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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支援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意見書》 

 

關愛基金分別於 2013、2015、2016 年三度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

貼」(下稱「N 無人士津貼」)  ，但今年這個項目無疾而終。本會對於政府的此項決定表示失望，建

議關愛基金恢復該計劃並轉為恆常項目，同時為公屋輪候冊上合資格人士提供租金津貼，令更多市民

受惠。 

 

恢復「N 無人士津貼」 

據統計資料顯示，本項目在首推、再推、三推三個階段中，無論是按住戶人數還是區議會分區為

標準計算，各階段的申請人數都有明顯的增長。按住戶人數統計，首推階段受惠人數約 13,4000 人（2013

年），再推階段約 15,9000 人（2015 年），增長率為 18.6%；而三推階段約 17,3000（2016 年），較再推

階段增長 8.9%。1這表明因此計劃而受惠的家庭不斷增加，證明「N 無人士津貼」的推行有一定的成

效，令「N 無住戶」的經濟壓力得以紓緩。正因如此，政府應該總結經驗將其優化、改善並繼

續推行而並不是腰斬。  

 

另外，政府計劃用「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下稱「低津」) 代替上述津貼的做法並非切實可

行，因為本會認為兩者不盡相同，加上「低津」成效備受爭議，因此不應該斷然取消「N 無人

士津貼」。雖然兩個計劃針對的受惠對象相似，但領取「低津」的門檻高，將許多有需要的人

士拒之於門外。例如申領「低津」所需的工時較長，同時亦需要資產審查，這令到很多非在職

或工作不穩定人士，和之前申領「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生活津貼」 的低收入家庭對此

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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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元對很多人來説可能衹是幾餐飯的開銷，但對於一個捉襟見肘的低收入家庭來説，猶

如沙漠中的一點甘露。政府的一個決定，終止的不僅僅祗是一個項目，而可能是數十萬家庭更

安穩、更和諧的生活。本會强烈要求關愛基金能重啓「N 無人士津貼」項目並將其恆常化，以

便讓更多貧困家庭可以得到援助。本會鼓勵政府推行更多扶貧助困的措施和項目，對於行之有

效的項目本會認為政府應該優化延續，讓社會上低收入家庭的巨大生活壓力得以紓緩。 

 

為公屋輪候冊上合資格人士提供租金津貼  

近年公屋輪候時間不斷延長，而部份輪候中的家庭被迫租住私人樓宇，私樓租金近年亦大

幅上升，讓輪候者承受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認為政府應為公屋輪候冊上合資格的家庭提供租

金津貼，紓緩基層家庭的住屋經濟壓力。落實租金津貼可減輕政府覓地興建公屋的壓力，政府

可更具彈性規劃土地用途，從而紓緩香港整體的房屋需求。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2017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