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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成效調查發佈會—新聞稿 

劏房租金貴基層好難捱   現金津貼助基層渡時艱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貧困非綜援家庭今日發佈《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成效調查報告》，指出現金津貼成

效高，是德政，促請政府與基層共渡時艱，延續並恆常化現金津貼項目，集中支援低收入或有住屋困

難的基層租戶，並將非長者單身納入受惠對象，每年檢討津貼額等。 

 

在政府大力推動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有望達標至 2026/27 年的 4.5 年，然而，此計算只包括一般輪

候家庭及長者(116,400 家)，不包括約 86,300 名非長者單身及新移民家庭，政府上樓承諾並不包括非長

者單身，而且劏房人口涉及約 220,000 名租客，房屋問題仍嚴重。加上，本港經濟內外挑戰環伺，二

至四月失業率上升至 3.4%，基層收入不穩且生活艱難。「現金津貼試行計劃」是基層的救命稻草，輪

候公屋滿三年的合資格住戶每月獲發 1,300 至 3,900 元津貼。截止 2025 年 2 月，有累積高達約 110,000

宗個案受惠於現金津貼，可見計劃很受基層歡迎，確實是惠民善政。計劃預計尚餘約 20 億元的結算，

惟政府沒有如預期般繼續計劃，擬於 2025 年 6 月 30 日後暫停津貼，影響重大。所以社協在 2025 年 5

月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 330 個基層租戶，了解基層領取現金津貼的情況，比較 2023 年同類型調查，

探討津貼的作用及成效，取消津貼對居民的影響，並提出優化建議。 

 

1. 調查結果撮要及社協分析 

1.1 現金津貼成效顯著 值得保留 

調查顯示在現有領取津貼的受惠人中，津貼金額佔其租金百分比的中位數為 51.5%，可見能大幅紓緩

受惠人的租金壓力。平均約八成五的現有津貼受惠人更清楚指出，有助紓緩租金、水電、雜費引致的

經濟及精神壓力，六成八人因津貼而搬遷至環境更理想的單位，可見現金津貼為基層帶來的裨益。本

港由治及興，現屆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而「謀幸福」、「惠民生」的治理觀始終貫穿於不同的施

政中。現金津貼無疑是惠民德政，配合簡約公屋、簡樸房規管、租務管制等政策，多策並用，以最有

保障基層住屋權。調查發現，受訪者領取津貼時間愈長，帶來的成效愈顯著。按領取津貼時長劃成「12

個月或以下」及「多於 12 個月」，兩者在「舒緩租金/水電/雜費壓力」及「減輕精神健康」的表現相

約。領取津貼 12 個月以上的受訪者中，有 73%人因津貼搬遷至環境較好的地方、80%在租地方有較多

選擇、76%有增加積蓄，減低支付上期/按金壓力，三項指標皆高於津貼期為 12 個月或以下群組的 61%、

68%及 61%。可見，沒有政策能一蹴而就，現金津貼也不例外。如果貿然停發現金津貼，反而會適得

其反，有四成一受訪者因受惠時間過短而感到經濟壓力大。 

 

1.2 基層收入跌 政府共渡時艱顯擔當 

調查中，受訪者的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15,000 元，與 2023 年同類型調查相同，但高達三成六受訪

者預測未來一年的收入會減少。有三成二受訪者有負債，高於 2023 年的兩成。常見的工種包括「建

造業」（三成五）、「飲食」（一成五）、「零售」（約一成）等。受地產市道低迷、私營工程量減少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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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拖累，本港建造業最新失業率升至 5.7%。本港 2025 年首季食群總收益按年跌 0.6%，其中食肆類別

以中式餐館最大跌幅減 4.9%，反映經濟低迷現疲態，基層勞工遭殃，亟待援手。 

然而，政府連番縮減基層相關的福利開支，包括現金津貼及 2,500 元學生資助。扣除沒有領取現金津

貼的受訪者，九成八受訪者表示，扣減現金津貼對生活造成極大或大影響。七成五受訪者因而需要節

衣縮食，五成七需要扣減子女學習支出，四成五無法負擔現時的租金。面對公共財政考驗，政府需要

將資源運用得宜，優先扶助弱勢及邊緣社群。政府偏偏反其道而行，使基層生活雪上加霜，勒緊褲頭

過活。 

1.3 現津餘額充足 有能力延長至簡屋落成 

調查發現，受訪者的公屋輪候中位數為 5.5 年， 九成六受訪者預計 2025 年 6 月底前肯定未獲編配上

樓，兩成六受訪者估計兩年內能夠上樓。2021/22 至 2024/25 四個財政年度間，每年平均有約 6,500 個

現金津貼受惠家庭獲編配並入住公屋。儘管公屋踏進收成期，有助加快上樓步伐，但相信消化所有受

惠的現金津貼住戶需時。政府回應指出，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提供租金較低廉的單位，故現金津貼

計劃可以被取代。全港約有 55,000 個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單位，但對比現金津貼受惠住戶，明顯是

杯水車薪、僧多粥少。而且過渡性房屋營運沒有政府資助，未能如簡約公屋般廉宜。 

再者，元朗攸壆路以外的簡約公屋項目的入伙期都遲於 2025 年 6 月底。換言之，基層失去現金津貼

後，難以銜接到相關項目。其中，有約 83%的簡約公屋項目會於今年第四季至明年第四季間竣工。現

金津貼現結餘約 20 億元，按過去每年平均約 14 億元開支計算，絕對足夠應付延續計劃帶來的開支，

最少過渡至中短期住屋供應更充裕的階段，仍是綽綽有餘，可見從現實財政考慮，計劃沒有煞停的迫

切性。 

1.4 非長者單身成漏網之魚 

非長者單身受訪者中，租金佔入息中位數為 32%，公屋輪候中位數為約 6 年，最長是 17 年。全港有

逾 86,000 名非長者單身輪候公屋，平均上樓年齡高達 57 歲，申請人輪候公屋隨時逾十載，住屋壓力

極為沉重，但無法受惠津貼。整體而言，有八成六現沒有領取現金津貼的受訪者感到「租金壓力大」，

五成二人認為「無法改善住屋環境」，四成四人指「一旦失業，容易跌入綜援網」。可見，以輪候公屋

是否滿三年論斷申請資格，未能徹底地識別有住屋及經濟需要的基層，故有必要修正檢討，聚焦協助

困難戶，扶危救困。 

 

1.5 公屋輪候時間回落需時，現金津貼成救命稻草 

現屆政府在解決本港積存多年的房屋問題展現極大決心，先後推出多項新措施協助劏房戶改善住屋環

境，加快基層上樓時間。當中行政長官於 2022 年<<施政報告>>首次簡介「簡約公屋」，並宣佈日後將

同時統計第一次獲配傳統公屋及「簡約公屋」的時間，整合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作參考指標。 

近日房屋局局長重申政府目標於 2027 年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降至平均 4.5 年，可見縱然公屋落

成量將於未年數年顯著增加，同時 30, 000 個「簡約公屋」單位陸續投入服務，公屋輪候時間回落仍然

需時，未來兩年的情況仍然嚴峻。調查中，受訪者輪候公屋時間中位數為 5.5 年，超出最新政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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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為 5.3 年的水平。而更有七成多受訪者預計未來兩年無法上樓(73.9%)。承上

文所提，「簡約公屋」始終僧多粥少，上樓無望的基層未來只能繼續租住劏房，每月發放的現金津貼可

為他們帶來穩定的經濟支援。而調查更發現現金津貼為其中兩成五受訪者現時唯一領取的政府津助。

現金津貼為基層劏房戶的最後稻草，在政府亦未有信心將公屋輪候時間大幅下降前取消項目，無疑為

基層帶來致命一擊。 

 

1.6 秉持精準扶貧方針，甄別有需要組群派發津貼方為上策 

本港經濟並未全面復蘇，政府於不同場合均釋出需審慎理財及節流的訊息。唯現金津貼項目的受眾社

會上基層人士，屬補底性質，故在考慮是否取消該項目時需更謹慎處理，不能單以財政角度思考，項

目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更不能輕視。調查中，近七成受訪者期望政府在考慮是否繼續發放現金津貼時需

一併評估不同組群的基層人士是否有其他政府的經濟支援(67.6%)，同時亦需考量未來經濟環境對基層的

影響，例如基層就業情況(60.9%)，以確保基層家庭不會因項目取消陷入經濟困境。調查更發現九成五人

認為政府應篩選個別困難住戶繼續派發津貼(95.8%)，而並非一刀切取消項目。受訪者建議以經濟需要、

住屋環境及家庭特殊狀況三大範疇作出評估甄別最需要組群，此舉能集中資源幫助最有需要人士，符

合現屆政府精準扶貧方針，值得考量。 

 

2. 建議 

2.1 保留並恆常化現金津貼項目，持續紓緩貧困戶的住屋、經濟及生活困難，減輕精神壓力； 

2.2 現金津貼餘額約 20 億元，政府應延續計劃最少一年，直至簡約公屋供應較穩定後，再作檢討及

檢視，減低對基層的影響； 

2.3 本港經濟面對各種不明朗的挑戰，加上接連有津貼被削減，基層生活苦上加苦。政府的理財原則

應以「保民生」優先，提供適當經濟援助，應與基層共度時艱； 

2.4 財赤當前，資源投放須更精準，將現金津貼受惠資格與公屋申請時長脫鈎，集中支援低收入、住

屋困難的社群，以床位、板房、劏房、過渡性房屋等基層租戶為對象； 

2.5 優化現金津貼，非長者單身納入現金津貼計劃之內； 

2.6 因時制宜，現金津貼一年一檢，審視經濟大環境、通漲、基層實際租金水平等因素，每年調整津

貼金額； 

2.7 重推「N 無津貼」，與現金津貼項目雙軌進行，支援未能受惠於現金津貼的困難戶。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