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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1) 
 

 
人數 ('000) 572 576 571 606 622 

註：  ( 1 )  貧窮情況按除稅前的每月住戶收入衡量，並不計算所有

現金社會福利在內。貧窮線門檻為相應住戶人數組別的

每月住戶收入 (政策介入前 )中位數的 5 0 %。  

 

圖 2 ―  接獲 (1)及獲批的申請宗數  

 
 
 
 
 
 
 
 
 
 
 
 
 

 
 

註：  ( 1 )  每宗申請的申領期為遞交申請前剛過去的 6 個曆月。  

 ( 2 )  低津計劃於 2 0 1 6 年 5 月推出。  

 

圖 3 ―  發放的津貼金額 (1) 
 

 2016-2017(2) 2017-2018 2018-2019 

百萬  

港元  

個案  

百分比 (3) 

百萬  

港元  

個案  

百分比  

百萬  

港元  

個案  

百分比  

高額津貼 (現時全額津貼：每月 1,200 港元 ) 

全額  212.0 69.5% 238.4 70.3% 397.8 63.9% 

3/4 額 (4) -- -- -- -- 79.0 18.1% 

半額  29.0 20.9% 30.5 19.8% 22.2 8.9% 

中額津貼 (現時全額津貼：每月 1,000 港元 ) 

全額  -- -- -- -- 23.4 4.8% 

3/4 額  -- -- -- -- 3.6 1.1% 

半額  -- -- -- -- 0.8 0.4% 

基本津貼 (現時全額津貼：每月 800 港元 ) 

全額  13.8 8.0% 15.4 8.4% 8.9 2.5% 

3/4 額  -- -- -- -- 0.6 0.2% 

半額  1.3 1.7% 1.2 1.5% 0.1 0.1% 

總計  256.1 100% 285.4 100% 536.4 100% 
 

註：  ( 1 )  申 請 住 戶 可 就 6 個 月 的 申 領 期 內 每 個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的

月份獲發放津貼。  

 ( 2 )  低津計劃於 2 0 1 6 年 5 月推出。  

 ( 3 )  有關數字是指獲批申請個案中獲發特定津貼類別所佔的

百分比。  

 ( 4 )  當局於 2 0 1 8 - 2 0 1 9 年度在全額津貼與半額津貼之間增設

一層 3 / 4 額津貼。  

重點  
 

  在 2018 年，約 186 000 個在職貧窮住

戶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  

(圖 1)。在職貧窮人士即使合資格申領

綜援，亦可能因社會對綜援受助人的

負面標籤而卻步。  
 

  為減輕該等住戶的經濟負擔，並鼓勵

他們通過就業自力更生，政府於

2016 年 5 月推出設有經濟審查的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 ("低津 ")計劃，並於

2018 年 4 月把計劃易名為在職家庭

津貼 ("職津 ")計劃。任何住戶若符合

入息和資產限額及工時要求，可申領

基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貼。

視乎住戶入息，津貼以全額、 3/4 額

或半額發放。  
 

  在 2016-2017 年度至 2017-2018 年度

期間，每年合共約有 6 萬宗低津

申請，每宗申請的申領期為 6 個月。

當局經檢討低津計劃，並於 2018 年

4 月起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把

計劃擴展至一人住戶、放寬入息

限額，以及調高津貼金額，

2018-2019 年度的職津申請宗數急

增至 92 883 宗，獲批申請的比率約為

94%(圖 2)。  
 

 在 2016-2017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

期間，每年約有 60%至 70%受惠住戶

獲發放全額高額津貼 (圖 3)。另有

20%至 30%受助住戶符合較高的每月

工時要求，但因賺取相對較高收入而

領取 3/4 額及 /或半額高額津貼。  
 

  在 2018-2019 年度發放的職津金額

合共為 5 億 3,640 萬港元，較在

2016-2017 年度發放的低津金額超出

一倍多，這是由於同期獲批的申請

宗數增加了 67%，而津貼金額自

2018 年 4 月起亦有所調高。在

2018-2019 年度，每宗獲批申請就

6 個月申領期獲發放的職津金額平均

約為 6,151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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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獲發兒童津貼的申請  
 

 

 

 

 

 

 
 
 
 

 
 
註： (1) 低津計劃於 2 0 1 6 年 5 月推出。  

 
圖 5 ―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間受惠

住戶獲發低津 /職津的次數  
 

 
 
 
 
 
 
 
 
 
 
 
 

 
圖 6 ―  低津 /職津計劃的成效  

 

 2017 2018 

受惠住戶數目 (1) 39 100 52 600 

扶貧成效 (以下述數字的減幅表示 )： (2) 

- 貧窮住戶數目  7 000 11 400 

- 貧窮人口  26 500 42 400 

- 貧窮兒童數目  11 600 17 500 
註： (1) 由 於 該 計 劃 設 有 兩 層 (低 津 ) / 三 層 (職 津 )入 息

規定，部分受惠住戶的每月住戶入息或會略高於

貧窮線。  

 (2) 扶貧成效為比較政策介入前及恆常現金福利政策

介入後的數字。  

重點  
 

 為紓緩在職貧窮住戶跨代貧窮的情況，

獲發職津的住戶中每名合資格兒童亦

獲提供最多每月 1,000 港元的兒童

津貼。獲發兒童津貼的獲批申請由

2016-2017 年度的 49 128 宗，增加至

2018-2019 年度的 72 594 宗。在

2018-2019 年度發放的兒童津貼金額合

共高達 6 億 5,400 萬港元 (圖 4)。每宗

獲批申請就 6 個月申領期獲發的津貼

金額平均約為 9,000 港元。  
 

  在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間，

約有 60 000 個住戶在低津 /職津

計劃下獲得資助。事實上，約

四分之三的受惠住戶曾多次申請

資助，反映他們的經濟負擔沉重，

需要持續的援助 (圖 5 )。  
 

  據政府表示，職津計劃在 2018 年成功

令 11 400 個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脫貧

(圖 6)， 2017 年的相應數字為

7 000 個。該計劃的扶貧成效得以顯著

改善，是由於當局於 2018 年 4 月起

推出多項改善措施。儘管如此，約有

16 000 個住戶獲發職津後在 2018 年

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下，每月平均貧窮

差距約為 2,600 港元。此外， 2018 年

約有 96 600 個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

符合入息和工時要求，但仍未申請

職津。  
 

  政府表示會繼續推廣職津，協助

合資格住戶申請有關津貼。政府最近

建議在 2020 年第二季將職津基本

津貼、中額津貼及高額津貼的金額

分別調高 25%、 20%及 16.7%。兒童

津貼亦會調高 40%。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及 Working Family and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Agency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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