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2 月 9 日 
福利事務委員會 
 
多謝主席。 
 
有報導指受惠於賣地收益及印花稅帶來超過 300 億的收益，今個財政年度的盈餘

將會超過 1500 億元，庫房再次水浸。但反映貧富差距的的堅尼系數，於 2017
年錄得上升至 0.539 的歷史新高。上屆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推

出不少扶貧措施，但基層市民卻「越扶越貧」，反映政策成效不彰，資源運用出

現錯配。當局應該好好思考如何運用公帑，改善基層市民生活。 
 
過往有不少聲音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申請門檻太高，限制太多，以至成功

申請數目越低於政府估算。對於本屆政府能夠回應社會訴求，將「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改為「在職家庭津貼」，放寬申請限制，令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受惠，

新民黨及本人原則上表示歡迎。 
 
不過在申請限制的細節上，本人有兩個主要的關注： 
 
第一，過往「低津」未有充份考慮照顧者及護老者的需要。根據現時安排，長者

生活津貼、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及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全部計入低津的入息審

查，既令「低津」失去鼓勵照顧者及護老者透過就業自力更生的政策目標，與加

強家庭照顧者支援的政策方向相違背。政府已承諾 2018 年這些計劃進行全面檢

討，我促請政府推出「在職家庭津貼」前，先檢討入息審查安排。 
 
第二、「低津」未有考慮有特別需要家庭的工時數目。與單親家庭一樣，有殘障

家庭成員、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家庭成員及有長者的家庭也承受一定的照顧壓

力，有議員提出將他們的工時要求應與單親家庭看齊，我認為政府未有就相關建

議作具體回應。政府在推出「在職家庭津貼」時，應一併考慮相關訴求。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作為上屆政府扶貧委員會的主席，前社會福利署署長，必定非

常對低收入家庭的情況非常了解。希望特首能夠對症下藥，令有需要的家庭能夠

真正受惠。同時善用盈餘，正視政策介入前的貧窮問題，由經濟結構入手，設法

縮窄貧富差距。 

立法會 CB(2)1048/17-18(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048/17-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