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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提交的第三次報告意見書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向聯合國提交第三次報告中，本人認為應該增加篇幅向聯合

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充分反映本屆政府決心處理

貧窮問題，並採取了一系列實際措施。 

譬如，特區政府重設扶貧委員會9個月後，便首次為香港制

訂「貧窮線」，並將「主線」定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此

舉是開啟了香港解決貧窮問題的新里程。「貧窮線」為檢視貧

窮情況、制訂政策和審視措施成效，提供清晰客觀的參數，

並會每年更新，監察貧窮情況和政策成效。扶貧委員會將繼

續作為主要的政策平台，協助政府推行扶貧工作。 

貧窮線數據顯示，在 102 萬貧窮人口中，領取綜援的人

口只有 23.5 萬人，而在職貧窮人口卻高達 53.7 萬人，

反映非綜援的在職貧窮戶更需扶助。雖然香港失業率降

至 3.3%，但在職貧窮的問題仍然嚴重，即使就業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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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可以脫貧。  

又如，特首梁振英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範圍廣泛，惠及各個群組，是本屆政府的扶貧藍圖。 

過去政府的紓困措施，無論貧富人人有份，雖然皆大歡

喜，但催生「派糖文化」，在未能把珍貴的公共資源用

於扶貧之餘，還形成民粹風氣。設立貧窮線後，政府是

根據實際情況，有的放矢地集中扶助最有需要的人士，

令公共資源發揮最大效用。 

本屆政府的扶貧政策的主軸是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

更生，而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則要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

幫助不能自助的人。而具體扶貧策略，可用八個字來概括形

容：支持就業、關顧兒童。�

政府建議引入「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去幫助大約14萬無

領綜援的在職貧窮戶，涉及49萬人。「低收入津貼」是本屆

政府繼「長者生活津貼」後，另一項重要的扶貧政策。《施

政報告》公布後，社會上對這項措施的反應大致正面。�

兒童是我們的未來，也是讓貧窮家庭有機會脫貧的最大希

望。施政報告還有不少關顧兒童的現金援助和服務，旨在更

好照顧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上的需要，提供更多有助兒童全面



發展的機會，並藉此減少跨代貧窮。這是有必要向聯合國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報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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