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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就業雙線並行 家庭個人均可申請 
全職兼職均可有份 工作 36 小時拿半份 

         意見書 
 等候多時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細節終於出台，由原本只得四區擴展至全港十八

區，令全港的低收入工友都可以申請交通津貼。可是申請資格由個人為單位變為家庭為單

位，令原本有民生的政策「唔湯唔水」，變得更加爭議，同時亦令很多個人申請者未能獲得交

通費的支援。 

 

之前本人已於立法會表達「交通津貼」能夠放寬到全香港十八區，本人對表示支持及認

同，同時亦要求低收入家庭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請，可以獲得津助，減輕負擔，鼓勵他們繼

續就業及求職。不過，就業交通津貼仍有很多的限制，未能令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可以減輕負

擔。 
 

只以家庭申請為單位 容易引起衝突 
雖然政府提出很多福利或支援計劃均以家庭為單位，如申請綜援或公屋租金援助等，但

這些「查家宅」的制度令一些的家庭成員帶來不少衝突。以一家三口為例，兒子外出工作賺

取約 8000 元，其中一名年長父母外出工作，有 6000 元入息，但因為兒子有 8000 元便未能申

請交通津貼。不過兒子並未能給予太多的家用予父母，原因是兒子個人使用已約 3000-4000
元，又需要還大學借貸，又需要儲蓄以應付日後結婚或進修之用。若年長的父母申請不到交

通津貼，會不會埋怨兒子呢？更甚的是，若下一代入息不高，又或低於父母 6000 元入息時，

更不願讓父母知悉他們的入息狀況，以保留應有的面子與尊嚴，這更令原本合資格的人士都

不會申請有關津貼。 
本人建議可以讓申請者可以選擇以個人或家庭作單位，「雙線並行」申請交通費的補助，

一方面可以資助低收入人士的交通開支，亦可以減輕一人工作養活整家的低收入家庭。 
 
工時限制應放寛  36 小時工作獲半津 

本人建議取消７２小時的工時限制，因很多做散工及兼職的工友，如家務助理、清潔工

等，他們未能達致每月工作七十二小時，但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地點卻不固定，走遍全港

九，車費昂貴，現時之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並未能惠及他們。故本人希望可以取消７２小

時的限制，並引入一個按工時作比例的制度，如工作滿 36 小時可以獲得半額的津貼，這可以

惠及更多兼職工友。 
 
引入低收入家庭補貼及負稅制  協助低收入家庭 

「鼓勵就業支援計劃」的申請資格純粹改以家庭為單位，就變得「唔湯唔水」，一方面慶

幸政府開始懂得支援「一個人搵食幾個人駛」的貧窮家庭情況，但另一方面靠一人工作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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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拿取 8000 元至 9000 元薪金的貧苦家庭，若只得一人獲取$600 交通費，根本只是聊勝於

無，不足以改善家庭狀況，所以政府應長遠考慮設立低收入家庭補助及負稅制等制度，以協

助改善低收入家庭貧窮狀況。 
 
總結 

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嚴重已不用再多說，社會大眾需要的是政府承擔應有的責任，透過

政府擔當資源再分配的角色，向年年賺大錢的財團增加累進的利得稅，將有關收入轉為津貼

低收入人士的補助。本人建議政府除了保留個人申請交通費津貼，同時應考慮引入低收入家

庭補貼或負稅制的制度，令低收入家庭可以積極工作之餘，可以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人聯絡，電話：        ，謝謝！ 
 
 
 
                

葵青區議員 黃潤達 
    

2011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