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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津貼須變通 纾貧解困新願景 

 
最新的公屋一般輪候時間微跌至 5.5 年，單身長者輪候時間維持不變。輪候數字稍為回落，實在值

得欣喜。但未來公屋供應「頭輕尾重」，未來公屋輪候時間相信會高位橫行或窄幅上落，極需政府在

房屋及貧窮議題上對症下藥，持續支援不適切居所的住戶。而疫情持續三年，儘管勞工市場情況有

所改善，但仍有逾 180,000 名勞工失業或就業不足。加上本港經濟復蘇存有暗湧，基層收入持續浮

動。近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在「惠民生」方面未有積極提出新猷，使基層生活雪上加霜。面對

資源偏緊，存有較多的制約，政府更應確保民生開支用得其所，並承擔與基層共渡難關的責任。 

 

政府應全面檢閱現行的紓困措施，確保民生開支使運得宜，當中包括在 2021 年推行的「現金津貼

試行計劃」。計劃有逾 84,000 個住戶受惠，但截止 2022 年 9 月底，有約 26,700 宗個案因獲首次編

配公屋等而被終止派發津貼。計劃又排除十多萬戶非長者單身及輪候未滿三年的住戶，讓有住屋需

要人士未能受惠。計劃已實施一半時間，所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在這個標誌性的里程碑，

於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期間訪問 238 名的劣居所住戶，了解計劃成效，並在今日聯同基層公

布調查，表達對優化計劃的立場。 

 

1. 調查結果撮要及分析 

1.1 房屋是窮人的最大痛點 

調查中，受訪者大多從事基層工種，住戶的家庭月入中位數僅得 15,000 元，遠低於全港 29,000 元的

水平。按受訪者的家庭人數劃分，除一至二人住戶的收入略高於貧窮線外，逾半數的三人或以上家

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並有逾兩成人負債，相關金額中位數是 30,000 元。而且，受訪家庭的財政呈

典型的「收入低，開支高」趨勢。當中，大部分受訪者居於劣居所，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有 40 平

方呎，呎租中位數卻高達 44.4 元。住屋佔入息比例中位數為 42%，大幅拋離第二位的伙食支出（31.3%）。

本港房屋政策失利，三年上樓承諾破滅，由此促成劏房叢生的困局，讓貧窮基層的生活更捉襟見肘，

窮上加窮，而住屋亦成為受訪者的最大的壓力夢魘及痛點（八成四人選擇）。 

 

1.2 現津減輕經濟壓力  有待改良加強助力 

政府在 2021 年推出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是次調查中，有九成七的領取住戶將現金津貼使用在住屋

開支，近八成受訪者得以減輕租金及精神壓力，評價正面。現金津貼聚焦基層，通過二次分配進行

財富轉移，有助減輕低收入人士的住屋及生活負擔，達到「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

的生活困難」的政策目標，故需肯定計劃的扶貧成效。 

 

調查又顯示，現金的力度不足。平均有四成成的住戶指現金津貼無助對改善住屋環境，例如增加租

地方的選擇、購買家電，背後原因與津貼額度（55.7%）、時效性（40.5%）等有關。可見，雖然現金

津貼可以紓解民困，但受制肘於種種原因，使津貼的扶助力度不足，未有令基層的有足夠的津貼搬

遷至較好的居所，改善住屋環境。 

 

1.3 未上樓停津貼問題多  扶貧有方向應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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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津貼為試驗性質，暫定將於 2024 年結束，現時續向不明。調查發現，有 74.5%的現金津貼受惠

人估計兩年後仍未上樓。當中有四成二人無法負擔租金，有近三成人更因經濟壓力而會在屆時考慮

申請綜援。從公共理財角度而言，政府繼續施放現金津貼，有助抵抗社會保障經常性開支的推升壓

力。 

 

本港 2020 年的兒童貧窮人口創近年新高至 274,900 人，貧窮率高達 27%，每四個兒童便有一個貧窮，

問題嚴峻。今屆政府上場後，隨即成立四個工作小組，當中便矢言會處理跨代貧窮問題。而現金津

貼正呼應政府的施政方針，有 34.4%的受訪家庭將現金津貼使用在「子女教育及活動費」，成為最多

人選擇的第三位。 

 

調查同時發現，現金津貼結束後，受訪家庭會被迫削減子女的學習開支（49.3%）及活動費用（42.3%）。

基層的住屋開支佔入息的中位數高達四成二，一旦失去現金津貼的支援，根本沒有額外資源照顧子

女學習需要。貧窮兒童將繼續瑟縮在狹窄的劏房，嚴重影響健康發展，而財政匱乏亦進一步剝削平

等學習權，形勢猶如「開倒退車」，有違政府扶貧的大方向。 

 

1.4 首派即停津貼欠妥當  基層入住適切居所權利應受保障 

截止 2022 年 9 月底，有約 26,700 宗曾受惠現金津貼的住戶，因公屋申請狀況轉變而遭終止派發現

金津貼。當中包括獲首次公屋編配的住戶，姑勿論住戶接受或拒絕上樓，均會喪失領取現金津貼的

資格。調查發現，受訪者拒絕編配的原因分別是「交通不便」（75%）、「遠離原有的社區支援」（50%）

及「欠缺街市、醫院等」/「單位樓齡高」/「面積」（同為 25%）。這全部與聯合國制定有關「適足住

屋權」的七項指標有關，反映受訪者因家庭困難，而迫不得已拒絕編配。 

 

基層市民長期租住狹窄的居所，望穿秋水地希望早日上樓。他們肯定經過反覆思考及掙扎，最後忍

痛地放棄首派機會。基層在留守劣居所，並苦候新的編配時，同樣仍需捱貴租。故此，「因長時間輪

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困難」與「編配次數」並沒有關係，政府將兩者掛勾顯得毫無理據可言。 

 

房屋對基層尤其重要，貧窮家庭經濟有限，工時又長，無法承擔高昂的交通開支，甚至小朋友有時

轉不到學校，所以會考慮住屋地點會否方便工作及上學。而政府配屋只是抽籤，及地區涵蓋很闊，

所以政府設立三次編配機會的初衷便是預留彈性，保障基層有幾次機會抽到合適的居所。故此，政

府不應本末倒置，為壓縮輪候時間或其他原因而凌駕於基層的選擇自由。 

 

1.5 金額太低 追不上市場租金水平 

調查發現，有近三成七受訪者感到現金津貼的金額未如理想。不同家庭人數的組群之間，對津貼額

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例如多達 35%的一人家庭認為有需要調升津貼額。 

現金津貼額按綜援租金津貼上限的一半而釐定，一人住戶為 1,300 元，二人住戶是 2,250 元，如此類

推。過去平均有超過 50%居於私人樓宇的綜援個案出現「超租津」的狀況，反映租金津貼並不到位，

迫使基層租住較廉價，但環境更惡劣的居所，加劇床位、板房的房屋亂象。儘管政府在 2019 年單次

提升綜援租津的幅度，但依然不足應付瘋狂的租金水平，反映現金津貼以綜援租津作劃線參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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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難以產生紓困的最大公約數。 

 

1.6 非長者單身又無份欠公允 

調查發現，近 68%的非長者單身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十年或以上更佔 22.5%，情況遠較其他家庭

組合嚴峻。追溯根源，政府在 2005 年硬推配額及計分制，每年有 10%的公屋編配單位予非長者單

身，並以 2,200 個為上限。然而，現時公屋供應頭尾失衡，一眾非長者單身上樓更加微乎其微，2022

年第四季有 620 宗獲編配個案，僅佔整體輪候的 0.6%。可見，歷屆政府的土地規劃失當，公屋編配

哲學又嚴重傾斜，直接導致輪候冊大塞車並積壓約 96,200 宗非長者單身申請。清零無望，政府應當

承擔房策失利責任，為劣居所基層提供補貼紓解困境。 

 

非長者單身上樓路漫長，長年負擔高昂的租金，加劇住屋向下流。調查中，近四成的非長者一人住

戶擠住床位、板房，被迫共用廚廁，衛生惡劣，這比率遠較家庭住戶高（7.0%），有統計學的顯著性。

調查又發現，一人家庭的呎租中位數為 60 元，同樣高於其他家庭組合。可見，這群組的住屋開支

壓力及居住質素都存有極大困難，符合現金津貼的協助定位。然而，政府卻以「三年上樓」目標不

包括非長者單身，而將單身拒諸於計劃門外，將行政目標蓋過實際需要，實在是輕重倒置，捨本逐

末。 

 

政府漠視民意而硬推配額及計分制，單方面毀滅上樓承諾，如今將不公平的制度無限延伸至其他紓

困措施。調查發現，在沒取現金津貼的受訪者中，多達 61.5%的非長者單身對政府施政，感到不公

平及不滿，較其他家庭類型多。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良好的房屋政策應平衡不同群體的困難，但

政府反其道而行。不論傳統公屋編配、特快公屋抑或現金津貼，非長者單身的需要均居於末位，當

局都在否定、推搪及質疑非長者單身的住屋需要，無疑會累積深層次矛盾，非社會樂見。 

 

1.7 現金津貼下仍有漏網之漁， 十多萬戶再次淪為「N 無」 

現金津貼項目只針對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家庭和長者提供經濟援助。是次調查中就有超過一半受訪

者（54.2%）因種種原因未能領取上述津貼，他們與其餘的受訪者一樣面對沉重的租金壓力，同為收

入微薄的基層人士。 

 

自 2012 年起，政府曾先後推出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一次性生活津貼」（俗稱「N 無津貼」），

有效為基層人士紓解生活壓力，調查中亦有一半受訪者曾於過去兩年領取此津貼。「N 無津貼」與

現金津貼的受惠對象相相若，但前者涵蓋的組群更為全面。可惜政府自 2021 年後便再無推出「N 無

津貼」，現行的現金津貼項目為唯一針對劏房租戶住屋壓力的經濟援助，但其申請門檻高，變相將

有需要的人士亦拒於門外，再次淪為「N 無」。 

 

1.8 劏房住屋環境惡劣，增建公屋方能治本 

是次調查中有逾八成受訪者坦言住屋開支為其日常生活中最大壓力之項目。而最多人表示帶來壓力

的原因為「支出高但住屋差」（69.3%）， 反映劏房問題不單純是租金昂貴為基層帶來沉重經濟負擔，

差劣的住屋質素亦為他們帶來極大的困擾。雖然政府表示劏房的安全性受現行的《建築物條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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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防安全條例》規管，但由於相關部門執法被動，變相縱容業主「任劏」，不合法例、不人道的

分間單位大行其道。現金津貼項目無疑能減輕劏房租戶的經濟壓力，但卻無法處理劏房住屋質素惡

劣，滿佈安全隱患等核心問題。近八成受訪者依然殷切期望政府能「增建公屋，重回三年上樓承諾」，

可見在基層的心中現金援助項目只能治標，增建公屋方能根本解決現時的住屋困境。 

 

2 社協建議  

 現金津貼項目 

2.1 儘快將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人納入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之內； 

2.2 未來十年公屋供應將出現「頭輕腳重」的情況，未來五年平均每年只有 12,000 萬間新公屋落成。

預計未來五年劏房問題仍然嚴峻，在公屋輪候時間回落至三年的水平前，建議政府恒常化現金

津貼項目，而長者受惠現金津貼的資格應縮短至輪候公屋滿一年，以持續支援劏房戶； 

2.3 按綜援、N 無津貼申請人、房委會每年公屋輪候冊申請住戶調查等中，參考居於私樓住戶的實

際租金水平，全面制定及提升津貼水平。 

2.4 保障基層房屋選擇權，派發現金津貼直至住戶遷入公屋，而非首次編配公屋後便終止派發津貼； 

2.5 重推「N 無津貼」，與現金津貼項目雙軌進行，讓未能受惠現金津貼項目但有經濟需要的劏房戶

透過「Ｎ無」津貼得到支援。 

 公屋及租務政策 

2.6 房委會應每年興建公屋 35,000 間，並訂立某限期之前將平均輪候時間回復至三年水平。應透過

平均輪候目標去制訂未來公屋興建量，而非由長策會建議的 430,000 個住屋需求去計算公屋建屋

量。 

2.7 重新檢討配額及計分制，將單身人士重新歸入輪候目標，讓非長者單身得到上樓機會。同時重

新評估一人住屋需要，增加每年給予單身人士的公屋配額量，以在大幅增建公屋之前，滿足一

人住戶日漸增加的需求。當局應為非長者單身人士提供「輪候時間上限」的承諾，以及考慮申

請人是否獨居以及其住屋狀況，而非以年齡為單一指標，以處理配額及計分制所延伸的｢輪候白

等｣及｢被打尖｣問題。 

2.8 租務管制引入起始租金，提高租客保障權，讓現金津貼效果更為理想。 

 

聯絡： 

施麗珊 (副主任)：2713 9165 / 9152 433、呂綺珊 (社區組織幹事)：3611 0446 / 6072 5855、 

張楚瑜 (社區組織幹事)：3611 0446 / 6706 0326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