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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意見書 

往返工作的交通費往往是基層打工仔的負擔，「鼓勵就業

交通津貼計劃」（交津計劃）無疑是不斷地優化，繼去年 7

月起採雙軌制正式開始接受個人申請，讓在職市民可以因應

自己的情況及需要，選擇以個人名義或住戶名義申請津貼

後，今年 2 月起再度把交津津貼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全面調高，

新限額適用於申請由該月起計的津貼。希望惠及更多有需要

人士，並進一步達至鼓勵就業，紓緩在職貧窮。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是於 2011 年 10 月開始接受申

請，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最近指出，交津計劃自實行

「雙軌制」後，已有超過 85000 名低收入在職人士受惠，比

起未實施「雙軌制」前受惠的 44000 多人，只增加了近倍。

這始終和政府原本預計會有約 43.6 萬人符合申請資格，並假

設有一半合資格人士（即 21.8 萬人）申請津貼，相去甚遠。 

 張建宗年前也曾解釋箇中巨大落差的原因。他指當局較

早時只是按住戶入息及工作時數的統計數字，推算有多少人

可能受惠於計劃。但由於政府統計處沒有住戶資產的數據，

所以未能估計當中有多少人同時符合計劃的資產要求。加上

合資格人士最終是否申請津貼，以及何時遞交申請，涉及其



他個人因素，因此，當時提供的數字只能作為一個粗略的參

考，並非確實合資格或受惠人士的數目或目標。 

    他又說，因為這是一項嶄新計劃，加上計劃容許申請人

申請過去 6 至 12 個月的津貼，因此在計劃初期實在難以預

測實際的申請數目和申請表的遞交時間。但計劃至今已實施

兩年多，申領人數還是偏低。本人認為，當局是時候全面加

以檢討及評估原因所在。 

    據統計處資料，去年第3季一周工作少於35小時的就業

人數有55.4萬，較2010年的39.2萬增加超過4成。季內兼職職

位按年增長逾7成，遠高於整體職位11.6%之增長，反映就業

市場兼職化趨勢持續。 

    政府已規定兼職人士只要一個月的工作時數達三十六

小時，也可申領每月三百元的交通津貼，減輕在交通費上的

負擔。但從數字來看，反映申領者不多。是政府宣傳不足？

是年輕人愛兼職而不屑於申領交津？是貧家婦女因在居處

附近兼職養家而不能申領交津呢？這值得探討。由於香港多

個行業均是全職人手短缺，急需吸納兼職人手，按此趨勢，

交津計劃有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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