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請願行動立場書 

  

 本年度 10 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其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在「培育人才」

的篇章中長達 26 頁有關教育措施中，沒有一項措施能夠直接幫助到基層兒童的

學習需要，聯席對於施政報告表示失望之餘，更質疑香港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欠缺

基層角度。適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復會，聯席期望藉是次請願行動向委員會

內的不同議員以及教育局表達以下訴求： 

  

設立真正兒童津貼，兒童發展應與工時脫勾 

低津檢討後，政府將其名稱改為「在職家庭津貼」（職津），及提出多項改善措

施，但未有將聯席對於兒童津貼脫勾的建議放入其中。雖然政府就職津(前身為

低津)作出優化，然而計劃仍然有工時要求，變相令工時不足以及未能提供工時

證明的個案如兼職及零散工，其子女被剝奪享有兒童津貼的權利。截至 2017 年

12 月，受惠兒童及青少年只有約 18 萬人，反映兒童津貼未能完全覆蓋現時領取

書簿津貼的兒童。因此，聯席建議職津內的兒童津貼與工時脫勾，所有合資格申

請書簿津貼全津以及半津學童均能申請兒童津貼。聯席亦促請教育局與勞福局盡

快就兒童津貼脫勾展開跨部門研究及檢討相關政策。 

 

全面增加 25 億學生活動支援基金名額及資助金額 

新的 25 億學生活動支援基金，非全數投放於基金上，而是以種子基金形式運作，

25 億元只作本金投資，每年預計產生的投資回報率，約只有約 1 億元實際用作

支援基層學生。 與此同時，過往計劃只包括綜緩及全津學生，只有部份學校擴

闊名額至半津學生。 另外，新的基金，每年每名合資格學生只有$350(小學)及

$650 (中學)。可是，根據聯席<2017 年基層學童課外活動狀況>的調查報告，普

遍基層家長每月需花費數百元才能應付子女參與課外活動。這反映即將推出的資

助金額不足，未能符合基金主題，促進全人發展。聯席建議政府作為兒童發展資

源分配者，應提升整體資助金額，同時放寬合資格指標，令計劃受惠對象擴展至

所有正在領取綜援、全津、半津的中小學學生，參考現時領取政府津貼人數，受

惠名額應由現時 182000 人增至 247934 人（計法請參閱附件），提高基層學生

成功報名參與受資助的活動機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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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數碼鴻溝，支援基層家庭購買電腦 

政府自恃過往於關愛基金推出「自攜裝置」津貼，在本次施政報告中毫無提及基

層學童在數碼學習上的支援措施。然而計劃根據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以決

定受惠對象，聯席擔心會對基層學生造成不公，計劃預計三年內會有約七成學校

參與，預計當中約一半班級施行「自攜裝置」策略，受惠人數遠遠不及整體基層

學童，並非所有基層學生都能申請，預計只有約 3 成半基層學生受惠。電子學習

已推行多年，即使學校沒有實行「自攜裝置」，學習電腦及上網已是學生不能避

免的需要，幾乎每間學校都會要求學生於網上做功課及資料搜集。因此聯席建議

政府擴闊受惠學生範圍，所有受惠於全半書津，綜援的學生，都能向學校申請資

助購買電腦。 

  

最後，聯席期望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能夠正視基層學童在全方位學習上的支

援，保障不同社經地位兒童的平等發展權利；同時聯席希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能

夠與聯席及一眾基層家長見面， 了解基層學童全方位發展需要，與家長及學童

對話。 

  

聯絡：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 家長組織幹事張展翹 66448440 

 

附件: 

受惠計劃內容 受惠計劃人數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中小學生 

(截止 2017 年 12 月) 

45249 人 

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全額津貼的中小學生 

(截止 2018 年 4 月) 

124612 人 

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半額津貼的中小學生 

(截止 2018 年 4 月) 

78073 人 

合共 247934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