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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 2017 年 7 月 17 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檢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成效的意見 

 

背景: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過去一直倡議政府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稱「低

津」)，並於 2013 年正式把計劃建議提交政府，有關建議主要基於以下原則: 

1  減少在職貧窮 

2  按住戶需要釐定補貼金額 

3  鼓勵就業 

4  多層配合 

5  行政簡便 

 

其後，政府採納了社聯及其他民間團體的部份建議，於 2015 年正式推行該計劃。

計劃推出時，政府推算約有 20 多萬合資格家庭申領。然而，到目前為止，成功

領取「低津」的家庭只有 5 萬多，有近 15 萬有需要的低收入在職家庭仍然得不

到支援，未能達到預期的扶貧效果。 

 

為增強「低津」的扶貧效果，社聯建議應從三方面優化制度： 

1 增加對領取「低津」家庭的支援； 

2 放寬領取「低津」的資格； 

3 改善現時申領「低津」的程序。 

 

1 給予租住私人樓宇人士的生活補助，增加對領取「低津」家庭的支援 

現時「低津」對租住私人樓宇及租住公屋/擁有自住物業的低收入住戶給予相同

的支援，然而兩者每月扣除房屋開支後的實際可動用的收入，卻有很大的差異。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數據，租住私樓貧窮住戶的每月租金開支平均為 6,500

元，公屋住戶的平均開支只有 1,500 元。 

 

由於租住私人樓宇住戶的可動用收入較少，社聯建議給予他們額外補助。參考過

去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1，我們建議申領低津的有關租

住私人樓宇住戶每月津貼的標準如下: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2 人 700 350 

3 人 1000 500 

                                                 
1
 津貼額是根據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按過去一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

租住私人樓宇指數，並按月計算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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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 1,100 550 

5 人或以上 1,200 600 

 

2 放寬領取「低津」的資格 

2.1 放寬入息上限 

在現時「低津」制度中，每月收入低於住戶收入中位數 50%的住戶可領取全額津

貼，高於 50%但少於或等於 60%的住戶可領取半額津貼。此措施讓入息稍高於

貧窮線的住戶能得到一定補助，是把防貧概念納入政策考慮。然而，根據政府公

佈的統計數據，現時實際上領取半額津貼的人數不多，只佔整體申請人約兩成。 

 

為進一步實踐防貧概念，社聯建議把申領半額「低津」的入息上限提升至住戶收

入中位數的 70%。經此修改後全額及半額津貼的入息上限如下：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原有措施: 入息上限 ≦入息中位數 50% >50%-≦60%入息中位數 

建議改革: 入息上限 ≦入息中位數 50% >50%-≦70%入息中位數 

 

2.2 給予租住私人樓宇人士更寬鬆的入息審查門檻: 

鑑於租住私人樓宇的住戶扣除房屋開支後的可動用收入較低，建議在 2.1 建議的

調整之上，進一步把租住私人樓宇住戶申請「低津」的入息門檻上調 10%(不論

半額津貼或全額津貼)，即把全額津貼的入息限額上調至入息中位數的 60%，半

額津貼的入息限額上調至 80%。總體來說，租住私人樓宇及非租住私人樓宇住戶

的入息限額見下表: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非租住私樓人士: 入息上限 ≦入息中位數 50% >50%-≦70%入息中位數 

租住私樓人士: 入息上限 ≦入息中位數 60% >60%-≦80%入息中位數 

 

2.3 照顧者的工時計算 

現時單親家庭申領「低津」的工作時數要求，較其他類別的家庭少(單親人士每

月最少工作 36小時可領取基本家庭津貼，最少工作 72小時可領取高額家庭津貼)。

此制度設計的理念，主要是考慮單親家庭成員，難以同時兼顧較長時間的工作及

家庭照顧責任。然而，有些有長者及殘疾人士的住戶，家中只有一名照顧者，這

些住戶的處境與單親家庭類近，但按現時的計劃，這些住戶仍須每月工作最少

144 小時才符合申領「低津」的資格。 

 

因此，社聯建議如住戶中最少有一名需要被照顧的長者(即經安老服務統一評估

機制評估為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長者)或殘疾人士(即合資格領取傷殘津貼或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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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殘津貼人士)、而該住戶又只有一名照顧者，該住戶申領「低津」的工作時數

要求應與單親家庭看齊，即每月只需工作最少 36/72小時，便合資格申領「低津」。 

 

2.4 豁免計算 65 歲或以上家庭成員的資產 

現時「低津」制度亦要求申領住戶的整體資產不可以超出限額。然而，在一些有

長者的住戶中，可能有一些養老金或退休金資產，是長者退休生活的基本依靠，

把這些資產計算在內，容易使住戶超出申領「低津」的資產限額。社聯建議在審

查住戶是否符合申領「低津」的資產限額時，豁免計算 65 歲或以上成員的資產。 

 

3 改善申領「低津」的行政程序 

3.1 採用申報而非審查的理念處理申請 

現時市民申請「低津」，需要詳細向職員交代每一項入息、資產及工時紀錄，這

對部份申請「低津」的市民帶來困難。特別是在提交工時紀錄方面，雖然容許市

民以自述書方式提交工時證明，但據前線社工的經驗，「低津」辦職員對每一申

請個案基本都必會致電僱主或聯絡人覆核，部份市民為怕麻煩僱主而放棄申請。 

 

社聯建議政府以申報而非審查的概念處理「低津」申請，市民在提交基本入息及

資產等資料後，先假設市民如實申報，再以抽查的辦法隨機對部份市民詳細覆檢，

防止制度被濫用。 

 

3.2 設立更多地區辦事處 

現時全港只有一間辦事處(官塘辦事處)處理「低津」申請，雖然政府已委託非政

府機構負責到各區協助居民填表，並以郵遞/傳真等方式處理文件往來，但部份

市民有時仍須到官塘的辦事署填寫或簽署文件，這並不便利居住偏遠地區的市

民。 

 

社聯建議政府應於其他地區增設「低津」服務點。長遠來說，政府應於各區設立

地區辦事處，為低收入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務，協助受助人申領各項補貼(如交通

津貼、學生資助計劃)，並把申請文件統一化，使申請人可免卻向僱主重覆領取

有關證明的不便，亦可減省政府的行政程序。 

 

3.3 容許家庭成員為計劃申請人 

現時「低津」制度的申請單位為家庭，但只容許家庭中符合工時要求的在職人士

為計劃申請人，然而由於符合工時要求的在職人士往往難有時間處理填表、文件

往來、解釋文件等要求，增加了基層家庭申請「低津」的難度。建議容許家庭的

其他成人成員為計劃的申請人，方便他們處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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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強宣傳 

有前線社工表示，現時不少合資格的市民仍不知道「低津」制度的存在，政府必

須向市民加強宣傳。此外，政府亦應推行僱主教育工作，除鼓勵僱主向相關僱員

宣傳制度外，亦應協助僱員提供工時、工資等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