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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回流長者淪二等公民   剝奪生果金違反人權」--- 

前往立法會申訴部申訴各項社會福利計劃中的居港期間及離港限制事宜  新聞稿 

 
高等法院早前就回流港人因一年居港規定被拒申領綜援的司法覆核個案作出裁決，裁

定香港居民申領綜援前需符合一年居港規定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判處興訟人勝訴，社

會福利署亦即時撤銷有關申領綜援的規定，日前當局亦決定就裁決提出上訴。 
 
本會認為，有達居港規定有損香港居民的社會福利權利，為此，本會早促請當局應全

面檢討有關涉及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中的居港規定限制。然而，當局日前表示，由於公

共福利金計劃與綜援計劃屬兩個不同計劃，法院的裁決不影響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
的申領人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再者，生果金原意非為照顧長者基本需要，經濟

無法自給自足的長者可申請綜援。 
 
由於法院早前已裁定申請綜援前一年不得離港逾五十六日的限制違憲，本會認為有關

限制應用於公共福利金計劃亦不合理。事實上，過去多年很多長者也因應內地居住條件

較理想、當地有親友照顧、內地生活費較香港便宜等，因此多選擇在內地居住；他們主

要居住於深圳、廣州或東莞等地。。 
 

若按年齡劃分，在內地居住或長期逗留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的長者數目(即 65 歲或

以上)約有 90,000 多人(見圖表一)，由於同期有 39,700 人已領取高齡津貼，估計是次政策

一旦放寬，受惠的在內地香港長者人數約為 50,000 人(當中並未扣減因不符合資產審查的

65 歲至 69 歲長者)1。(見圖表二)再者，2009 年統計資料顯示2，近年在中國內地居住3的

18 歲以上香港流動居民有增無減，當中 65 歲或以上在內地居住的人數，亦由 2005 年的

12,900 人，上升至 2007/08 年的 23,800 人。因此，於本港境外居住的長者人數有增無減，

撤除申請高齡津貼前的居港限制日後會令更多長者受惠。 
 
本會接觸不少長者，反映申請前的居港限制導致他們未能申請高齡津貼。本會認為，

一如早前高等法院就申領綜援的規定裁決，當局要求申請高齡津貼人士，需在申領前符

合一年居港期限，違反以下法例： 
 

                                                 
1 政府統計處.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三十五號報告書. 居住或長期逗留在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的特徵(2008 年 10 月) 
2 政府統計處.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三十八號報告書. 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的情況及意向 (2009 年 4 月) 
3 報告書中所指「在內地居住的人士」，是指在統計前六個月內有三個月或以上的時間在內地居住的香港流動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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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案》的人人平等原則 
 
《基本法》第 25 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人權法案》第 22 條：在法

律前平等及受法律平等保護，即「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

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

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高齡津貼的目的，則是向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年

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根據當局早年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政府設立申請高齡津貼必須

連續居港一段期間的規定，目的是「以便領取高齡津貼與符合的居港規定可與綜援和傷

殘津貼的安排一致」4。事實上，當年政府在綜援引入申請前的連續居港一年規定，目的

是「防止長期在香港境外居住的人士回港後，隨即依賴綜援過活」。有關規定尚且已被高

等法院於 游文輝 訴 社會福利署署長 (HCAL 69/2009) 一案中，裁定違反《基本法》第

25 條有關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規定，同理，若單純為安排一致，便斷然訂立

一年連續居港規定，明顯缺乏合法理據，等同無理剝奪公民憲制權利。 
 
事實上，縱使申請人於緊接申請前曾離開香港，其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並未有因

此而改變。特區政府表示設立居港限制規定的目的，明顯不符真實需要(genuine need for 
legitimate aim)的驗試。 

 
其次，政府在訂立有關申請前居港規定之時，並未有始至終未有提出統計數據，說明

容許申請前一年不在香港的港人申領高齡津貼，如何對公共資源構成何等壓力，更未能

證明原來的申領高齡津貼的規定，會不必要地鼓勵從境外回流的香港居民依賴社會福利

過活，可見政策限制與政策目的沒有理性的聯繫(rationally connected to the legitimate aim)。 
 
更重要的是，假使真有需要防止境外回來的香港居民依賴申領公共福利金，有關政策

對香港居民的出入境限制亦超越政策目的所需(no more than is necessary to accomplish the 
legitimate aim)。 

 
惟現行政策安排，即對申請前曾離開香港的 65 歲或以上香港居民，與申領前沒有離開

香港的 65 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施以差別待遇並不合理，違反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的規定。 
 

                                                 
4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2003 年 6 月 27 日) FCR(2003-04)33 



 3

2. 違反香港居民的社會福利權利 
 

《基本法》第 36 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第 9 條亦列明，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

本會認為，高齡津貼屬香港居民的社會保障一部份，若然政府政策不合理地對

曾離開香港施以差別對待 (differential treatment)，實有損申請前一年曾離港的

香港居民及殘疾人士應享受的社會福利權。  

 
3. 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的出入境自由  
 

《基本法》第 31 條列明：香港居民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遷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

國家和地區的自由。香港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效旅行證件的持有人，除非受

到法律制止，可自由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無需特別批准。《香港人權法案》第 8 條第 2
款亦規定，公民有遷徙往來的自由，人人應有自由離去香港。 

 

本會認為現行政策安排，即曾經離開香港的高齡津貼申請人，只要他們在申請前

一旦離開香港超過 56 日，他們便自動地被視作為不符合申請前連續居港一年的規

定，他們的高齡津貼申請亦自動地被延遲處理。現行政策如此不合理地離境規限，

明顯有違公民自由出入的原則。 
 
離港限制阻礙長者出入並不合理 

 
另一方面，現行政策亦規定公共福利金受惠人如在付款年度內居港不少於 90 天，則該年

度可離港最多 240 天（適用於 2005 年 10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付款年度）而不影響其領取津

貼的資格（離港是指前往內地、澳門或海外國家／地區）。 本會認為，近年確實有愈來愈多

的長者，基於不同理由，包括親友在內地、內地消費較便宜等因素，長期回內地定居。縱然

提供每年 240 天的離港寬限，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亦需定期回港居住，以免違反居港規定。

儘管當局可以當事人在內地從事有薪工，或因病而需要在香港以外地方就醫而酌情豁免離港

寬限，本會亦認為離港限制實屬不必亦不合理，所謂讓公共資源用於較多時間身處在香港的

長者實屬多餘。 
 
再者，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數據顯示，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共

兩年期間內，長者因離港超過 240 日的離港寬限而被扣除所申領的高齡津貼個案僅為 1 988
宗，每宗個案每年平均涉及被扣除金額為 366 元，有關個案每年平均離港日數為 256 日，可

見縱使全面撤銷長者離港限制，所涉金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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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基於現行規定有違基本人權及毫不合理，違反基本法列明港人依法享有的平等權利及

社會福利權利，本會要求如下： 
 
1. 政府撤消香港永久居民申領高齡津貼中有關的申請前居港規定及申領後的離港限制，

令長者申領前可自由進出香港，體現社會對長者的尊敬及關懷。 
 
2. 政府應撤消其他涉及香港永久居民申領社會福利前的居港規定及申領後的離港限制，

從而令香港居民的社會福利權利獲得體現。 
 
3. 政府應全面研究北上及回流港人的需要及困難，從而制訂相應政策，支援有需要的香

港居民。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老人權益聯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 
 
聯絡人：   何喜華 (主任)  

吳衛東 (社區組織幹事)  
蔡耀昌 (社區組織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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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居港人口」包括「常住居民」及「流動居民」。 

 「常住居民」包括兩類人士： 

(一)在統計時點之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及(二)在統計時點身在香港的香港非永久性居民。 

 「流動居民」：是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1個月但少於3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6

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1個月但少於3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論在統計時點他們是否身在香港。 

「短暫留港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是指在統計時點之前及之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少於1個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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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