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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提供與就業相關的交通費資助的意見(II) 

（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16/12/2010） 

 

前言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曾於2010年11月23日就提供與就業相關的交通費資

助，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初步意見，知悉委員會於2010年12月1 6日的會

議中再討論此課題，而政府亦於會前公佈對「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最新建

議，本文就此課題提供社聯進一步的建議，希望委員會考慮。 

 

背景 

特首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取代現時推行的「交通費支援計劃」，把申請的地區由 4 區推廣至全港 18 區，

並會在計劃實施三年後檢討。 

 

對提供與就業相關的交通費資助的進一步意見 

2010 年上半年，全港有 210,500 萬戶低收入住戶1最少有一人就業，可見本港在職

貧窮情況嚴重，而估計嚴重的通脹即將到來，屆時交通費將對低收入人士帶來更

沉重的開支負擔。因此社聯歡迎政府推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以鼓勵低

收入人士持續就業，就此計劃，社聯有以下建議： 

 

1. 入息及資產限額 

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會的討論文件，「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鼓

勵他們(受助人)持續就業，因為他們無須把過高比例的工作收入，用於與工作相

關的交通開支」，上述概念表明交通津貼是一項針對低收入勞工的工資補貼制

度，而非對貧窮家庭的入息援助措施，所以其領取資格應取決於個人入息的高低。 

 

以住戶作為資產及入息審查的單位，是引入了低收入住戶補貼的概念，這可確保

供養人數較多，但個人工資較高的勞工的家庭，亦可受惠於交通津貼計劃，但在

此制度下，一些家庭整體收入較高的低薪勞工，如一些與家人同住，但工資較低

的年青人，即使須要把高比例的工資用於交通費，亦不能受惠於新計劃。因此社

聯認為，若政府把交通津貼計劃定位為工資補貼制度，應維持以「個人」為入息

及資產審查單位的限制。 

 

 

 

                                                       
1 低收入住户為以住戶人數劃分，住戶入息等於或低於中位數的一半的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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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時數限制 

現時「交通費支援計劃」所訂的工時限制 – 每月工作最少 72 小時，門檻過高，

特定行業如家務助理等只要求勞工部分時間工作，難以達到每月工作 72 小時的

標準。而統計署的報告2顯示，從事部分時間制的僱員沒有工作較長時數的主要

原因為料理家務或在家照顧兒童、長者或傷病成員，72 小時的門檻將使這些最

需要支援的群體得不到資助。因此社聯建議另增設一條每月工作少於 72 小時但

高於 36 小時的門檻，津貼額為每人每月 300 元。 

 

3. 求職津貼 

失業人士尋找工作的交通費成本高昂，交通費資助可以繼續為失業人士重投勞動

力市場提供誘因，有助減低社會成本。雖然政府指出超過九成參加計劃者在參加

計劃前已在職，但是由計劃推出至今領取求職津貼者亦超過 2800 人，如能加強

有關求職津貼的宣傳，相信實際上有需要領取的人士不只此數，這反映求職津貼

確能滿足部份低收入人士的需要。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在「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中保留求職津貼，容許受助人每年可申領最多 600 元津貼 

 

4. 調整資助金額機制 

根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現時交通費的物價與「交通費支援試驗計劃」推行時相

比 (即 07 年 6 月)，已上升了 3.5%，預計明年的通脹將會加劇，影響津貼的資助

力度。因此社聯建議制定機制，至少每年檢討交通津貼的資助額一次，以確保計

劃的資助力度不會因通脹而減低。 

 

5. 擴展其他補助貧窮家庭的措施 

如上述，政府提出以住戶入息及資產作為領取交通津貼的資格，實質上是引入對

在職貧窮住戶給予經濟支援的概念，然而貧窮家庭除了交通需要外還有其他不同

需要，社聯期望政府根據貧窮家庭的需要(如住屋需要、照顧兒童、長者、殘疾

人士等的需要)進行研究，擴展更多針對貧窮家庭的經濟援助措施(如租金津貼、

照顧者津貼)，建立第二安全網制度。 

 

 

 

2010 年 12 月 15 日 

                                                       
2 政府統計處(2010)《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 專題報告書 - 第五十二號報告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