公共圖書館有公共電腦，學校亦應有電腦提供

給學生使用，這理應可以解決學生的學習問題。然而，此卻忽視了實際情況。 

首先，學校的電腦由於通常只存於電腦室，故此學生只有在上課時才有機會

接觸，有空餘時間開放給人用的，也往往需要多人輪流使用，造成諸多不便。

至於公共圖書館的公用電腦，由於同樣需要預約，且每次只限使用半小時，

根本不夠學生用作做功課。再者，輪候問題一樣嚴重。有例子是由於等不及

在天水圍的公共圖書館上網做功課，須到上水的公共圖書館使用。為了上網

辦正事，卻竟需如此！而這些卻只獨欠政府的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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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社聯已資助多個綜援住戶的一年上網費用，並與網絡供應商磋商於一

年合約期滿後以優惠價為綜援住戶提供上網服務，政府亦決定撥款二千萬資助綜

援住戶的一年上網費用，但這些措施卻缺乏前瞻性，也沒有長遠可行的制度去幫

助綜援及低收入家庭，欠缺長遠的制度，只有短期的措施，實在難為基層市民提

供基本生活保障。我們希望社會大眾明白上網已經是當代學童的學習必須品，保

障市民獲得生活基本所需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政府推行社會保障的承諾，因此我

們促請政府﹕ 

 

1) 以每月 150 元為上限，資助綜援家庭的每月上網費用﹔ 

2) 以每月 150 元或 75 元為上限，全數或半數資助正接受書簿津貼的學童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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