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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4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EC(2017輛 18)1

就有關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

議中的跟進事項，我們的回應載於下文。

(a) 除每年舉辦公眾諮詢會外，關愛基金及負責推行項目的

決策局和部門在過去一年就特定議題共舉行了 17 次會

議和諮詢會，以收集持份者的意見，涉及的議題包括有

關「資助合資格低收入婦女接受子宮頸癌篩查及預防教

育先導計劃」及「為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提供家

居照顧及支援服務試驗計劃 J 等項目。

(b) 基金會繼續收集公眾和持份者的意見，考慮推出新措

施，支援弱勢社群和基層家庭， {7~ 如基金於 2017 年先

後推出 8 個新援助項目，怠及不同低收入群組，包括長

者、病人、低收入婦女及家庭等。

另一方面，政府目前為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低

收入家庭提供的支援措施詳情見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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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p吐η 。

(c) 基金於 2012 年延續推行?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

理津貼 J 項目時入息限額由 2011 年首次推行定於全港

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75%放寬至 100% '並且將

「同住家庭成員 J 的界定由受惠人及與其在港同住的

父、母、子、女、夫或妻擴闊至涵蓋與受患人同住而年

齡在 18 歲以下或年滿 18 歲至 25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

育的兄弟姊妹，或有殘疾的成年兄弟姊妹。項目於 2013

年延續推行時入息限額進一步放寬至全港相關住戶每

月入息中位數的 150% 。以上寬鬆的「同住家庭成員 J

定義及放寬的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令更多嚴

重殘疾人士符合項目的家庭入息規定，已靈活地照顧了

有關的受惠對象。

(d) 現時， 60 歲或以上的嚴重殘疾人士可領取每月 3 ，390 元

的高額傷殘津貼。另外，社區上亦有為 60 歲或以上的

體弱長者提供資助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以協助他們留

在社區生活，並獲得過切的照顧。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包

括(1)長者自問護理中心及 (2)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

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前者是一種中心

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目的是為體弱而未能獲得護老者

全時間照顧的長者，提供照顧、護理、復康運動和社交

活動;後者則是以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讓體弱長

者在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境接受到戶式的護理及照顧

服務。兩類服務都會為護老者提供支援，以達致加強家

庭融和的目標。

(e) 自 2011 年成立至今，已有 11 個基金援助項目經檢討

後，確定為有效的措施而獲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相關項

目名單及每年涉及的經常開支載列於附件一。

2 



(。 有 7 倡基金援助項目經已完成，相關項目名單、未獲納入

政府恆常資助的原因及已發放津貼/援助金額載列於盟企丘。

2017 年 7 月 7 日

連附件

副本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注福娣 闊別代行)
i錦晶i

(經辦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經辦人:公務員事務局高級行政主任(人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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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企二

已發納入政府恆常資助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1)資助未能受怠於撒瑪利亞基金但有經濟困

難的醫院管理局病人使用撒瑪利亞基金涵

蓋的藥物

(2) 資助非在學少數族喬及內地新來港定居人

士報考有關語文的國際公間考試

(3) 為非在學少數族喬及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提供語文課程津貼

(4) 為參加租者置其產計劃達 5 年或以上而不

合資格領取綜援計割下租金津貼的綜援住

戶提供津貼

(5) 為低收入家庭的全自制小學生提供在校午
膳津貼

(6) 加強「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定額津貼

不適用 1

5 萬元

5 萬元

這津貼已包括在

2017/18 年度綜援計劃
的整體預算開支內而

不會就單一津貼作出

預算

2 億 3 ，600 萬元

3 億 9，471 萬元

{項目下的津貼經由社

會福利署(中土著)及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

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

助處(學資處)發放。

由於項目經已納入政

l 項目納入，恆常資助後的經常開支已歸納在撒瑪利亞基金婊目內，由於有闊的支出未有分婊記

錄，因此未能提供項目自納入恆常資助後的過去幾年所涉及的經常開支。此外，項目之性質

獨特，為藥費分擔比率超過「家庭年度可動用財務資源」之 20%的醫院管理局病人提供進一

步資助，以使用獲撒瑪利亞基金涵蓋的自費藥物，因此，無法估計 2017/18 年度涉及的預算

開丸。納入恆常資助後項目的開支會因應泊蓋藥物範國轉變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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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強對就讀副學位以下程度課程的清貧學

生的資助

(8) 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低收入家

庭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

(9) 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租用輔助呼吸醫

療儀器的特別津貼

(1 0)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

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

(1 1)為特殊學校清貧學生提供額外交通津貼

府恆常資助，社署就

該項目的預算己包括

在綜援計割的整體預

算開支內，而未有該

項目的獨立預算，上

述數字只包括由學資

處發放部分。]

6，767 萬元

1 億 3 ，000 萬元

6， 190 萬元2

175 萬元

2 (9) 及(10) 兩項援助項目已納入社署恆常資助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

支援服務」內。經常開支包括綜合到戶支援服務及津貼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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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金主

已完成而未獲納入政府恆會資助的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1)為租住私人樓字的 關愛基金(基金)推出項目是因應政府當

低收入長者提供津 年《財政預算案〉推出的好困措施，向
貼 未能受患於有關好困措施的租住私人

樓宇的低收入長者提供一筆過援助。其

後，基金推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約 1，的萬元
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將曾受惠於

此項目的長者納入為目標受患對象。因

此，將項目納入恆常資助的考慮並不過

用方今此項目。

(2)設立校本基金(境外 基金在 2014 年初考慮項目的成效檢
學習活動) ，資助清 討，關注項目使用率偏低、學習活動對

貧中、小學生參加境 學生學習的針對性不足、項目未能資助

外學習活動及代表 主流學校隨團教師並為學校及教師帶

香港到境外參加比 來額外的工作量、每名學生的資助額未

賽 必足夠等因素，同意未必適合以現有模

式繼續進行項目，小組建議項目在三年

期完成後暫停，並獲扶貧委員會通過。 約 1 億; 8,585 
教育局隨後於 2015 年 6 月進行問卷調 萬元

查，蒐集學校在項目暫停後，進行境外

學習活動的情況。調查結呆反映學校能

運用其他來源的基金計割，如全方位學

習基金和優質教育基金等，籌辦境外學

習活動，令家境清貧學生不會因經濟問

題而未能參與境外學習活動。

(3)為居住環境惡劣的 基金推出項目是國應政府當年《財政預

低收入人士提供津 算案》推出的好自措施，向未能受惠於
約 1 億 5 ，008

貼 有關待自措施的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
萬元

入人士提供一筆過援助。其後，基金

推出非公是、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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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正輪候綜合家居

照顧服務(普通個

案)而年滿 65 歲或

以上的低收入長者

提供家居清潔及陪

診服務津貼

(5)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一次過生活津貼項目，將曾受患於

此項目的人士納入為目標受患對

象。因此，將項目納入恆常資助的考慮、

並不適用於此項目。

項目的成效檢討結果發現項目的申請

人數比率不高(佔獲邀參與人數不足四

成) ;大部分受邀但沒提交申請的受訪

者表示由於沒有需要而不提出申請，這

可能與長者的自理能力、家庭支援和社

區其他相關支援服務有關。而受惠長者

使用的津貼絕大部分用於家居清潔服

務，陪診服務只佔少數，而且接聽津貼

使用量偏低(每位受患長者平均每月使
用的津貼額，只佔每月津貼上限約六

成，屬偏低水平) ;加上該項目的運作行

政成本相對較高，亦可能與現行的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形成資源、重

疊。綜觀以上因素，項目沒有被納入為

政府常規服務。

(2014 年施政報告〉宣布，長遠而言，

政府會研究整合各項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自 2014/15 學年開始，政府已逐

步將基金課餘託管試驗計劃(r課託試驗

計劃 J )內獲確定為有成效的元素納入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J 0 政府由

2014115 學年闊始，每年預留約 2 億

4，000 萬元實施「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

計劃 J '即為該計劃增撥了 3，500 萬元;

此額外的撥款與四年來「課託試驗計

劃 J 每年約 3 ，600 萬元的平均撥款相
若。換言之，政府已相應增加課後支援

的經常性資源。

7 

約 1 ，026 萬元

約 1 億 2，265
萬元



(6) f 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計劃 J 實施前為

γ 學校書簿津貼計

畫1J 下獲全津的學生
提供一次過特別津

貼

(7)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

收入住戶一次過生

活津貼(三度推出)

在 2015116 學年，基金透過在職家庭及

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在

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J 前，

向受患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j 下全額

津貼的中、小學生發放 3 ，600 元的一次

過特別津貼。發放特別津貼的目的是在|約 4 億 6，491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J 實施前的 i 萬元

過渡期加強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在學子

女，項目為期一年。其後，勞工及福利

局已於 2016 年 5 月推出「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計劃 J 0 

基金推出項目是因應當年《財政預算

案》中推出的短期待自措施，向未能受

惠於有關措施的 fN 無住戶」提供一筆|約 14 億 9，393

過現金津貼。因此，將項目納入恆常資| 萬元

助的考慮並不適用於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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