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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貧窮情況

• 目前香港生活在貧窮線(以住戶人均收入中位數50%

計算, 每人約2500元)以下的人口近110萬. 這是近
1/6的香港人口!!

• 貧窮嚴重的受害者, 不止是當事人，也是
香港整體的社會發展和競爭力.

• 減貧是充分發揮社會資源，也是體現香
港的真正社會發展.



不單是貧富懸殊加劇, 
更是貧者愈貧!!

• 港人的平均實質住戶收入在1991至2001
年10年間上升83％，但最低收入20%的
住戶的實質收入卻減少了14.3％



貧富懸殊與貧窮問題雙雙惡化，

導致：

• 社會氣氛低迷、對政府不滿日增
• 家庭的生活質素下降
• 青少年、家庭暴力等社會問題叢生
• 就業人士，尤其是低薪工人的人力投資
不足



查找不足
• 香港貧窮問題嚴重，可以歸咎於多年來對市場機制的
依賴，以為整體經濟增長，自然會益及社會各個階

層，從未正視貧窮以及貧富懸殊問題。

• 多項重要的社會保障項目闕如, 如老年退休制度虛位、
失業保險還未進入議程, 又例如“綜援”家庭收入微薄但
市場工資更低、基礎教育長年投入嚴重不足等, 

• 這些社會投資的嚴重不足, 甚至被毫無理據地認為是促
進低收入階層上進奮發的動力, 而無視政府多年來的政
策正正是與新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需的社會投資背道

而馳。今天, 我們是在嚐著多年來澆種的苦果。



扶貧委員會的三重意義

• 香港政府成立扶貧委員會，承擔滅貧工

作，對整體社會實在有三重意義: 
1. 肯定香港社會/政府的道德力量，社會關懷
及社會公義的體現; 

2. 有助政府建立管治威信，減低社會風險和
加強社會凝聚力; 

3. 確認滅貧是對社會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
項重要投資。



比較國家的選取



國際經驗1:確立扶貧的價值及宗旨

– 社會共融和減貧是重要的社會及經濟投資。
– 滅貧需要社會伙伴的具體組織及政策引導，
與及地區性的基礎。

– 加強社會的共同承擔式，把社會福利作為最
基本的生活要求以外，支援共同發展的重要

工具。



國際經驗2:扶貧架構及機制

1. 設由政府首長統領及統籌的跨部門扶貧架構；
2. 訂定全面扶貧策略並公開諮詢；
3. 與民間組成扶貧伙伴，作為制定扶貧策略時的

智囊及重點諮詢對象，執行政策時動員社會資

源的合作伙伴，及監督政府執行效率的外部機

制；

4. 訂定貧窮線及貧窮指標，作為全面扶貧策略的

有效承諾，並逐步分解到各政府部門，成為部

門的工作目標及可以問責的指標。









對香港啟示1:扶貧與社會發展

• 政府必須向社會清晰扶貧是社會的重要目標。
• 社會福利必須作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投資來認
識、改革和推廣，作為推動香港再次發展的動

力和機遇。

• 政府也需要從改變社會對貧窮及社會排斥問題
的認識和態度，和政府自身的策略開始，由被

動變為主動，由包袱變成資產，由消費變成投

資。



對香港啟示2: 扶貧委員會的角色

• 統籌政府的扶貧及社會共融的政策制
定及協調其執行；

• 具實權和社會廣泛認同的組織架構, 以

貫徹執行和推動整體扶貧工作；

• 扶貧機制的主要成員之一。



對香港啟示2: 扶貧委員會的工作
– 制定長遠減貧及讓所有市民分享繁榮成果的發展策略
文件，並公開諮詢；

– 策略包括明確的目標，指標及行動計劃，各部門分領
角色，制定相應的目標及行動綱領。每季度進行監

察、檢討；

– 全面了解貧窮人士狀況，造成貧窮問題的結構性因
素，調查不同貧窮群體的需要。

– 統籌已有的減貧和社會共融政策，加以改進。
– 籌備成立社會經濟發展論壇籌備委員會，促進論壇的
代表選舉、架構及工作機制的建立等工作, 並在論壇成

立後與之緊密合作。



對香港啟示3: 扶貧策略
扶貧策略文件

• 香港應制定「反貧窮及社會共融策略及

行動綱領」。

• 由扶貧委員會統籌及推展有關貧窮情況

和扶貧政策的調查和研究，在諮詢和參

考經濟及社會發展論壇的意見後，每二

年建議一份的「反貧窮及社會共融策略

及行動綱領」，並進行全港公開諮詢。



全港「社會經濟發展論壇」--
諮詢稿

論壇的使命

「社會經濟發展論壇」的使命是作為一個

社會不同界別建立伙伴關係的平台，就

經濟、社會政策及扶貧等議題，求同存

異，達成社會共識，推動和監督政府的

社會經濟發展工作。



論壇的職權範圍
• 與扶貧委員會緊密合作，提供相關議題的意見，
也注入論壇的主動建議。

• 監察及評估扶貧委員會建議的措施及計劃的實施
過程及成效，

• 定期就包括扶貧及社會經濟發展政策議題舉行公
眾諮詢，

• 定期舉行較為深入的公共諮詢，提供公眾一個較
為仔細討論政策議題的渠道。

• 成立專題小組，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或實施計劃，
經扶貧委員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定期分析、評估及

採納，作為社會伙伴的意見。



角色

• 政府的滅貧社會伙伴
• 社會不同界別，就經濟、社會政策及扶貧等議
題，求同存異，達成社會共識的平台

• 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及措施的研究及倡議平台
• 扶貧委員會的決策的實施的監督及評估者
• 公眾深入討論及諮詢社會經濟政策議題的平台



論壇工作

• 主動或於政府要求下考慮不同的政策議題；
• 成立項目小組研究政府提出或論壇自訂/通過的
有關政策，並撰寫報告呈交扶貧委員會及政府

有關部門。隊伍將有相關部門及機構，及論壇

秘書處建議的專家及代表；

• 成立工作小組監督及評估扶貧委員會建議的措
施及計劃的實施過程及成效，並出版意見中肯

的報告；

• 定期召開特定或半公開議題的論壇或其它形式
之公共諮詢；





成員

• 論壇的成員可以包括60-80名代表，來自以下各
個界別：

• -弱勢社群
• -志願團體及社會服務組織
• -工會
• -商界
• -議會 (立法會、區議會) 
• -專業團體
• -政府部門



成員

• 各界別自行商議出一個合適及有代表性
的機制，推選參與論壇的代表。

• 成員任期為2-3年。期間有所轉變可再次
提名。這些成員將與現任成員一起任

滿。已任滿的成員可再次受到任用。

• 主席及副主席由成員互相推選，再由行
政長官委任。



論壇的運作

• 論壇可自行決定它的內部架構及工作安排。以
下建議參考愛爾蘭的「國家經濟及社會論壇」

• － 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
• － 管理委員會(A Management Committee)
• － 項目小組(Project Teams)
• － 臨時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