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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綜援檢討聯盟  

扶貧委員會怎樣真正做到「扶貧紓困」?  

二零零五年二月  

「關注綜援檢討聯盟」( 下稱: 關綜聯 ) 是一個由十四個團體，包括：綜援人

士組織、提供兒童服務團體、勞工團體、婦女團體、單親組織、殘疾人士團

體及地區基層組織而成，一直甚為關注香港綜援政策及基層生活保障，致力

反映基層市民的生活需要。 

「關綜聯」首先歡迎施政報告中提及成立「扶貧委員會」( 下稱 “扶貧會”) 的
事，必須有明確的政策方向，及足夠認受性，若有關政策未能在地區層面得

到共識，亦難以貫徹順暢地推行! 故此扶貧會當務之急應與地區民間團體溝
通，搜集受眾的意見，先掌握貧窮的狀況，了解現時政策執行上出現什麼問

題以及不同群體的基本需要，再詳細計劃整體扶貧策略，再作廣泛諮詢，集

思廣益，只有這樣，扶委會的政策構思才容易在社會上達到共識，接近民情! 

要真正達到扶貧紓困，我們建議扶貧會的工作及架構如下: 

一、制定指標量度貧窮人口，進行基本生活需要調查，定立基本生活保障線 
 
扶貧會應從發展性的角度去改革整體保障制度，針對的是全民社會，以保障

人人也得以享有平等發展的機會，合理的生活水平為最終目標! 按照一個人
在現時香港的基本生活開支及需要，進行基本生活需要調查，制定基本生活

保障線！政策構思必須包括以下:  
 
( 1 ) 界定貧窮概念 
( 2 ) 制定指標量度貧窮人口狀況 
( 3 ) 定立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 4 ) 針對不同貧窮(群體)人口, 進行基本生活需要調查 
( 5 ) 訂定具體的扶貧目標及全港性扶貧策略，作為扶貧工作的整體方向 
( 6 ) 諮詢公眾 
( 6 ) 根據諮詢結果設計針對性的減貧方法 
( 7 ) 把各減貧方法整合 
( 8 ) 把各項減貧政策構思分步推行 
( 9 ) 各政策部門定期總結檢討及改善, 以達至扶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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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找現有社會保障政策的不足之處 
 
扶助兒童及青年發展將是未來扶貧會的一項重點工作，要設計一套完備的計

劃，就必須首先了解現時有關政策的效用及問題! 現時的社會保障制度的確
有零零星星的措施來支援貧窮兒童及青年參與課外活動、使用科技資訊服務

及進修之用，措施包括有: 「賽馬會的全方位學習基金」及優質教育基金支
持下的「數碼橋」計劃。 
 
但根據我們聯盟街坊的使用經驗得知，以上措施並不能有效地支援貧窮兒童

及青年得到平等的發展機會! 就「賽馬會的全方位學習基金」而言，證明貧
窮的小四至小六或中一至中三學生才有資格申請，基金資助並不包括就讀小

一至小三及中四至中六的貧窮學生，難道這群貧窮學童就沒有參與課外活動

發展自己的需要嗎?另外，每名合資格的小學生平均每年資助額為 160 元，
而中學生則是 240元，現時資助水平只能支援貧窮學生參與全年一至二次全
日制課外活動( 包括: 車費、雜用及膳食費等)，有一些收費較為昂貴的課外
活動如制服團體、學術交流團等，現時資助水平根本不能應付這類活動的基

本開支，連購買基本制服費也不夠!  
 
而有關科技資訊的支援方面，現時的「數碼橋」計劃只適用於中學，小學並

沒有包括在計劃中，現時教育改革著重以專題研集的方式去啟發學生多方面

思考，需要大量時間在網上搜集資料及以電腦制作報告，但貧窮小學生就多

因缺少電腦及上網服務而未能準時交功課，受到其他同學甚至老師的歧視！ 
就算在中學，鑑於每間學校獲分配的資助只足夠購買少量手提電腦，貧窮中

學生往往需要花上很長時間去輪候申請外借電腦! 
 
扶貧會若真正處理兒童及青年貧窮問題，就必須先制定指標量度兒童及青年

貧窮人口狀況，再針對此群體進行全面調查了解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從而

定立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配套現有或新增資源或服務去針對性地支援

他們基本生活、學者及社交等的需要，使他們可得到平等發展的機會! 
 
三、 成立常設諮詢、監察及評估架構 
 
扶貧會應該只是整體反貧窮架構的其中一環。為更深入和廣泛的諮詢、討論

和共識的醞釀，扶貧會之外，必須成立常設的擴大諮詢、監察及評估會議架

構。扶貧會應參考歐盟大部分國家設立如「經濟及社會發展論壇」類型的常

設諮詢、監察及評估組織，它們的成員來自不同界別，包括商界、工會、民

間組織、貧窮人士代表等，人數約使用組驗為 50-100人。定期就扶貧問題
進行討論，求同存異，逐步醞釀成為社會不同階層的共識。他們在官方的扶

貧窮策略中有法定地位，負責就委員會草擬的「反扶貧及社會共融策略及行

動綱領」提出意見，再諮詢公眾，同時亦擔當監察及評估扶貧委員會建議的

措施及計劃的實施過程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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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定諮詢程序 
 
扶貧會的決策過程亦應當透明，在制定重要政策方針時必須加入法定諮詢程

序。收集民間對扶貧機制、目標、實施、監察、成效等方面的意見，與社會

伙伴合作協同扶貧! 
 
五、問責機制 
 
完善的問責機制是成功推行扶貧工作的先決條件。日後扶貧會的工作應先訂

定具體扶貧目標及策略，並要求各部門提出工作計劃和承諾，由扶貧會負責

訂定衡量指標，並定期檢查進度和成效。另一方面，扶貧會亦需要定期向建

議二提及的「經濟及社會發展論壇」及立法會報告整體扶貧工作的進度和成

效，並為工作不足的地方問責。 
 
六、扶貧委員會應是長遠設立 
 
我們認為扶貧委員會目光應該遠大，針對的並不單單是解決幾撮弱勢社群的

貧窮問題，而是怎樣令整體社會每一組員也得以平等的發展機會，好讓社會

能持續地進步。要做到以上，絕不可能在一兩年時間完成，故扶貧委員會也

不能只是一個過度性的架構，扶貧會應是長遠設立的一個政府架構，工作年

期起碼以十年為基礎，專門針對社會貧窮問題而作出相應的計劃，只有這

樣，扶貧會的工作才能達至真正果效! 
 
為了增加扶貧會各委員與民間團體的溝通，我們希望能在未來三月份內與  
扶貧會各委員見面，直接向各位表達意見。有關約見詳情，請聯絡黃碩紅姑 

娘 ( 電話: 9104 6110, 2780 2021, 傳真: 2770 8334 ) 或 李秀鳳姑娘 (電話: 

9657 6592, 3113 0766) ，謝謝。 
         

 
「關注綜援檢討聯盟」包括:  
協勵會、群福婦女權益會、牛頭角綜援權益互助小組、同心社、基層家庭互助會、灣仔爭

取基層生活保障組、視障動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屯門婦女貧窮關注組、香港

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大角咀街坊互助組、街坊工友服務處、勞資關係協進會、深水土步社區

協會老人權益組、樂施會( 列席團體 ) 

  
     通訊地址: 九龍彌敦道 322號百樂大厦 16字樓 B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