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2)1828/04-05(03)號文件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為有需要的香港長者而設的社會保障援助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當局為香港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

援助及其他形式的援助。當局通過這些援助，為香港的長者提供

社會安全網。  

 

 
概言  

 
2. 目前，政府為長者提供無須供款的經濟援助，和多項獲大

幅資助的服務：  

 

(a) 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70 歲或以上的長者中，有 92%

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的

直接援助。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有關比例為 81%；  

(b)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中，有 60%居住在公共房屋或居者

有其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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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9%的公共醫院病床日數的使用者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

者。綜援受助人可獲得免費醫療服務，而財政上有困難

的長者亦可獲得費用減免。  

 

 
經濟援助  

 
3.   政府通過各項無須供款的計劃為本港長者提供社會保

障，經費均來自政府一般收入。綜援申請人主要是透過經濟狀況

調查來決定其是否符合資格，而高齡津貼申請人主要是根據年齡

來決定其是否符合資格。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本港 65 歲或

以上的長者中，超過 81%(或約 67 萬人 )受惠於政府的社會保障制

度，而政府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援助開支達 127 億元。如不計

算傷殘津貼的支出，這年度的長者綜援和高齡津貼的支出比一九

九六至九七年度上升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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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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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受助於社會保障計劃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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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4.  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超過 54 萬 2 千人 (或香港人口的

8%)領取綜援。當中超過 18 萬名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領取綜援，

涉及金額約 80 億元。領取綜援長者人數佔綜援受助人總數約

34%。  

 

5.  綜援計劃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最後的安

全網。領取綜援的長者除獲發較高的標準金額以應付基本需要

外，亦可因應特別需要領取特別津貼，例如租金、安老院院費、

特別膳食、裝置老人緊急召援系統和支付系統月費、往返診所或

醫院的交通費、眼鏡費用、牙科治療和復康用品，如輪椅和助聽

器等的津貼。長者或有長者成員家庭的自住物業亦可獲豁免列入

綜援的資產計算，他們亦可獲得政府醫院及診所的免費醫療服

務。領取綜援的單身長者平均每月可得 3,600 元，有長者成員的

四人家庭平均每月可得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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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 

綜援受助人按年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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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年綜援的整體開支和受助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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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福利金 (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 

 

6.  公共福利金計劃所提供的高齡津貼在 1973 年設立以協助

家庭照顧其年老成員。這計劃與綜援計劃不同之處，在於後者規

定受助人須接受經濟狀況調查，但申領高齡津貼的長者若年屆 70

歲或以上，便無須接受經濟狀況調查。年齡介乎 65 至 69 歲的長

者，則須申明其收入及資產並無超過規定的限額 (有關限額遠高於

綜援計劃的限額 )。65-69 歲的長者每月可獲發 625 元，70 歲或以

上的長者則為 705 元。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約有 46 萬名長

者領取高齡津貼，援助金額約達 37 億元。  

 

7.  除高齡津貼外，申領傷殘津貼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約有 5

萬人，援助金額約達 7 億元。傷殘津貼旨在為嚴重殘疾人士每月

提供津貼，以應付因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現時傷殘津貼受助

人共約有 11 萬人。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傷殘津貼的總支出

約為 16 億元。  

 

 
其他援助方式  

長期護理  

 

8.  需要長期護理但能夠在家中得到照顧的長者可以使用一

系列受資助的服務，例如家居照顧服務或日間護理中心／單位的

日間護理服務。對於未能在家中得到充分照顧的長者，我們會向

他們提供受資助的住宿照顧服務。為長者而設的受資助社區與住

宿照顧服務，均獲大幅資助，亦無須供款和接受經濟狀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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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付受資助院舍宿位的八成費用，綜援長者可從綜援金額

中，支付餘下約兩成的院舍費用。現時長者亦可使用其綜援金額

以支付在私家院舍的費用。  

 

9.  二零零五至零六年度，政府提供的受資助院舍宿位、社區

照顧服務和其他支援服務的預算開支約為 31.8 億元，較二零零四

至零五年度修訂預算的 30.3億元增加了 5%(亦即差不多是一九九

七至九八年度 16.3 億元預算開支的兩倍 )。受資助院舍宿位 (包括

各類受資助安老院舍宿位、改善買位計劃宿位和合約制安老院舍

資助宿位 )的數目，由一九九七至九八年度約 16 900 個，增加至

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的逾 26 900 個，增幅達 60%。  

 

醫療護理服務  

 

10.  在使用醫院服務方面，長者的病使用日數，佔公立醫院

的病使用總日數約 49%。正如上文所述，綜援長者受助人可免

費使用公營醫護服務。其他有經濟困難的長者，亦可申請一次過

減免醫療收費或最長 12 個月的醫療收費減免。以上豁免適用於

醫院管理局的所有醫院的急症部、普通科門診診所、專科門診診

所、日間醫院及社康護士的服務。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當局已

向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合共 266 萬項醫療豁免，涉及總額達

2.9 億元。此外，長者如難以負擔那些證明對他們有顯著療效但

卻極為昂貴的藥物，可向撒瑪利亞基金申請資助。在二零零四至

零五年度，撒瑪利亞基金已向約 2 000 名長者提供合共 3,800 萬

元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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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二零零四至零五年度用於長者的公營醫護服務開支大

約為 132 億元。  

 

長者房屋  

 

12.  政府推行的公共房屋計劃為低收入家庭 (包括長者 )提供可

以負擔的租住公屋。非綜援長者如有經濟困難，也可申請豁免租

金，以減免一半租金。香港現時約有 60%的長者居住在租住公屋

單位，包括資助自置居所單位。長者申請租住公屋的輪候人數，

由一九九七年的 16 000 人減至目前約 5 200 人，而輪候時間亦由

一九九七年的四年半縮短至現時約十個月。  

 

13.  現時有些長者業主居於既破舊又並無升降機的樓宇，房屋

署為解決他們的住屋需要，在二零零四年六月作出過渡安排，推

出一項特惠方案，以恩恤理由協助這些長者業主入住長者住屋或

公共屋內的獨立單位。  

 

14.  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亦在本年二月推出樓宇管理維修綜合

計劃，為居於破舊樓宇的業主提供樓宇管理維修方面的技術意見

和免息貸款，以便進行樓宇保養及維修工程。房協預留了 30 億

元在未來十年推行這項計劃，目標是每年可為 800 幢樓宇提供支

援。計劃將有助居於破舊樓宇的長者業主解決樓宇的管理、保養

和維修問題。  

 

 
展望未來  

15.  在向長者提供經濟援助方面，香港的模式參考了世界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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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退休保障所倡議的三大支柱：為在職人士提供強制性退休儲

蓄；為有需要長者而設的社會安全網；和自願私人儲蓄。就強制

性退休儲蓄的支柱而言，在二零零零年成立的強制性公積金 (強積

金 )已為在職人士提供一個儲蓄制度，保障他們退休後的生活。至

於社會安全網的支柱方面，政府已透過無需供款的直接經濟援助

及提供大量資助的醫療、房屋和護理服務為長者設立全面的社會

援助制度。以上的服務發展與簡單和低稅制同時並行。總括而

言，政府在福利、教育和房屋的整體支出，佔總稅收接近 80%(見

附件 A 的比較圖表 )。  

 

16.  與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情況相若，香港正面對人口老化的

問題。現時香港男性和女性的平均壽命分別約為 79.6 歲和 84.6

歲，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地方之一。在一九八一至二零零一年間，

65 歲以上的長者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平均每十年上升 2 至

3%；預期在未來 30 年，升幅會更快。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數字，

香港 65 歲以上長者的人口預期由二零零四年的每八人中有一

人，增至二零一三年的每七人中有一人和二零二三年的每六人中

有一人；至二零三三年，估計每四人中即有一長者 (附件 B)。以

現時的使用率計算，預期在未來 30 年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開

支可能由目前的 127 億元增至 300 億元。在這期間，強積金計劃

可協助令市民的退休保障來源多元化。  

 

17.  隨人口日益老化，我們明白有需要研究各項與長者相關

的議題。長者未來的狀況，亦可能隨着教育程度的提高和家庭模

式的轉變而有所改變。由於其中一些議題並非只涉及福利政策方

面的考慮 (例如退休保障和政府和私人供款如何取得平衡等 )，所



 10  

以必須協調各方，謀求對策。為此，中央政策組於二零零四年七

月成立了一個老年經濟保障專家小組 (小組 )，制訂有關老年經濟

保障的研究綱領，以探討提供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在財政方面能

否長期維持。小組已手研究部分研究主題，例如探討本港這一

代和未來長者的財政狀況及其退休計劃，預計可於二零零六年年

初取得初步研究結果。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生福利及食物局  

二零零五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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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家和香港的公共社會開支  
- 佔總稅收的比例  

 
地區  社會褔利 衞生  房屋  公共社會開支 最高邊際個人稅金佔總

收入的百分比  
(包括社會保障的供款 )

瑞士  0.697 0.260 0.007 0.96 48.2 

香港  0.286 0.293 0.212 0.79 18.5 

德國  0.518 0.209 0.005 0.73 64.2 

英國  0.486 0.157 0.045 0.69 41 

挪威  0.473 0.170 0.005 0.65 55.3 

希臘  0.486 0.132 0.021 0.64 49.6 

法國  0.455 0.160 0.020 0.64 48.1 

波蘭  0.497 0.113 0.004 0.61 44.9 

新西蘭  0.393 0.190 0.025 0.61 39 

奥地利  0.474 0.131 0.002 0.61 42.9 

瑞典  0.453 0.128 0.016 0.60 56.2 

丹麥  0.442 0.135 0.014 0.59 62.3 

澳洲  0.386 0.199 0.004 0.59 48.5 

荷蘭  0.426 0.146 0.011 0.58 52 

意大利  0.452 0.127 0.000 0.58 46.1 

西班牙  0.418 0.157 0.002 0.58 45 

芬蘭  0.450 0.114 0.008 0.57 57.4 

葡萄牙  0.392 0.154 0.000 0.55 46.6 

盧森堡    0.406 0.136 0.002 0.54 47.8 

日本  0.333 0.209 - 0.54 47.8 

比利時  0.405 0.135 - 0.54 59.3 

冰島  0.323 0.201 0.003 0.53 42 

美國  0.305 0.204 - 0.51 42.9 

捷克  0.332 0.170 0.003 0.50 40.5 

愛爾蘭  0.335 0.148 0.017 0.50 48 

加拿大  0.318 0.177 - 0.49 46.4 

墨西哥  0.339 0.113 0.028 0.48 31.7 

斯洛伐克  0.386 - 0.000 0.39 45.9 

韓國  0.154 0.103 - 0.26 41.1 
 

來源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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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預計的長者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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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以上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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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時預期壽命：男性 – 79.6歲 女性 – 84.6歲 
來源：政府統計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