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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關愛基金年度結餘 (1 )  
 

 
註 :  (1 )  每年 3月底完結的財政年度。  
 
圖 2 ―  按來源劃分關愛基金的整體收益  
 

 
註 :  (1 )  政府於 2011年 5月、 2011年 7月及 2013年 6月注資。  
 
圖 3 ―  關愛基金下 20個持續推行的援助項目

(按政策範疇劃分 ) 
 

政策範疇  
援助項目  

(數目 )  
已發放資助額

(百萬港元 )  
受惠人數  

(人次 )  

(a) 福利  8個  
(40 %)  

1 ,912 
(32 %)  

49  286 
(30 %)  

(b) 房屋  8個  
(40 %)  

271  
(5 %)  

2  312 
(1 %)  

(c) 醫療  4個  
(20 %)  

3 ,717 
(63 %)  

113  788 
(69 %)  

總數  20個  
(100%) 

5 ,900 
(100%)  

165  386 
(100%)  

 

重點  
 
• 2011年 1月，政府於《民政事務局局長
法團條例》 (第 1044章 )下成立關愛
基金，後者旨在： (a)向有經濟困難的
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在社會

安全網外或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及

(b)在推行常規援助項目前，以先導
項目形式試行。關愛基金是信託

基金，經過政府累計 215億港元的 3輪
注資後，其年度結餘曾於 2014年 3月
達至 211億港元的高峰。隨着陸續為
各個援助項目發放資助，基金結餘

隨後累計減少 40%，降至 2022年 3月的
126億港元 (圖 1)。大部分基金餘額以
銀行定期存款 (51.8%)和外匯基金存款

(48.1%)的形式存放，餘下的 0.1%則為
現金。  

 
• 按資金來源分析，上述政府注資的比重
最大，於 2011年至 2022年期間共佔基金
整體收益的 73%(圖 2)。其次是來自
銀行定期存款和外匯基金存款所得的

63億港元利息收入 (21%)，餘下的
18億港元則為捐款 (6%)。相關捐款可獲
稅務寬減，以鼓勵私人捐獻。  

 
• 截至 2022年 3月，政府已透過關愛基金
推出共 59個援助項目，向超過
276萬人次 (包括經濟困難的長者、
病人及新來港人士 )發放 154億港元的
資助總額。具體而言，資助額達

95億港元的 39個援助項目 (佔資助總額
的 62%)已完成先導階段，當中 20個
項目更已轉化為常規援助項目並全面

推行。至於其餘 20個仍在試行階段的
援助項目，則分屬 3個政策範疇，
包括： (a)福利 (如殘疾人士津貼 )；
(b)房屋 (如組合社會房屋 )；及 (c)醫療
(如長者牙科護理 )。該等持續推行
項目的已發放資助額為 59億港元
(佔資助總額的 38%)，惠及
165 000人次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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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N無人士 ”住戶的一次過生活津貼

(受惠人數及已發放津貼額 ) 
 

 
 
圖 5 ―  資助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每年 8月底完結的學年  

2 0 1 9年  2 0 2 0年  2 0 2 1年 ( 1 )  

參與學校數目  1 8 8間  2 8 1間  約 8 7 0間  

受惠學生人數  1 3  8 56人  2 0  1 76人  1 4 2  24 0人  

每名學生可獲最高

資助額 (全額資助 )  
4 ,5 0 0港元  4 , 6 1 0港元  4 , 7 4 0港元  

平均獲發資助額

(相對於資助額
上限的百分比 )  

3 , 9 8 4港元  
(8 9 %)  

4 , 1 1 6港元  
(8 9 %)  

4 , 3 1 7港元  
(9 1 %)  

已發放資助總額  
(百萬港元 )  

4 9 .2  7 2 .8  約 5 6 8 

註 :  (1 )  根據截至 2 0 2 1年 4月底學校所報告的實際數據及
估算數字所得。  

 
圖 6 ―  為舊樓法團提供的津貼  
 

 
第一階段  
2 0 1 2 -2 01 5  

第二階段  
2 0 1 5 -2 01 8  

第三階段 ( 1 )  
2 0 1 8 -2 02 1  

合資格法團數目  4  2 5 0個  4  5 0 0個  5  0 0 0個  

受惠法團數目 ( 2 )  

(在合資格法團中
所佔百分比 )  

2  1 3 8個  
(5 0 %)  

1  9 8 0個  
(4 4 %)  

1  4 9 8個  
(3 0 %)  

每個法團可獲

最高津貼額  
2 0 ,0 00港元  2 0 ,0 00港元  2 4 ,0 00港元  

平均獲發津貼額

(相對於津貼額
上限的百分比 )  

8 , 6 2 0港元
(4 3 %)  

1 0 ,2 60港元
(5 1 %)  

1 0 ,4 20港元
(4 3 %)  

已發放津貼總額  
(百萬港元 )  

1 8 .4  2 0 .3  1 5 .6  

註 :  (1 )  截至 2 0 2 1年 8月底的數據。  
 (2 )  撇除重複受惠的法團，該援助項目 (第一至

第三階段 )的受惠法團數目累計為 3  2 4 0個。  

重點  
 
• 就關愛基金的成效而言，下文各段將討論
在 (a)福利； (b)教育；及 (c)民政事務 3個
政策範疇中，各自發放資助額最高的 3個
已完成援助項目。  

 
• 首先在福利方面，關愛基金自 2013年起向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基層家庭 (俗稱
“N無人士 ”)發放共 5輪的一次過生活津貼，
每個受惠家庭平均可獲發相當於租金中位數

1.7個月至 2.2個月的資助。與首輪相比，
最新一輪於 2021年發放的津貼總額增加
189%，達 11億港元，而同期的受惠人數亦
倍增至 273 500人次 (圖 4)。大部分受惠人士
表示該援助項目能紓緩他們的財政壓力，

而房屋署已另於 2021年 6月推出為期 3年的
試行計劃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向已輪候
公屋超過 3年的 “N無人士 ”住戶提供每月
1,300港元至3,900港元的津貼。 (至於其餘的
“N無人士 ”，當中部分可受惠於在職家庭
津貼計劃的放寬工作時數要求，為期 1年。 ) 

 
• 教育方面，關愛基金於 2018-2019學年起
資助清貧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由於

疫情期間不少學生須在家進行電子學習，

令有關資助需求增加，因此 2020-2021年度
參與該援助項目的學校和受惠人數，較

2018-2019年度分別急增 3倍及 9倍，升至
870間學校及142 200名學生 (圖 5)。平均每宗
個案的資助額亦增加 8.4%至 4,317港元。有關
援助項目完成後，政府於 2021-2022年度起在
優質教育基金下推出類似計劃，預算總額達

15億港元，為期 3年。  
 
• 民政事務方面，關愛基金向舊樓業主立案
法團 (“法團 ”)提供津貼，以應付指定的樓宇
管理開支 (例如向土地註冊處提交文件註冊 /

存案的費用及檢驗升降機的支出 )。援助
分 3個階段進行，後期的申請資格較前期
放寬，資助範圍亦擴大。然而，參與該

項目的合資格法團比例卻由 50%逐步下降至
30%，而每個法團平均獲發的津貼額僅為
最高津貼額的 43%-51%(圖 6)。鑒於法團
對項目 3個階段均反應冷淡，政府於
2021年 9月終止有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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