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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財儲 紓解民困 共同富裕 精準扶貧」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問卷調查》新聞稿 
 

2019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及香港逾三年多，對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民生、經濟和生活等構成沉重和

持續的打擊。隨著特區政府於2023年3月初撤銷口罩令，所有防疫措施均已解除，社會全面復常。原預

期本港經濟亦可復甦之時，惟疫症改變了市民生活和消費模式，訪港旅客人數回升不似預期，本港又處

於中美貿易磨擦的夾縫中，加上國際形勢變幻莫測，令本地經濟回復較預期中為慢。不少從事基層工種

的勞工（如:飲食、零售、裝修、建築等行業）反映因市道未全面復甦，僱主減少聘用人手，導致前線員

工百上加斤，工作待遇亦未見改善，而3成家庭仍要還疫情時的欠債，加上百物騰貴，民生仍然困苦。

為此，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強烈呼籲新一份預算案必須精準掌握民生「痛點」，以保障基層生活為

首要考慮，透過短期以至中長期性的財政措施適時地支援基層，以解生活困苦。 

 

除了疫情打擊民生，本港愈來愈嚴重的貧窮情況亦是政府所不能掉以輕心的。貧窮問題不僅是本港深

層次矛盾之一，也與社會穩定和社會公義息息相關。「共同富裕」是近年中央政府及國家領導人多次提

出的治國目標，社協樂見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也能響應中央政府的施政理念；然而，「共同富裕」並非口

號，當局必須有相應政策，透過政策落實理念，真正讓市民受惠。在力求經濟增長之餘，亦要做到公平

合理的財富再分配，讓社會階層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對此，特區政府未來施政和財政政策大方針，也

應確立類似的原則方向。 

 

雖然市道仍未見回復疫前水平，但經過政府積極鼓勵本地經濟，推出各項活動、發展夜繽紛、策動商

界刺激本地消費，經濟已漸見起色。以本港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為例，隨着防疫措施取消和恢復

全面通關，在訪港旅遊業和私人消費支持下，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由2022年下跌3.5%轉為在2023年首三

季合計按年增長2.8%，雖然疫後復常需時較預期中長，惟經濟發展須看長期趨勢，經濟有增長、政府收

入亦隨之提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於2024年2月28日公佈2024/25年度財政預算案，由於預算案劃定

公共資源的運用，對各項公共政策和服務舉足輕重，對市民大眾及民生各方亦影響深遠。早前當局亦預

告2023/24年度將面對逾1,600億元的年度財赤，明言要檢視各項政策和服務，積極思考如何善用公共

財務資源，既要考慮開源節流，同時亦要「做大個餅」，大力發展經濟。如能把握發展機遇，政府理應

可應付各項民生開支，因此財政預算案的收入估算不應過於保守，開支估算亦不應太低。 

 

1. 調查結果: 

為了解基層市民對應對千億財赤、公共財政狀況及盈餘水平的意見，以及開源節流措施對基層市民生

活的影響，本會於2024年1月19日至1月29日期間，進行《基層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問卷調查》，

透過網上問卷調查，成功訪問461位基層市民受訪者年齡介乎10至80歲，平均年齡為46歲，約八成受訪

者年齡介乎36至64歲(表15)，以女性佔多數(82.2%)(表16)；教育程度以中學為主(72.5%)(表17)，住戶

人數中位數為3人(表18)；主要經濟來源為工作(46.9%)，其次為領取綜援(27.1%)(表19)，住戶每月收入

(只計工作及綜援)中位數為11,700元(表20)；住屋類型方面，超過一半受訪者(55.7%)居於劏房等不適切

居所、多於兩成半(26.7%)居於公屋(表21)，住戶每月租金開支主要介乎2,000至6,000元，租金中位數

為4,000元。(表22)是次調查主要發現如下: 

 

1.1 基層收入低微，入不敷支 

住戶收入方面，近一半(48.4%)受訪者的家庭收入只來自工作(223/461)，每月住戶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16,000 元，平均數為 15,665 元。以下按家庭人數劃分，家庭收入只來自工作的分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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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家庭人數劃分收入只來自工作的受訪者每月收入中位數 

家庭人數 回應人數 
受訪者每月工作

收入中位數 

全港收入中位數 受訪者收入低於全港收入

中位數% 

1 人 19 10,000 11400 12.2% 

2 人 38 13,500 21300 36.6% 

3 人 52 15,000 35200 57.3% 

4 人 87 18,000 49000 63.2% 

5 人 21 18,000 62600 71.2% 

6 人或以上 6 16,250 68500 76.2% 

合計 223 16,000 30,000 46.6% 

 

受訪有工作者收入低於全港中位數的收入12.2%至76.2%，74.4%收入是低於中位數5成或以上，

若包括綜援的，只有11700元，可見受訪者收入非常低微及經濟上很貧窮，難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極

需要援助。樂施會根據2023年9月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疫情前（2019年），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的第一等

分（最低收入）與第十等分（最高收入）之間的差距為34.3倍。2023年第一季度，即疫情後逐漸恢復正

常的第一季，兩者差距進一步擴大至57.7倍，期間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亦並未改善，出現疫後「復常」

下貧富兩極化同樣「復原」的惡劣情況。
1
 

 

1.2 八成受訪基層認為財赤嚴峻 六成傾向開源多於節流 

面對本年度逾1,600多億元年度財赤，受訪基層市民認同財赤問題確實嚴峻；雖然特區政府可動用儲

備逾1.3萬億元(包括: 政府財政儲備及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累計盈餘)，惟公眾一般亦感受財政問題嚴峻，

這一方面是由於公眾普遍著眼於本年或過去一兩年政府的財政狀況，收入持續低於開支的問題，同時亦

與政府官員在社會輿論中闡述最新財政赤字情況有直接的關係。因此，縱使過去多年政府累積逾萬億元

的可動用儲備，累積的儲備豐厚，財政底子鞏固，大眾仍感受本港政府面對重大的財政挑戰。無可否認，

近十年本港公共開支在顯著增長(尤其是社會福利和醫療服務)，然而，這主要是回應人口老齡化的新增

社會需求，因此並不等於因開支增加，財政狀況必然出現問題。當然，公眾以審慎的角度，避免入不敷

支的情況，亦屬可以理解的。在應對財赤方面，幾近六成受訪者(57.9%)認為政府首要是開源以增加收

入，多少反映基層市民認同整體開支有一定必須性和合理性，傾向以增收入，而不削開支為主要對策，

當然，節流和發展經濟也同樣重要，均屬當局有必須思考的選項。 

 

1.3 逾六成受訪者建議用投資增收入   五成半建議增加賣地 

在開源方面，逾六成(62.9%)受訪者建議政府應透過增加投資以增加收入，即所謂「錢搵錢」，亦十

分符合社會大眾的認知。眾所周知，政府財政儲備甚豐，單以過去多年在金管局負責管理的外匯基金投

資收益，累計盈餘已多達6,000多億元；有關盈餘一直未被善用。此外，在2022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

特首便提出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更好利用財政儲備促進香港經濟和產業發展，提升招商引資

的能力，並增強香港與大灣區兄弟城市的產業合作。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負責管理「香港增長組合」(320

億元)、「大灣區投資基金」(50億元)，「策略性創科基金」(50億元)，以及新成立的「共同投資基金」

(300億元)，吸引和助力更多企業在香港發展，目標是提升產業結構、增強經濟發展動能。然而，由於投

資公司成立時間尚短，投資成績有待觀察。 

 

 
1 香港樂施會 (2023) 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2023: 疫後復常下的兩極化復原 (2023 年 9 月 19 日) 

https://www.oxfam.org.hk/tc/f/news_and_publication/100595/%E9%A6%99%E6%B8%AF%E8%B2%A7%E7%AA%AE%E7%8B

%80%E6%B3%81%E5%A0%B1%E5%91%8A2023.pdf 

https://www.oxfam.org.hk/tc/f/news_and_publication/100595/%E9%A6%99%E6%B8%AF%E8%B2%A7%E7%AA%AE%E7%8B%80%E6%B3%81%E5%A0%B1%E5%91%8A2023.pdf
https://www.oxfam.org.hk/tc/f/news_and_publication/100595/%E9%A6%99%E6%B8%AF%E8%B2%A7%E7%AA%AE%E7%8B%80%E6%B3%81%E5%A0%B1%E5%91%8A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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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訪者建議增加賣地(例如: 拆細地皮、調低賣地售價)，或未有全面考慮到賣地成績極易受經

濟環境因素影響，以過去一年為例，2023/24年度的賣地收益，已因復常不似預期，經濟環境不明朗等

因素，導致收益較原預期(850億元)，大幅下跌至160億元(連同補地價收益)；因未來市況前景不明，甚

至有住宅地皮流標情況出現，政府更罕有地暫定了季度推售住宅用地。因此，賣地並非可持續的經常性

收入，建議增加賣地次數、拆細地皮或降價出售等措施或有助成交，但對政府收益的影響亦大，所佔比

重亦應有所降低。至於近三成(28.9%)受訪者認同應調高印花稅，其實也可考慮；因主要印花稅收入源

於物業成交、股票交易等，相信參與者均屬有置業能力或從事股票買賣人士，相信對普羅大眾基本生活

影響不大。另方面，前年(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設立累進差餉幅度，其幅度亦可進一步上調，

以反映經濟能力較高的市民對公共開支有較大的承擔。 

 

1.4 加稅意見分歧  較多支持調高博彩稅稅率和設物業空置稅 

在加稅的問題上，受訪基層市民意見分歧，支持和反對人士各佔一半，然而，若真的要檢討稅款，

最多受訪者傾向調高博彩稅稅率，以及設立物業空置稅。多年來博彩稅亦屬政府一穩定財政收入；以

2003/04年度116億，上升至2022/23年的258億，當中包括來自足球博彩(50%)、賽馬(72.5%至75%)

和六合彩(25%)的博彩稅收入。事實上，博彩稅收入一直維持總投注額約一成的水平，極有上調空間。

舉例來說，香港賽馬會於 2022/23 財政年度的總投注額3,047.99億元，合共約支付286億元的博彩稅、

利得稅和獎券基金撥款。雖然賽馬會於未來五年需向庫房繳交累計合共120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

但有關稅款亦只屬非經濟常的稅款，當局有必要考慮上調博彩稅稅率，以增加經常收入。 

另方面，受訪者亦建議設立物業空置稅作為新稅項。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 《香港物業報告2023》初

步統計數字，2022年本港私人住宅的空置率上升至4.4%(約5.5萬個空置單位)、私人寫字樓空置率為

14.4%(2022年)、私人商業樓宇空置率為10.5%(2022年)、私人分層工廠大廈空置率為5.3%、私人工貿

大廈空置率為11.3%。以往有不少地產發展商，就是新建物業落成後，縱使已獲發佔用許可證(屋宇署)、

滿意紙或轉讓同意書(地政總署)，仍然因市況原因而不推售；就是商用單位，業主亦或因市道原因及避

免類似單位租值下跌，而不主動出租單位，導致租金高企不下。為善用空置物業，當局應考慮引入物業

空置稅，增加有經濟能力人士持有空間物業的成本，增加公共財政收入，同時亦有助善用珍貴土地資源。

此外，三成(28.0%)受訪者建議調高利得稅，目前本港利得稅上限為16.5%，水平自2008/09年度以來已

未有調升，屬全球各地較低水平，由於利得稅為政府帶來較穩定收入，相信有一定上調空間。  

 

1.5 逾半建議提升資源效能節流  絕大部份不建議削減民生開支 

調查發現，受訪基層市民主要(53.1%)傾向建議政府善用公共資源提升行政效能，不少更建議當局

透過完善採購程序，以減省公帑；事實上，近年政府積極呼籲各界善用資訊科技，當局同樣應善用科技

簡化流程，從而減少公務人手開支。如前文提及，財政司司長已早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資源效率

優化計劃」，要求各政策局及部門節省經常開支1%，並亦維持公務員編制零增長的目標。惟過去六、

七年政府一直擴充人手，公務員編制回升至19.7萬人，直逼歷史高位，雖然實際聘用人數約17.4萬，惟

2022/23年度公務員薪酬總開支仍高達916億元，公務員的執行力和工作效率仍有極大改善空間。當局

應順應民意，檢討公務員人手；與此同時，由於削減民生開支對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的生活有著直接

的影響，當局應避免削減惠及民生的開支和公共服務，避免在緊縮開支下禍及民生和公眾福祉。 

 

1.6 一半受訪者表示削公共服務後要節衣縮食應付開支 

此外，一旦政府推出開源節流措施，逾半(52.5%)受訪者表示日後或需要節衣縮食，以減少日常生活

開支，情況頗為嚴峻；近月各官員先後提出檢討各項公共服務收費，先有醫務衞生局表示需檢討急症室

及各項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教育局曾提出多年來大學資助學士學位學費二十多年來仍未有調升、房委會

表示若公屋租金不調升，會令房委會陷入財困等云云；實在令大眾憂慮財赤牽起加費之風，各項公共服

https://www.bing.com/ck/a?!&&p=997acbc886fd45c2JmltdHM9MTcwNjU3MjgwMCZpZ3VpZD0yOGZlYjYzYS02NjY5LTY2OTgtMTVkNi1hNThmNjc2MTY3ODImaW5zaWQ9NTE5MA&ptn=3&ver=2&hsh=3&fclid=28feb63a-6669-6698-15d6-a58f67616782&psq=%e7%89%a9%e6%a5%ad%e7%a9%ba%e7%bd%ae%e7%8e%87&u=a1aHR0cHM6Ly93d3cucnZkLmdvdi5oay9kb2MvdGMvSEtQUjIwMjNfUHJlbGltaW5hcnlfRmluZGluZ3NfVEMucGRm&ntb=1
https://www.bing.com/ck/a?!&&p=997acbc886fd45c2JmltdHM9MTcwNjU3MjgwMCZpZ3VpZD0yOGZlYjYzYS02NjY5LTY2OTgtMTVkNi1hNThmNjc2MTY3ODImaW5zaWQ9NTE5MA&ptn=3&ver=2&hsh=3&fclid=28feb63a-6669-6698-15d6-a58f67616782&psq=%e7%89%a9%e6%a5%ad%e7%a9%ba%e7%bd%ae%e7%8e%87&u=a1aHR0cHM6Ly93d3cucnZkLmdvdi5oay9kb2MvdGMvSEtQUjIwMjNfUHJlbGltaW5hcnlfRmluZGluZ3NfVEMucGRm&n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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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收費或進一步加強用者自付的原則(例如: 醫療、教育、公屋租金、文娛康體活動費用等)，令生活百上

加斤。由於收費並不一定設有減免機制，在市民人人均可以參加，但收費水平劃一下，基層市民要承擔

的額外生活開支比例上較非基層市民較重，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情況。因此，基層表示為應對加費等而節

衣縮食壓縮開支、甚或須借貸等，情況並不理想。當局在提升公共資源效益時，必須將對基層市民生活

的影響減至最低。相反，經濟發展對創造財富至為重要，當局應積極發展經濟，亦要確保經濟增長能同

時讓基層勞工及家庭受惠。 

 

1.7 財政盈餘適足分歧   財政盈餘水平多認為愈多愈好 

在財政盈餘方面，受訪基層市民對於何謂適足的財政盈餘水平意見分歧，對於目前政府財政盈餘在

沒有任何新增收入下，仍可維持一年的水平，認為足夠或不足夠的受訪者各佔一半；至於如何定義適足

財政盈餘水平方面，近六成受訪基層市民認為能應付12個月或更短的政府開支便可，換言之財政盈餘並

不屬於政府，收入及盈餘最終亦屬於香港市民，因此，當局能否善用盈餘、藏富於民，才是市民之福。

以上情況亦解釋了為何受訪基層在討論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時，近四成半(44.0%)表示不知

道25%以下的水平是否屬合理，在討論合理水平時，受訪者亦傾向愈少愈好。事實上，過去社會甚少討

論公共財政狀況，甚少討論合理財政水平；因應香港社會步入老齡化、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有待進一步

提升，當局有需要就如何善用財政資源，以及定義財政水平展開公眾討論，與民共議如何善用公共財務

資源。 

 

1.8 七成建議推5,000元基層生活津貼   增學生資助現金津貼強化教育房屋支援 

面對疫後復常不似預期，七成(71.4%)受訪基層建議預算案應向每名生活在貧窮線下及正領取各項社

會福利的基層人士派發5,000元「基層生活津貼」；六成多(62.9%)建議向各項福利計劃受助者發放額外

兩個月津貼、乃至電力補貼等等，反映日常民生服務的支援至為迫切，市民對短期紓困措施仍有一定期

望。此外，在中長期政策或服務方面，學生資助及學生津貼亦應增加(包括: 幼稚園每年$3,000，中小學

每年$5,000，大學每年$5,000)，從而減輕基層莘莘學子的教育開支。 

 

至於現金津貼試行計劃自2011年6月方面，計劃受惠對象主要是輪候公屋逾三年的家庭或長者單身的

私樓租戶，截至2023年8月底，計劃已惠及約9.18萬個家庭，總受惠人數25.15萬人，共發放約33億元

津貼；計劃為期三年，並將於2024年6月完結。據報，因應過渡性房屋相繼落成及發展簡約公屋，當局

雖然對試行計劃恒常化持開放態度，但表明無意放寬計劃申請資格。事實上，根據社協於2022年11月

至2023年2月作《現金津貼試行計劃中期成效調查》，有九成七領取住戶將現金津貼使用在住屋開支上，

近八成受訪者得以減輕租金及精神壓力，反映計劃對緩解輪候冊人士經濟壓力成效顯著。再者，截至2023

年9月底，獲上公屋的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5.6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3.9年。為此，

當局應將計劃恆常化，延續為所有輪候公屋逾三年的私樓租戶提供現金津貼，並放寬申請資格，涵蓋非

長者單身為受惠對象。另外，當局亦應增加長者醫療券至5,000元，並設立低收入家庭保健券(即: 領取

全額職津住戶）(48.4%)，加強對基層市民的健康支援。 

 

2. 建議 

是次調查反映基層市民普遍認同財赤問題嚴峻，有必要引入開源節流措施；然而，在財政儲備水平

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意見不一，有待社會進一步討論。為此，《2024/25年財政預算案》

中，應有以下重點： 

 

2.1 持續財政投放：不應大幅削減公共開支，並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訂為不少於25%，確

保有持續性的足夠財政資源投入，以回應社會發展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當局原預測2024-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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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為25.3%、2025-26年度跌至24.8%、2026/27年度及2027/28年度更

進一步下跌至24.5%及23.9%）。 

 

2.2 增加稅收：當局應展開稅制檢討，上調利得稅稅率（利得稅自2008-09年度起一直維持在16.5%的

極低水平），並設金融相關稅項（如：調升股票印花稅、開徵股息稅、股票、債劵或其他金融產

品的增值稅等）、為特定行業開徵「暴利稅」，從而增加在金融業上的經常收入，並可考慮進一

步上調累進差餉制度幅度、增加博彩稅稅率等，穩定公共財政收入來源。 

 

2.3 增加推動經濟發展、就業及培育勞動力的力度: 疫情三年，加上移民潮，正如政府經濟顧問分析地

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金融狀況偏緊，困難的外圍環境將繼續令貨物出口及投資和消費氣氛受

壓，令疫後的香港經濟未能完全復常，香港經濟在2023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只上升0.1%。尤

其是零售、餐飲業、運輸等，在遊客量大減，港人復常後多外遊下，商品出口往歐盟及亞洲地區

減少等問題下，部份中小企捱不住，有些公司現時已裁員或實施放無薪假或只請兼職，政府應針

對有困難的行業/公司，作出宣傳推廣或技術支援或因應資金情況，設立營運貸款支援，對暫因

大環境未復常下，資金又缺乏的公司，設立直接支付員工保就業基金。同時亦要開發多些經濟市

場，多些鼓勵內需的措施。而現時的勞動市場，因各行業及公司的市場不同，有些是人手非常不

足，有些是人手過剩，政府應立法規定所有空缺職位要向勞工處登記，要全面掌握勞動市場的需

求，主動聯繫公司，作出支援。此外，促進就業及勞動力方面，應獎勵加入缺人手行業的本地工

人，做滿半年，有6,000元，增加短期領牌兩日課程的再培訓課程或基金資助私人市場考牌。香

港出生率持續處於低水平，至2022年本地夫婦平均子女數目下降至0.9名新低點。政府應大力促

進生育率，增加生育免稅額，增加幼兒託兒服務及資助名額,全日幼兒園及幼稚園學額及資助，小

學全面學校託管及學習輔導服務等。 

 

2.4 檢視節流措施：當局應推行「資源效率優化計劃」時，應避免影響觸及社福民生等必要部門人手的

經常開支，以免影響提供公共服務，加強社會安全網對弱勢社群的支援。 

 

2.5 社協綜合建議 

針對本年及未來特區政府在訂定公共財政政策方面，社協建議如下： 

 

2.5.1 長遠政策建議 

- 制訂具體財務政策，落實「共同富裕」目標，真正讓市民受惠，讓社會各階層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 

- 將 2024-25 年度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水平訂為不少於 25%，確保有持續性的足夠財政資源投

入，以回應社會發展對公共服務的需求。 

- 處理貧窮須新思維，負徵稅是可行進路：當局應引進負稅率制度，按住戶人數訂立社會認可的一般

生活水平；若住戶收入超出水平，便應繳納稅項，相反，若住戶收入低於水平，便可獲得一定生活

補貼，加大財富再分配力度，至於入息水平與相應津助金額，則需要交由社會大眾再作商議。 

- 上調利得稅稅率，設金融相關稅項：本港利得稅自 2008/09 年度起一直維持在 16.5%的極低水平，

當局應考慮展開稅制檢討，調高稅率，以增強社會財富再分配效能。另外，因應不少股票或其衍生

工具的交易額每日逾千億元計，當局應增加股票印花稅、向持有一定數目股票的人士或企業開徵股

息稅(避免散戶受影響)、甚或訂立股票、債劵或其他金額產品的增值稅等，從而增加在金融業上的經

常收入，穩定公共財政收入來源。 

- 為特定行業開徵「暴利稅」：疫情及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國際危機，不但令本港的經濟出現倒退，也

令不少基層家庭的收入大受影響，同時也令過去一年小市民的能源開支大幅增加而令生活「百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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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但此與同時，個別壟斷性的行業企業的盈利卻仍然不合理地高企。為此，我們認為特區政府

有必要研究效法我國內地及部分西方國家的做法，於特定行業（如能源及房地產行業）開徵「暴利

稅」，這樣一來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以獲取更多資源持續改善民生，另方面有關做法更合乎「共

同富裕」原則。 

- 增加推動經濟發展、就業及培育勞動力的力度。 

 

2.5.2 短期紓困措施建議 

- 向每名生活在貧窮線下及正領取各項社會福利的基層人士派發 5,000 元「基層生活津貼」:近年，預

算案曾分別提出了「現金計劃」及「電子消費券」等一筆過向全港年滿 18 歲的永久性居民及其他合

資格非永久性居民「派錢」的方案；而對於新一份預算案，社協認為更有效的做法是做到「精準扶

貧」，將資源用在最有需要支援的弱勢群體中。為此，社協建議向每名生活在貧窮線下及正領取各項

社會福利的基層人士派發 5,000 元；而實際派發方法，可採用「直接轉帳派發」（現正領取各項社會

福利的家庭及人士可以直接將每人 5,000 元生活津貼轉到有關家庭銀行戶口）及「經申請審核後派

發」(其他貧窮人士根據半額在職家庭津貼的家庭收入及資產水平經有關家庭申請審核後派發)的方式

並行。據估算，派發有關生活津貼的開支應不多於 100 億元。 

- 設立短期失業及就業不足援助金（建議：每月正常收入的 80%，上限為 16,000 元，每名就業人口

最多可領取六個月津貼），作為失業保障的一種，短期可處理失業勞工的困境。長遠而言，本會認為

政府亦須就設立供款式的失業保險，作廣泛公眾諮詢。 

 

2.5.3 其他短期紓困措施 

- 為社會保障、在職家庭津貼、交通津貼及學生資助全額或半額的受惠人提供額外的 2 個月支援津貼； 

- 為公屋租戶提供租金寬免； 

- 效法 2020-21 年間關愛基金推出兩輪「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家庭津貼」（N 無津貼）的做法，於

2024-25 年度內提供兩次「N 無津貼」； 

- 延續 2023-24 年度預算案給予全港電力用戶電費補貼的做法，並因應近期能源開支大幅增加的情況

而將補貼金額加倍（即由 2023-24 年度每用戶補貼 1,000 元增加 2024-25 年度每用戶補貼 2,000

元）；及 

立即調整在職家庭津貼金額及放寬申請條件，包括因應當前失業和開工不足情況而調低所須工時規

定，非常時期，例如因政府的社會活動限制命令而被迫不能上班應豁免工時，此外，兒童津貼應與

工時脫鈎，以及調低長者工時，以鼓勵長者就業及配合長者身體狀況。 

 

2.5.4 總體來說，社協建議 2024-25 財政年度政府應： 

- 繼續採取「逆周期」財政措施，維持以至增加各項涉及民生的開支承擔，令財政年度以公共開支佔

本地生產總值不少於 25%為承擔目標； 

- 按社協建議，短期紓困措施涉及的政府財政資源影響約 504 億元； 

- 按社協建議，就涉及教育、醫療、安老、社會福利、扶貧及民權等範疇新增經常開支約 542 億元； 

- 按社協建議，就涉及房屋、醫療及就業支援的新增非經常開支約 37.5 億元；及 

- 撥備約 460 億元非經濟開支承擔額以全面回購港鐵股份。 

(詳情參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24 年 1 月就 2024-25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交之意見書) 

二零二四年二月四日 

聯絡人:  施麗珊 (副主任) [電話: 2713 9165 (辦事處) / 9152 4331 (手提) ] 

王智源 (助理主任) [電話: 2713 9165 (辦事處) / 6611 5925 (手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