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11 月 17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 檢 討 安 全 網 保 障 範 疇 」 議 案  

 
進 度 報 告  

 
 
  立 法 會 在 2010 年 11 月 17 日 的 會 議 上 ， 通 過 由 劉 健

儀 議 員 動 議，經 李 卓 人 議 員、葉 偉 明 議 員、涂 謹 申 議 員、湯

家 驊 議 員、張 國 柱 議 員、陳 健 波 議 員 及 馮 檢 基 議 員 修 正 的「 檢

討 安 全 網 保 障 範 疇 」議 案。議 案 全 文 見 附 件。現 向 議 員 匯 報

政 府 的 跟 進 工 作 。  
 
 
社 會 保 障  
 
2. 因 應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物 價 指 數 的 變 動 ， 社 會 福 利 署 由

2011 年 2 月 1 日 起 上 調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綜 援 )計 劃 的 標 準

項 目 金 額 及 公 共 福 利 金 的 津 貼 金 額 3.4%。此 外，為 紓 解 市 民

面 對 通 脹 和 消 費 價 格 上 升 的 壓 力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宣 布 向 領 取 綜 援、高 齡 津 貼 及 傷 殘 津 貼 的 人 士

發 放 一 個 月 額 外 津 貼。若 高 通 脹 情 況 持 續，政 府 當 局 將 考 慮

在 下 個 調 整 周 期 前 ， 提 早 調 整 綜 援 標 準 項 目 金 額 。  
 
3. 考 慮 到 部 分 長 者 希 望 有 更 多 時 間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

又 不 致 影 響 獲 發 的 高 齡 津 貼 額 ， 當 局 已 由 2011 年 2 月 起 將

領 取 高 齡 津 貼 和 傷 殘 津 貼 的 離 港 寬 限 ， 由 每 個 付 款 年 度 240
天 大 幅 放 寬 至 305 天。此 外，我 們 正 探 討 設 立 長 者 回 鄉 生 活

津 貼 的 利 弊 和 可 行 性 ， 包 括 涉 及 的 法 律 、 財 政 及 技 術 事 宜 。 
 
 
就 業 支 援  
 
4. 截 至 2011 年 2 月 底 ， 由 勞 工 處 推 出 的 「 中 年 就 業 計

劃 」已 錄 得 50 863 宗 成 功 就 業 個 案。勞 工 處 亦 於 2010 年 12
月 推 出 為 期 兩 年 的「 就 業 導 航 試 驗 計 劃 」，提 供 合 共 22 000
個 名 額，協 助 失 業 人 士 尋 找 工 作。參 加 者 可 獲 度 身 定 造 的 就

業 指 導，如 其 後 能 成 功 入 職 及 留 任，會 獲 發 工 作 鼓 勵 金。與

此 同 時，僱 員 再 培 訓 局 計 劃 在 2011-12 年 度 提 供 13 萬 個 培 訓

名 額 ， 課 程 超 過 500 項 ， 涵 蓋 27 個 行 業 範 疇 ， 適 合 不 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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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及 技 能 的 人 士 。  
 
5. 勞 工 處 針 對 青 少 年 的 需 要 ， 推 出 了 「 展 翅 青 見 計

劃 」。2010/11 計 劃 年 度 已 於 2010 年 9 月 開 始，而 截 至 2011
年 2 月 底 ， 勞 工 處 已 接 獲 超 過 7 500 份 申 請 。 此 外 ， 為 加 強

協 助 有 特 別 就 業 困 難 青 少 年 ， 勞 工 處 於 2010 年 7 月 推 出

「 Action S5」就 業 計 劃，透 過 非 政 府 機 構 為 參 加 者 安 排 為 期

12 個 月 的 在 職 培 訓，計 劃 預 計 運 作 兩 年。另 一 方 面，職 業 訓

練 局 在 2010/11 學 年 在 各 學 徒 計 劃 下 繼 續 提 供 約 3 300 個 名

額 。  
 
 
社 會 福 利 長 遠 規 劃  
 
6. 當 局 已 委 託 社 會 福 利 諮 詢 委 員 會 （ 社 諮 會 ） 研 究 本

港 社 會 福 利 發 展 的 長 遠 規 劃 。 社 諮 會 在 2010 年 年 中 完 成 諮

詢 後，隨 即 詳 細 檢 視 諮 詢 期 內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現 正 擬 備 報

告 。 當 局 收 到 社 諮 會 的 報 告 後 ， 會 仔 細 分 析 和 研 究 其 建 議 ，

並 儘 快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作 出 匯 報 。  
 
 
醫 療 服 務  
 
7. 因 應 最 新 的 科 研 實 證 和 醫 療 科 技 發 展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宣 佈 ， 醫 院 管 理 局 會 擴 大 《 藥

物 名 冊 》的 涵 蓋 範 圍，加 強 九 種 疾 病 的 藥 物 治 療 成 效，預 計

每 年 有 52 000 名 病 人 受 惠 。  
 
 
發 展 社 會 企 業  
 
8.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財 政 司 司 長 宣 布 預 留

1 億 5,000 萬 元 ， 在 未 來 五 年 繼 續 推 行 「 伙 伴 倡 自 強 」 社 區

協 作 計 劃，並 把 資 助 期 由 兩 年 延 長 至 三 年，以 及 以 先 導 形 式

放 寬 申 請 資 格，以 容 許 未 有 根 據《 稅 務 條 例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非 牟 利 機 構 參 加 計 劃。政 府 亦 會 推 行 獎 勵 計 劃 及 一 系 列 有 系

統 的 訓 練 課 程 ，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社 企 )精 神 和 培 育 人 才 ， 並 推

出「 社 企 之 友 」運 動，進 一 步 鼓 勵 商 業 機 構 為 社 企 提 供 支 援。



 3

民 政 事 務 局 亦 會 籌 辦 「 社 會 企 業 展 」 ， 推 動 良 心 消 費 。  
 
 
針 對 特 定 群 體 的 需 要  
 
清 貧 學 生  
 
9. 在 2010/11 學 年，由 教 育 局 推 行 的「 課 後 學 習 及 支 援

計 劃 」 ， 有 849 所 公 營 學 校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接 受 共 約

6,500 餘 萬 元 校 本 津 貼，受 惠 的 學 生 最 多 可 達 163 100 名。至

於 區 本 計 劃 方 面，有 309 份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申 請 成 功 獲 得 共 約

1 億 1 千 餘 萬 元 撥 款 ， 服 務 的 學 生 約 68 600 人 。  
 
10.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財 政 司 司 長 亦 宣 佈 預

留 1 億 1 千 萬 元，透 過 與 本 地 大 專 院 校 協 作，推 行 為 期 三 年

的 先 導 計 劃 ， 為 來 自 基 層 家 庭 的 小 學 生 提 供 課 後 功 課 輔 導 。 
 
長 者  
 
11.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財 政 司 司 長 宣 布 會 增

撥 超 過 2 億 元 經 常 性 撥 款 ， 增 加 約 1 700 個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名 額 和 約 1  300 個 資 助 安 老 宿 位 。 另 外 ， 政 府 亦 會 增 撥

4,000 萬 元 經 常 性 撥 款 ， 調 高 「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下 甲 一 級 宿

位 的 買 位 價 格，並 要 求 有 關 安 老 院 舍 為 其 院 友 安 排 物 理 治 療

和 康 復 訓 練 。  
 
12. 與 此 同 時，政 府 會 增 撥 1 億 4,800 萬 元 經 常 性 撥 款 將

「 離 院 長 者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 常 規 化 ， 並 在 2011-12 年 內 將 服

務 範 圍 由 現 時 的 三 區 （ 即 觀 塘 、 葵 青 和 屯 門 ） 擴 展 至 全 港 ，

服 務 的 長 者 人 數 亦 將 由 現 時 每 年 約 8 000 人 增 加 至 33 000 人。 
 
殘 疾 人 士  
 
13. 在 2011-12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財 政 司 司 長 宣 布 把 在

綜 援 計 劃 下 向 嚴 重 殘 疾 受 助 人 每 月 發 放 的 社 區 生 活 補 助 金

由 現 時 的 120 元 上 調 至 250 元，並 擴 大 其 適 用 範 圍 至 包 括 殘

疾 屬 非 嚴 重 程 度、健 康 欠 佳 和 年 老 的 受 助 人，預 計 惠 及 約 19
萬 人 ， 涉 及 額 外 經 常 開 支 約 5 億 9,00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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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休 保 障  
 
14. 中 央 政 策 組 現 正 研 究 香 港 現 行 退 休 保 障 模 式 的 可 持

續 性，在 過 程 中 會 參 考 社 會 大 眾 的 意 見，並 在 適 當 時 候 透 過

既 有 渠 道 收 集 學 者、專 業 人 士、智 庫 組 織 及 相 關 團 體 的 意 見。 
 
 
公 營 房 屋  
 
15. 由 2010-11 年 度 起 的 五 年 期 間，新 建 公 屋 量 預 測 約 為

75 000 個 單 位 。 其 中 在 2011-12 年 度 及 2012-13 年 度 ， 預 計

分 別 約 有 11 200 個 及 16 700 個 單 位 落 成。在 上 述 兩 個 年 度，

新 建 公 屋 單 位 約 84%位 於 市 區。連 同 每 年 預 計 收 回 的 公 屋 單

位，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估 計 可 維 持 一 般 公 屋 申 請 者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於 大 約 三 年 的 目 標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民 政 事 務 局  
教 育 局  
中 央 政 策 組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2010年 11月 17日 (星期三 )開始舉行的  
立法會會議席上  
劉健儀議員就  

“檢討安全網保障範疇 ” 
動議的議案  

 
 

經李卓人議員、葉偉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湯家驊議員、張國柱     
議員、陳健波議員及馮檢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認為， ‘官富民窮 ’是香港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而政府歷年均
採取保守的財政政策，過往經常錄得超出預期的盈餘，加上外匯基

金於今年第三季大賺 741億元，令首 9個月累計盈餘增加 420億元，而
本年度土地拍賣收益可觀，庫房繼續 -出現 ‘水浸 ’的機會大增，但部
分基層市民不僅無法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更未能受惠於社會

保障制度，以致出現 ‘漏網 ’情況；就此，本會建議政府當局查找現
有安全網的不足之處，並適度擴展安全網，以涵蓋更多不同類型的

基層人士，以及加強支援，從而協助基層市民力爭上游，分享經濟

成果，以紓緩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加強支援在職貧窮人士，包括將現有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 (‘綜援 ’)低收入類別去標籤化，並放寬申請門檻，提
供 ‘低收入生活補助金 ’，以改善他們的清貧生活；長
遠而言，政府應設立 ‘負入息稅 ’制度，讓更多在職貧
窮家庭可以受惠；  

 
(二 ) 為有工作收入的綜援受助人設立儲蓄帳目，將全數或

部分因 ‘可評估收入 ’而被扣減的援助金額撥入帳目，
讓受助人在收入改善或帳目累積至一定款額而脫離綜

援網時，能擁有一筆可觀的儲蓄，以增加受助人的經

濟安全感，並減低日後重入綜援網的機會；  
 
(三 ) 全面加強中年在職培訓、增加再培訓的名額及提高持

續進修的資助額；  
 
(四 ) 透過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及積極支援社

會企業，開創更多適合基層勞工的職位等；  
 
(五 ) 全面加強託兒及課餘託管服務，讓低收入家庭的家長

可以放心外出工作；積極照顧基層兒童的需要，包括

提供額外的課外活動津貼；  
 

rickycheng
文字方塊
附件



 -  2  -  

(六 ) 積極協助居於籠屋或板間房的貧窮家庭改善生活環

境；  
 
(七 ) 加強待業青年的就業輔導服務；  
 
(八 ) 進一步放寬長者生果金及綜援的離境限制，提高醫療

券金額至最少每年 1,000元，並為有需要長者增設長者
生活補助金，以改善長者的晚年生活；  

 
(九 ) 立即研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全港長者可以即

時受惠；及  
 
(十 ) 盡快增加長者宿位，並增設安老券，讓輪候院舍服務

的長者自選適合他們的安老服務等，以及為社區照顧

長者的護老者提供照顧津貼；  
 
(十一 ) 針對失業和貧窮人士，政府應制訂貧窮線，以掌握本

港的貧窮情況，並為失業人士提供失業援助，以協助

他們面對經濟困難；  
 
(十二 ) 透過推動本土文化經濟，維持現有四大經濟支柱的優

勢；  
 
(十三 ) 就全面取締籠屋訂定時間表；  
 
(十四 ) 設立現代學徒制度；  
 
(十五 ) 增加清貧殘疾人士領取的傷殘津貼金額，使在社區生

活的殘疾人士能負擔適切的照顧及協助；及  
 
(十六 ) 擴大撒瑪利亞基金的涵蓋範圍，並仿效新加坡的 ‘保健

基金 ’，為無法支付醫療費用的人作最終的支援，讓他
們能得到及時和必須的治療；及  

 
(十七 ) 為居於籠屋、板間房或套房的人士提供寬鬆措施，以

幫助他們更快獲安排入住公屋；  
 
(十八 ) 取消要求子女簽署 ‘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俗稱 ‘衰仔

紙 ’)制度，讓有經濟困難及與子女同住的長者，也能
獨立申領綜緩，令他們老有所依及老有所安；及  

 
(十九 ) 恢復社會福利長遠規劃 5年計劃的模式，以便能有效地

推行社會福利服務，讓有需要人士真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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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 設立失業緊急救濟金，為失業人士提供過渡性的經濟

支援；  
 
(二十一 ) 加快興建公屋單位；  
 
(二十二 ) 設立長期病患津貼，為有需要的長期病患者提供補

助，用作購買藥物、醫療用品及輔助器材和聘用家居

護理員等；及  
 
(二十三 ) 設立長期護理津貼，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援

助，以購買院舍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或為其照顧者提

供補貼；及  
 
(二十四 ) 在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時，亦以彌補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的不足之處為目標；及  
 
(二十五 ) 重設扶貧委員會，制訂貧窮人口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