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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2014年8月21日家庭議會會議勞工及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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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政綱
� 在社會福利方面，行政長官的參選理念包括—

� 青壯年人應自力更生，社會保障及福利服務應幫助有需要的群體
� 鞏固家庭的功能，為無法照顧長幼殘疾成員的家庭，提供適當支援，特別對高危家庭，予以及時援助
� 紓緩貧窮問題，推動經濟均衡發展，讓不同階層的市民皆可分享整體經濟發展的成果，並建設合理和可持續的社會福利制度，幫助有需要的群體

� 行政長官的社會福利政綱包括—
� 重設扶貧委員會，全面檢視貧窮的形態和成因，研究及系統地處理、減輕不同成因的貧窮問題
� 研究通過社會制度建設，紓緩在職貧窮及跨代貧窮問題，特別關注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境況，例如評估最低工資實行後對減輕在職貧窮問題的成效，研究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補貼，減輕在職貧窮及跨代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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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扶貧委員會
� 扶貧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

� 檢視香港現時的貧窮情況和成因，以識別有利個人發展、自力更生和社會流動的條件；並定出貧窮線，作為考量貧窮情況和評估扶貧政策成效的工具
� 檢討現行政策和制訂新政策，達致防貧、扶貧、預防和減少社會孤立情況；促進社會流動性；並提供適切安全網，以更有效地幫助弱勢社群克服物資匱乏和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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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制訂貧窮線
� 扶貧委員會在去年九月訂立了貧窮線，並公布《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 貧窮線有三大功能—

� 了解貧窮情況，分析貧窮住戶人口特徵以及貧窮成因
� 協助制定扶貧政策，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
� 審視政策成效，特別是在一段時間內的轉變

� 貧窮線是一個分析工具，並不不不不是「扶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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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貧窮住戶按經濟特徵分類的分布
403 000個貧窮住戶

(1 017 800人)

300 300個沒有領取綜援的貧窮住戶
(782 200人)

減102 700個綜援住戶
(235 600人)

11 300個失業住戶
(27 700人)

143 500個在職住戶
(493 200人)

145 500個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261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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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委員會研究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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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惠及低收入在職家庭的措施受惠對象：
� 在職成員：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可以住戶或個人為單位申請）
� 兒童：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
� 其他家庭成員：高齡津貼（不設經濟審查）、傷殘津貼（不設經濟審查）、長者生活津貼、關愛基金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關愛基金項目：
�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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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行政長官《2014年施政報告》：兩大考慮因素
� 不少基層人士是家中唯一的在職成員，他們雖然有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生活擔子仍然沉重。為他們提供適當援助，鼓勵持續就業，有助防止他們跌入綜援網
� 特別關顧這些家庭的兒童和青年，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促進向上流動，打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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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行政長官《2014年施政報告》：三大原則
� 基本津貼將以家庭為單位發放，與就業和工時掛鈎，鼓勵自力更生，多勞多得。有合資格兒童和青年成員的家庭，可獲發額外津貼
� 設有入息和資產審查，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會用以協助最有需要的家庭
� 低收入津貼架構盡量簡單易明，並設有適當的機制，以防止濫用津貼，確保善用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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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設計：主要資格
� 家庭：兩人或以上
� 在職：至少有一名全職在職人士，單親人士除外（工時要求較低）
� 低收入：參考貧窮線（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之50%及60%），另設資產限額
� 津貼：基本津貼及兒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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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設計：每月津貼額低收入津貼申低收入津貼申低收入津貼申低收入津貼申請人每月工作請人每月工作請人每月工作請人每月工作時數時數時數時數（（（（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月月月月入入入入等於或少於家庭住戶每月收等於或少於家庭住戶每月收等於或少於家庭住戶每月收等於或少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入中位數入中位數入中位數50%

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高於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數數數50%但不高於但不高於但不高於但不高於60%全額全額全額全額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全額全額全額全額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半半半半額額額額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半半半半額額額額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144至少於至少於至少於至少於192

(單親父母單親父母單親父母單親父母：：：：36至少於至少於至少於至少於7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標準金額：每戶600元 每名合資格兒童800元 標準金額：每戶300元 每名合資格兒童400元
192或或或或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單親父母單親父母單親父母單親父母：：：：72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小時或以上)

高額：每戶1,000元 高額：每戶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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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設計：與其他現金援助的關係
� 受惠家庭不得同時領取綜援和以住戶為單位申領的交津
� 家庭成員可繼續領取高齡津貼、傷殘津貼、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
� 亦可繼續受惠於長者生活津貼、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以個人為單位申領的交津（低收入津貼申請人除外），但這些現金津貼需計算在低收入津貼之入息審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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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個案一
�趙先生為全職司機，每月工作187小時，月薪

9,429元
�趙太太為家庭主婦，並負責照顧就讀小學之兒子
�趙小朋友在2012/13學年平均每月可獲學校書簿津貼273元、學生車船津貼142元、上網費津貼

108元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達達達達144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600兒兒兒兒童童童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800

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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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個案二
� 錢先生為全職保安員，每月工作312小時，月薪9,545元
� 錢太太為兼職清潔工，每月工作104小時，月薪3,546元
� 錢先生申請低收入津貼；錢太太申領以個人為單位的交津

600元
� 兩人育有兩女，均為小學生
� 錢家在2012/13學年平均每月共可獲學校書簿津貼546元、學生車船津貼284元、上網費津貼108元（按家庭計算）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達達達達19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1,000

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600

兒兒兒兒童童童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各各各各$800，，，，共共共共$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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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個案三
�孫女士為單親媽媽，任兼職保安主任，每月工作117小時，月薪6,019元
�孫女士獨力負責照顧就讀小學之兒子
�孫女士兒子在2012/13學年平均每月可獲學校書簿津貼273元、學生車船津貼142元、上網費津貼108元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每月工時達達達達7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基本津貼：：：：$1,000兒兒兒兒童童童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800

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低收入津貼津貼津貼津貼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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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預計開支及受惠家庭數目（2012年數據）預計每年津貼額開支預計每年津貼額開支預計每年津貼額開支預計每年津貼額開支：：：： 超過31億元預計受惠家庭預計受惠家庭預計受惠家庭預計受惠家庭：：：： 超過20萬個低收入家庭（受惠人數逾71萬人，當中超過18萬名為合資格兒童）預計貧窮率減幅預計貧窮率減幅預計貧窮率減幅預計貧窮率減幅：：：： 整體：2.2個百分點(15.2%→13.0%)兒童：4.6個百分點(19.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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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執行部門
� 低收入津貼的受惠對象會與「學生資助辦事處」若干資助計劃的受惠對象有部分重疊
� 把低收入津貼的行政管理置於新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 新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與現有的「學生資助辦事處」將一同歸入新的「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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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最新進展
� 在構思低收入津貼時，多次聽取扶貧委員會及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之意見
� 現時的方案，於2014年5月得到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支持
� 立法會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分別於

2014年6月和7月支持有關人手安排
� 有待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前期撥款批准
� 爭取在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前期撥款後十五至十八個月，推出低收入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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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政策檢討
� 將於推出低收入津貼一年後展開檢討

�包括檢討政策目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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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總結
� 鞏固家庭功能，鼓勵自力更生
� 減輕在職貧窮及跨代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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