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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 

扶貧政策討論平台  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18位來自不同界別的非官方成員） 

• 政府制定和推展扶貧、助弱政策的重要伙伴 
 

• 深入探討不同的特定議題，促成多項扶貧、助弱的政策措施落實，惠及
不同的有需要群組 

扶貧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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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 

關愛基金專責小組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專責小組 

扶貧委員會高峰會 



政府高度重視扶貧工作 

• 政府的扶貧宗旨建基於： 
 
 
 
 
 
 
 

• 2019/20年度經常開支預算中，教育、社會
福利和醫療衞生的總開支約6成，超過

2,500億元；其中，社會福利開支預算達

843億元，較2012/13年度增加約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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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扶貧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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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現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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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措施 

綜援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傷殘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向社會福利金領取者發放的額外金額 寬減薪俸稅、個人入息稅及差餉 

關愛共享計劃($4,000元計劃) 

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 資助合資格病人購買價錢極度昂貴的藥物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關愛基金 

(減貧效應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減貧效應不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減貧效應不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多元化扶貧政策工具(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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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服務 

課餘託管服務 

長者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 

$2乘車優惠 長者醫療券 幼稚園教育計劃 

為有特殊需要學前兒童提供到校康復服務 

僱員再培訓服務 中、小學及高等教育資助 

其他政策措施 

法定最低工資 

公屋 

(減貧效應不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減貧效應不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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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惠民措施的例子  

2018年《施政報告》及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 

• 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 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傷殘津貼、長者生活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及在職家
庭津貼的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津貼* 
 

• 寬減2018-19課稅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稅、寬免2019-20年度四季差餉* 
 

• 向有需要學生發放一次性$2,500元津貼* 
 

• 長者醫療券一次性額外提供$1,000金額，累積上限由$5,000元增加至$8,000元* 
 

• 下調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受惠對象年齡至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
者* 
 

• 提供額外安老宿位及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以及為私營院舍提供外展服務* 

*上述措施的減貧效應均不反映於貧窮線主體分析 



2017年貧窮情況 

• 2017年貧窮率維持在2016年水平，整體貧窮
情況大致平穩 

• 優化長者生活津貼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成
效將於日後的貧窮情況分析全面反映 

貧窮率  

1 4 . 7 %  

恆常現金項目令37萬人脫貧 

令貧窮率下降5.4個百分點 

 

若再計及主要為公屋福利的非

現金福利，有額外 29萬人  
脫貧 

貧窮率進一步下降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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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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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官」協作：培育及裝備基層青少年向上流動，減少跨代貧窮 

• 「友．導向」師友計劃和「明日之星」計劃是跨界別合作的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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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與司局長同行」計劃，並
於今年擴大計劃規模，易名為
「與香港同行」 

於2019年7月起增設「星伴同行」
師友計劃  



關愛基金 

9 扶 貧 委 員 會 | 扶 貧 委 員 會 及 專 責 小 組 工 作 匯 報  

• 自2011年初成立以來，基金已推出47
個援助項目，總承擔額約95億元，惠
及超過168萬人次 
 

• 至今，政府已將13個有顯著成效的援
助項目納入恆常資助。此外，有7種
原本由「醫療援助項目首階段計劃」
資助的自費癌症藥物已獲納入撒瑪利
亞基金或醫管局藥物名冊的恆常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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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 獲扶貧委員會通過/延續的項目 

• 扶貧委員會通過推行「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以
實踐電子學習」項目及「資助購買及興建預製組合屋試驗計
劃」。兩個新項目總承擔額合共約4億5,000萬元，預計可惠及
約102 000名學生及88個住戶（約150人） 
 

• 此外，扶貧委員會亦通過延續9個現行項目，包括3個福利項
目、3個教育項目、2個醫療項目和1個民政項目，繼續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支援 



關愛基金 –支援學生 

• 透過關愛基金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
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 延續關愛基金「增加就讀專上課程有特
殊教育需要及經濟需要學生的學習開支
助學金」項目、為清貧大學生提供「院
校宿舍津貼」項目及增加「專上學生資
助計劃」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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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 支援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 

• 加強一系列對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支援，包括延續關愛
基金「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項目及「為低
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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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 支援有經濟需要的病人 
 
• 在醫療項目方面，除延續兩個現行項目外，扶貧委員會亦通過

新增10種特定自費癌症藥物、2種用以治療不常見疾病的藥物和
3種醫療裝置 
 

• 扶貧委員會亦同意優化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機制，以紓緩
藥物開支對病人家庭帶來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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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 長者支援 

• 延續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 
(第三期已於2018年10月開展) 

 

• 於2月1日起下調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受惠對
象年齡至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並推出一系列優化措施，
包括： 

 

 

 

 

 

• 不少受惠長者對項目的反應正面，認同項目能真正幫助到他
們，以下片段是受惠長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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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不適合鑲配
活動假牙的長者
接受其他牙科診
療服務應診次數

至 2 次 
  

 
增加牙醫每宗
個案最多申領
的X光片費用至
6張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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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動及促進社創生態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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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撥款逾一億五千萬推展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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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成果 
資助177個 

項目 

160 000 
受惠者 

培育~3 800名 

社會創業家 

促成1 200+個 

創新意念 

舉辦560+培訓及推廣活動 

140 000+參加人次 數據截至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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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項目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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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範疇劃分： 

數據截至2019年3月 

以主要受惠者劃分： 

醫 38 

食 11 

住 19 

行 10 

工作培訓和 
就業機會 

22 

教育與學習 42 

社區參與 22 

其他 13 

長者 43 

兒童及青少年 41 

殘疾人士 36 

低收入家庭 26 

少數族裔 15 

其他 16 

177 
資助項目 

創新計劃 
147 

研究 
23 

能力提升
7 

吸引個人（26%）
及非S88機構申請
者（45%）申請發
展創新項目 

58個來自不同界
別的配對基金 
（>４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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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年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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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 
委聘 

協創機構 

延續社會創新界的 

  發展動力 
進一步提升及發展 

 社創生態系統 

委聘新一批協創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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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 研究 創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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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樂齡科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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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供應及需求層面的不同持份者連繫起來，促進香港樂齡科技生態系統的發展  

旗 艦 項 目 

 樂 齡 科 技 平 台 

 

大學 

科研機構 
產品開發商 

分銷商 

商界 

慈善基金 

社會創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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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試行「按效益付費」(Pay-for-Success)資助模式 

22 

開 拓 新 的 資 助 模 式 

為創新的社會服務提供資金 

透過私人 /慈善基金投資  

促進跨界能力提升 

鼓勵以效益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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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 

 

• 按行政長官提出的四個理念：愛護兒童、支援家庭、鼓勵就業和尊重受
助人的選擇權，並與其他相關的政策平台互相配合，探討及推行更多扶
貧助弱的措施，惠及各個有需要的群組 

 

• 促成更多跨界別、跨專業和公私營合作，解決貧窮問題 

 

• 繼續監察貧窮情況及扶貧政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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