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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扶貧小組委員會 

於 2015年 2月 24日會議 

提交有關 

《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嚴重智障人士大部份兼具多重障礙，他們所需的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龐大，使很多家庭有沉重

的經濟負擔。就算是中產家庭都感到十分吃力，因其入息超越大部份基金的申請資格，扣除必

要開支後，驟然成為「貧窮中產」。 

 

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 

 

物品名稱 價錢 更換週期 

助行架 $6,000-$40,000 3-5年 

便浴椅 $2,000-$9,000 3-5年 

企床 $25,000-$50,000 4-5年 

吊機 $40,000-$60,000 5-7年 

BUGGY  $7,000-$12,000 3-5年 

普通輪椅 $4,000-$8,000 3-5年 

特別輪椅 $15,000-$35,000 4-5年 

呼吸機 $29,000-$50,000 4-5年 

抽痰機 $2,500 4-5年 

血氧監察器 $8,500 約 8年 

餵奶機 $8,000 約 3年 

 

每月恆常醫療消耗品開支：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抽痰喉 $1,000  針筒及膠紙 $14-$20 

營養奶 $1,890  尿片 $720 

奶袋 $330  造口鈕 $384 

Y型造口鈕接喉 $110  清潔包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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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傷殘津貼： 

傷殘津貼的設立，是給予殘疾人士應付因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以往有高度護理需要的嚴重

殘疾人士多居留於醫院內，現已越來越多離院入讀學校及生活於社區。他們的醫療用品開支不

菲，以有胃造口的人士為例，每月最基本的必要護理開支達$3000多元(見上表)。現時的高額

津貼已不敷應用，更遑論應付其他交通及生活需要。 

 

此外，凡因留院或入住特殊學校宿舍，獲批高額傷津的殘疾人士，其津額需扣減一半至普通。

此項措施完全沒有體會留院期間家人更須多付額外的醫療開支，就以做矯正手術打石膏為例，

需要留院最少六星期，單是入院費用便是 4 千多元；加上家人每天奔波勞碌到醫院照顧孩子，

對於有經濟緊絀的家庭來說，真是雙重打擊。 

 

至於入住五天宿舍的學生，每年最多只有 190日在學校留宿(未扣除身體不適及特殊原因停課

的日子)，即約有一半時間由家人照顧，然而他們的醫療護理開支不會因回家居住而減少，那

麽在非入宿日子的津貼可從何處補給？ 

 

(二) 低收入嚴重社區照顧津貼： 

嚴重殘疾人士常用的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所費不菲(見上表) ，就算中產家庭都難以應付，很

多小康之家亦因家庭成員殘疾而致貧。根據「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指出，殘

疾貧窮家庭達 19萬户，佔殘疾家庭 45.3%。政策介入後，貧窮率仍達 29.5%。很多嚴重殘疾人

士因與家人同住，自視為家庭負累。他們應可以個人名義獨立申領綜援，尊重個人權利及可紓

緩家庭經濟拮据狀況。 

 

(三) 關愛基金： 

為嚴重殘疾人士而設的 3個項目：「特別護理津貼」、「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

耗品的特別津貼」及「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貼」，其申請資格必須符合家庭收入及

資產審查，由家庭入息中位數 100%至 150%，獲資助金額$1000至 $2000不等。基金項目申領

資格嚴苛，金額也屬杯水車薪。 

 

另外，由於入住宿舍，學童也不合資格申請「特別護理津貼」，但正如上段所述，他們在社區

居住時間相比入宿還多，他們的醫療及經濟需要，不會因回家居住而減少。 

 

(四) 照顧者津貼： 

關愛基金己推行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貼其生活開

支，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能在護老者的協助下，得到更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安

老，但基金項目卻忽略同樣辛勞的殘疾人士照顧者。立法會福利事務委會員早在 2010年 2月

8日已經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立即推出「殘疾人士家居照顧者津貼」，何以政府不肯同步顧及

殘疾人士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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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的問題，家長會建議： 

1.) 增加一項高度護理傷殘津貼，以紓緩有高度護理需要家庭的經濟壓力。 

2.) 取消因留院或入住院舍，扣減高額傷津措施。 

3.) 容許與家人同住的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經濟援助，以尊重他們個人的權利。 

4.) 放寬關愛基金的特別護理津貼申請資格，並轉為常規化，讓有需要的學童受惠。 

5.) 放寬援助措施的入息及資產審批資格，以扣減必要開支後的入息金額為準。 

6.) 向殘疾人士照顧者發放津貼，重視和正面看待照顧者的付出。 

7.) 長遠而言，必需制訂以人為本的支援計劃，減少因殘疾而貧窮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