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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的支援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立法會及各相關委員會過往在會議上

就政府當局為既非公營房屋租戶亦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
援  ")受助家庭的低收入住戶 (俗稱 "N 無住戶 ")提供的支援措施所
作的討論。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表示，關愛基金於 2011 年成立，發揮補漏
拾遺和先導計劃的功能。 1 除於 2011 年首次向關愛基金注資
50 億元外， 2 政府當局於 2013 年建議向關愛基金額外注資
150 億元，主要用途包括援助未能受惠於財政預算案的紓困措施
的 "N無人士 "。上述撥款建議於 2013 年 6 月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1 在 2010 年 11 月，行政長官委任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關愛基金督導
委員會，負責督導和統籌關愛基金的工作。繼政府當局於 2012 年 12 月重設
扶貧委員會後，關愛基金自 2013 年起納入扶貧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在扶貧
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負責就關愛基金各項安排及擬定

援助項目等方面，向扶貧委員會作出建議。該專責小組亦統籌和監察援助

項目的推行，以及檢討援助項目的成效。  
2 財務委員會於 2011年 7月批准額外注資 15億元，以推行一項向新來港人士
發放一次性 6,000 元津貼的計劃 ("新來港人士津貼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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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迄今，關愛基金合共推出了 36 個援助項目。 3 為協助
紓緩低收入人士 (包括 "N無人士 ")的經濟壓力，關愛基金自
2012 年以來先後推出了下述援助項目："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
入長者提供津貼 "、 4 "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5

及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一次過生活
津貼 ")項目。6 首兩個項目已於 2013 年完結，而一次過生活津貼
項目則在 2016年 1月第三次推出，並已於 2016年 8月 31日截止
申請。  
 
4.  除關愛基金外，政府當局亦在各個政策範疇為非綜援

低收入人士 (包括合資格 "N無人士 ")提供多項免費或獲高額資助
的服務，例如獲大幅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及由 2008-2009 學年起
推行的 12 年免費教育。 7 此外，政府當局會持續增建公共租住
房屋 ("公屋 ")，回應基層市民 (包括 "N無住戶 ")的住屋需要。  
 
 
議員的商議工作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5.  議員察悉，關愛基金在 2013-2014財政年度至 2015-2016
財政年度推出了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以補相關財政預算案所

提紓困措施的不足。部分議員認為，不論財政預算案有否提出

任何紓困措施，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亦應為 "N
無人士 "提供津貼，以助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有見關愛基金財
政狀況穩定，另有議員促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把一次過生活津

貼項目的津貼金額提高至少一倍。8 另有意見認為，當局應考慮
把該項目恆常化。   
                                                 
3 據政府當局表示， 36 個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當中， 11 個已獲納入政府當局
的 恆 常 資 助 內 。 有 關 關 愛 基 金 援 助 項 目 的 詳 情 ， 載 於

www.communitycarefund.hk。  
4 "為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津貼 "項目由 2012年 7月至 2013年 1月
推行，有 2 089 個住戶受惠。  

5 "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 "項目由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4 月推行，有 25 752 個住戶受惠。  

6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項目於 2013 年 12 月、
2015年 1月及 2016年 1月先後 3次推行，分別有 52 102、61 624及 62 264個
住戶受惠。  

7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由 2017-2018 學年起，落實免費優質
幼稚園教育政策。  

8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關愛基金的結餘約有 194 億 3,200 萬元。該結餘
主要包括存放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174 億 2,000 萬元 (當中包括投資回報約
24 億 2,000 萬元 )及銀行存款約 20 億 1,000 萬元，但不包括推行新來港人
士津貼計劃的結餘 (該筆款項須於計劃完結後歸還政府當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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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表示，一次過生活津貼的水平，就

1 人住戶而言，已定為 4,000 元，大約相當於兩個月的綜援標準
金額。為進一步紓緩成員較多的家庭的財政負擔，在第三度推出

該項目時，會為 5 人或以上家庭增設多一級資助，金額為
14,000 元。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已於 2016 年 1 月第三次推出，
至於該項目會否再次推出，將取決於 2016-2017 年度財政預算案
所提出的紓困措施 (如有的話 )而定。  
 
7.  部分議員表示，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在 2016 年 9 月
向傳媒披露，關愛基金不會在 2017 年第四度推出一次過生活
津貼項目。這些議員關注到，不少居住在分間樓宇單位的一次

過生活津貼受惠人對於上述決定強烈不滿。鑒於分間樓宇單位

租金仍不斷上揚，而香港房屋委員會在未來數年不能把公營房

屋一般申請者 (即家庭及長者一人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
在約 3 年的目標，這些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繼續發放生
活津貼，或推出替代的援助措施，以平息 "N 無人士 "的不滿情緒。 
 
8.  據政府當局表示，關愛基金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是

因應當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向未能受惠於有

關措施的 "N無人士 "提供一筆過現金津貼。由於在 2016-2017 年
度財政預算案中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較少，例如再沒有為公屋

住戶代繳租金措施，故關愛基金亦無充分理據在 2017 年再次
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另一方面，2016 年 5 月推出的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 ("低收入津貼 ")，以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恆常
現金項目，較在關愛基金下向 "N無人士 "每年只提供一筆過現金
津貼，更能持續和有效地紓解 "N無人士 "和其家庭所面對的財政
壓力。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低收入津貼的申請情況，確保有需要

家庭 (包括合資格的 "N無住戶 ")能適時得到援助。9 此外，關愛基
金將會繼續因應公眾和持份者的意見，推出其他項目，支援弱

勢社群和低收入住戶。  
 
9.  在 2016 年 12 月 21 日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
當局匯報關愛基金的工作進度。部分議員深切關注到，面對租金

高昂和商品價格飆升的情況， "N 無住戶 "在生活上遇到重重
困難。另有議員關注到，一些未獲編配公營房屋的 "N 無住戶 "
所居之處不宜居住，而且面對租金高昂和物業業主多收公用設

                                                 
9 據政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合共收到 46 506 宗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 ("低收入津貼 ")申請，當中 29 897 宗已獲審批，所發放的津貼總
金額接近 3 億 5,000 萬元。考慮到不少申請人及關注團體的意見，勞工及
福利局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公布由當日起取消低收入津貼計劃的離港
限制，藉以讓更多低收入在職家庭能夠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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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費用的情況。在會議上，民政事務委員會通過了兩項議案，

其中一項促請關愛基金再次推出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另一項

促請政府當局提出措施，以在上述住戶獲編配公營房屋單位前

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並向已申請公營房屋單位超過 3 年但尚
未獲編配單位而所居之處不宜居住的住戶發放津貼和資助，以

供繳付公用設施費用。  
 
房屋援助  
 
10.  立法會在 2012年 11月 7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盡快提出有效措施，針對即時、中期及長遠土地供應和需求

作出規劃及行動，解決市民的住屋需要；有關措施應包括：  
 

(a) 增加公屋單位的興建量至每年 3萬個或以上，務求
令現時輪候冊的輪候人士可加快至兩年獲編配

單位，滿足基層市民入住公屋的需求；  
 
(b) 推出夾心公屋單位予入息輕微超出申請公屋資格

而又沒有能力進入私人市場的家庭和人士申請，讓

他們有條件及有時限租住，紓緩該等家庭及人士的

租金壓力；及  
 
(c) 研究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租金津貼，例如向合資格的

輪候公屋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  
 
11.  部分議員認為，關愛基金應考慮在新的項目下提供租金

津貼，以協助正在輪候公屋的 "N 無人士 "。不過，關愛基金專責
小組表示，關愛基金援助項目不應與政府當局的政策不一致。

據政府當局所述，向輪候公屋人士發放租金津貼，可能會導致

私人房屋租金水平上升，令租金津貼受惠人最終未必能夠

受惠。再者，公屋輪候冊上的人士是否符合資格領取租金津貼，

亦須視乎其後所作的評估結果而定。政府當局認為，最終應透過

編配公屋來解決居住環境惡劣的 "N 無人士 "的住屋需要。  
 
12.  部分議員關注租金飆升對居住在分間樓宇單位的 "N 無

人士 "的不良影響。這些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進行相關統計，
以助了解情況。  
 
13.  政府當局表示，政府統計處於 2014 年及 2015 年連續
兩年進行 "有關住屋狀況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涵蓋全港樓齡
25 年及以上的私人住用 /綜合用途樓宇 (不包括村屋 )內的分間
樓宇單位。根據統計調查結果，全港分間樓宇單位住戶的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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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中位數於 2014年及 2015年分別為 3,800元及 4,200元；住戶
的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則分別為 30.8%及 32.3%。不過，這兩項
統計調查並未有搜集有關分間樓宇單位住戶開支的數據。  
 
14.  政府當局強調關注租金上升對私人樓宇租戶的影響。倘

要解決此問題，有需要增加房屋的供應。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6 年 12 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2016 年周年進度報告，
政府當局於 2017-2018 年度至 2026-2027 年度的 10 年期總房屋
供應目標為 46 萬個單位，當中 28 萬個為公營房屋單位 (包括
20 萬個公屋單位和 8 萬個資助出售單位 )。至於有迫切住屋需要
的人士，可經由社會福利署推薦申請體恤安置，亦可以透過特

快公屋編配計劃申請提前獲配公屋單位。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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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 

發出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2 年 11 月 7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82 至 284 頁  
 
進度報告  
 

財務委員會  2013 年 6 月 21 日  
( 文 件 編 號  
FCR(2013-14)20) 
 

議程  
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14 年 4 月 2 日  政 府 當 局 對 委 員 就
審核 2014-2015 年度
開 支 預 算 所 提 書 面
質詢的答覆第 854 頁  
 

立法會  2016年 11月 23日  第 9 項質詢  
答覆  
 

立法會  2016 年 12 月 7 日  第 17 項質詢  
答覆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6年 12月 21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立 法 會
CB(2)401/16-17(03)號
文件  
 

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9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立 法 會
CB(1)350/16-17(01)號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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