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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言匯社認為在以經濟發展為先的香港社會，很多弱勢的人被擠到制度的邊緣。

對於他們的處境，主流社會看不到、聽不見，弱勢群體往往甚至成為政府錯誤政

策的代罪羔羊，失去最基本的尊嚴。我們相信，人的權利不應因身份地位而改變，

這是對社會公義的追求，也是人的價值的根源。透過匯聚眾人的力量，堅持以正

義為原則，我們可為弱勢社群充權，重塑一個人文關懷的社會。 
 
殘疾人士貧窮情況 
 
自去年政府公佈第一條官方「貧窮線」，到今年施政報告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政府對扶貧政策比過去主動和積極。可是，當分析政府的《2012 年香港

貧窮情況報告》和低收入補貼政策，不難發現政府正正是欠缺了殘疾角度。 
 
政府的貧窮情況報告中，分析框架中的社會特徵包括了長者、青年、兒童、綜援、

單親、新移民，惟獨欠缺殘疾社群，政府指因為人數少、收集數據困難而沒有分

析。事實上，根據 2008 年統計處發出的 48 號報告書，殘疾人士人口達 36 萬，

另有約 6.7 – 8.7 萬位智障人士(全港港智障人士的普遍率為 1.0%至 1.3%)。我們

絕對不能接受「人數少」而欠缺分析。 
 
實況是，殘疾人士在資本主義和香港的市場體制下，就業和收入情況處於極度弱

勢。根據統計處 48 號報告書，在 347 900 名十五歲及以上殘疾人士中，約 302 100 
人(86.8%)為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其餘 45 800 人(13.2%)為從事經濟活動人士。

亦即超過 8 成殘疾人士處於「失業、無業、退休狀態」，估算當中有不少為「被

迫退休」。根據香港復康會及關注傷殘津貼檢討聯席於 2013 年發表的調查報告，

共訪問 1,020 名受訪者，在工作年齡人口中，失業率為 51.5%，患有多於一種殘

疾或長期病的失業率更為 64.5%。收入方面，殘疾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7,900
元，遠低於本港個人入息中位數(約 12,300 元)。受訪者的殘疾人士家庭每月收入

的中位數僅為 11,000 元，與同期的全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22,250 元少

一半。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有約一半的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的家庭

正處於貧窮線以下。 
 
加上，因殘疾及身體狀況下，殘疾人士必定有額外的醫療及復康開支，於復康會

的上述調查中，殘疾人士的平均每月經常性開支為$2000，非經常性開支為$500。
經常性開支指醫療、交通、藥物、復康服務、照顧服務等；非經常性開支指購置

立法會 CB(2)1431/13-14(04)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31/13-14(04) 



器材、做手術等情況。對於一些嚴重殘疾人士，如需要使用呼吸機維生的殘疾人

士，這些醫療及復康開支將會更大，需要約每月$8000-10000。在失業、貧窮加

上此等復康及醫療開支下，殘疾人士的貧窮及生活處境更為嚴峻。 
 
現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問題 
 
政府指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其中針對性的支援，是面向兒童和跨代貧窮，故低

收入家庭兒童獲得額外津貼，這出發點是好事。可是，卻沒有考慮殘疾人士、長

期病患者、長者及其照顧者的需要。殘疾人士家庭中有逾一半處於貧窮，同時醫

療復康開支龐大，其需要不比兒童為低，卻沒有針對性補貼。 
 
政府計劃推出的低收入補貼要求須符合特定的工作時數才合符資格領取津貼，惟

建議的工作時間過高，完全欠缺殘疾角度。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的身體狀況和

體力上，未如一般健全人士，難以長時間工作；照顧者亦需要長時間照顧殘疾人

士，同時也沒有可能負擔過長的工作時間。144 – 208 小時對於主流「打工仔」

已經是一個不合理要求，這個要求對於殘疾人士家庭更是一個間接歧視。 
 
具體建議： 
1. 為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提供額外津貼 
2. 降低工時要求，或可容許家庭成員的工時合拼計算 
3. 讓一人家庭(單身人士)能夠受惠 
4. 長遠而言，政府應探討及研究殘疾人士與貧窮問題的情況，並提出針對性的

支援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