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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去年香港擁有100

萬元以上流動資產的人口年增42%，百萬富翁人

口達到55.8萬人，創8年新高。本港百萬富翁大幅

增加，主要受惠於樓股暢旺，顯示本港的確是聚

集財富、資產增值的風水寶地，但不可盲目樂

觀，特別要注意泡沫經濟可能爆破以及貧富差距

進一步擴大，導致基層市民收入萎縮、怨氣高漲

的問題。對此，政府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促

進經濟多元化發展，讓普羅市民分享到更多經濟

增長的成果，並加大扶貧力度，改善貧富懸殊現

象，消弭社會矛盾。

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多種投資渠道，

向來是吸引外來投資的「聚寶盆」。尤其近年國家

積極支持香港發展，允許開放個人遊、內地企業

來港上市，這些措施等同將內地的財富源源不絕

向港輸送，不但令本港經濟在受到多次衝擊下都

能迅速復甦，更令本港的資產市場持續上升，樓

市更接近歷史高位。

由於樓市、股市造好，有投資相關產品的人士

財富自然水漲船高。在一定程度上，百萬富翁人

數勁升屬於典型的泡沫經濟現象，與97年本港樓

市高峰期相類似，當時樓市熾熱下產生財富效

應，形成資產泡沫不斷膨脹。可惜經濟突然逆

轉，資產泡沫爆破，多少百萬富翁損失慘重，傾

家蕩產。97年樓市泡沫爆破殷鑑不遠，如今雖然

樓市好景重來，市民不可盲目樂觀，切忌重蹈覆

轍。

本港經濟側重於地產、金融業，擁有資產、物

業者受惠最大。但另一方面，無股無樓的草根市

民在資產價格上升和通脹壓力下，生活更加困

難，令本港貧富懸殊加劇。2009年聯合國的報告

指出，全球27個先進發達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

殊最為嚴重，再加上在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影響

下，通脹成為全球性課題，香港作為細小開放的

經濟體，難以抗拒輸入性通脹。眾所周知，通脹

會造成劫貧濟富的財富再分配效應，容易激化社

會矛盾、演變成政局不穩，這在最近發生的「中

東波」事件已經得到驗證。

因此，香港更要預早防範財富分配嚴重失衡，

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民怨沸騰的後果。當局一方

面要採取有力措施壓抑樓價，消除泡沫，增撥資

源改善民生，減輕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另一方面

必須認真推動產業多元化，扶持製造業、輕工

業、創意工業發展，創造更多創業、致富的機

會。

(相關新聞刊A2版)

關愛基金提出7項針對性措施，建議優先援助

長者、低收入家庭、綜援兒童，以及嚴重傷殘人

士等4類人士。關愛基金推出措施向弱勢社群施以

援手固然值得肯定，但外界很容易將這次措施與

當局早前提出注資關愛基金援助新移民及「N無

人士」的做法產生混淆，因而衍生各種不必要的

誤會及爭議。當局應及早對外釐清兩者的關係，

並加快研究注資的辦法，盡早將資助款項派發到

新移民及「N無人士」手上。

成立關愛基金主要是補充現時制度上的不足，

特別是針對未能納入社保安全網，或處身安全網

卻有特殊需要的「漏網之魚」，其中長者、嚴重傷

殘人士、低收入家庭、傷殘兒童等弱勢社群更是

應重點援助的一群。關愛基金以較彈性的管理模

式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針對性支援，讓所有市民都

能夠得到社會的保障。在目前通脹愈趨熾熱之

下，弱勢社群的生計首當其衝，關愛基金推出措

施支援，值得充分肯定。

這次關愛基金提出的紓困措施，遍及各個弱勢

社群，不少措施如膳食津貼、租金津貼、嚴重傷

殘人士生活津貼等，都有較強的針對性，為有需

要人士提供及時的支援。不過，目前關愛基金存

在兩大局限，一是注資不足，當局只會從一百億

元的撥款中，每年撥出五億元作關愛基金經費，

不足以應付大量弱勢社群的需要，當局應因應通

脹等因素研究增加注資，確保基金有足夠能力協

助有需要人士。二是措施討論時間過長，未能劍

及履及紓解民困。民生問題刻不容緩，任何紓困

措施都貴在及時，況且弱勢社群的需要早已十分

清晰，而關愛基金推出的又多是一次性的開支，

應盡可能減省不必要討論過程，讓紓困措施能夠

盡快出台落實，協助市民渡過高通脹的日子。

應該看到，財政司司長早前公布修訂後的財政

預算案時，針對新移民人士未能受惠「派錢」措

施，提出預留逾10億元注資關愛基金，協助新移

民及「N無人士」。然而，由於具體的情況並未清

晰，外界並不知道有關措施將包括哪些人士，加

上現時關愛基金推出了一系列支援弱勢社群措

施，由於兩者都是由關愛基金運作，容易令外界

混淆，甚至誤以為這就是當局額外注資新移民及

「N無人士」的措施，因而引發不必要的爭議。因

此，當局應對外釐清兩個項目的關係，講清楚這

次推出的紓困措施並不包括額外注資，以免外界

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同時，當局應及早研究具體

的注資辦法，以便早日將錢派到新移民及「N無

人士」手上。 (相關新聞刊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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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富翁勁增 不宜盲目樂觀 釐清紓困措施 盡快落實惠民

關愛7招助基層 優先惠及4類人
長者獲醫援 貧家有租津 窮孩可吃飽 傷殘派津貼

醫券用途再擴 長者可驗糖尿眼

學者倡社工派錢 由社署監管

醫券目的未達 長者求診習慣不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財政預算案中未

能受惠的一群，在關愛基金建議的多項措施中或可

找到援手。關愛基金提出7項針對性措施，建議優

先援助長者、低收入家庭、綜援兒童，以及嚴重傷

殘人士等4類人士，具體措施包括為長者提供醫療

及家居清潔援助、向非公屋低收入家庭派發租金津

貼，另向約5萬名低收入家庭兒童派發膳食津貼補

充營養，及向嚴重傷殘人士提供生活津貼。關愛基

金福利小組主席周永新指各措施涉及金額或逾2億

元，較預留的1億元多一倍，冀可於

暑假前落實。

關愛基金建議援助措施
受惠者 援助措施的具體內容

長者 津貼長者聘請他人協助清潔
家居，亦會研究協助醫療上
的方案。

非租住公屋的 提供一次過2,000至3,000元租
低收入家庭 金資助。

貧窮家庭兒童 發放每年3,000至4,000元的午
膳津貼，受惠者料達5萬人。

嚴重傷殘人士 按傷健者情況，提供合適的
生活津貼。

資料來源：周永新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郝君兒

關愛基金福利小組委員會昨晨就第一年援助方案開會，周永
新會後表示，會上曾經討論多項建議，並識別出包括長者、低
收入家庭、綜援兒童，以及嚴重傷殘人士等4類需要提供協助
的人士，具體措施包括向非租住公屋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一次
過2,000至3,000元租金資助；及向5萬名貧窮兒童發放每年3,000
至4,000元的午膳津貼。

涉款逾2億 冀暑假前出台
委員會又建議，津貼長者聘請他人協助清潔家居，另外在醫

療上研究協助長者的方案；同時按嚴重傷殘人士的情況，提供
合適的生活津貼。周永新表示，有關援助建議涉及金額可能逾
2億元，較原定預留的1億元多超過一倍，稍後要等督導委員會
批核能否增加撥款，再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期望有關措
施可趕及6至7月暑假前出台，至於這些短期措施能否成為永久
措施，周永新表示仍有待政府檢討。

注資照顧N無 無收到資料
政府早前表示會注資到關愛基金照顧N無人士和非永久居

民，周永新昨日表示仍未收到相關資料，據他了解現時當局未
決定用哪種形式注資，所有小組委員都希望盡快跟政府開會，
提供意見和訂立細節。周永新又表示，據他了解，協助新來港
人士的措施，將交由基金的民政小組委員會討論。

工聯倡資助長者牙保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歡迎有關建議，認為多項措施可望

覆蓋部分未能受惠財政預算案的市民，但他希望關愛基金會考
慮資助長者牙科保健，並向有需要的新來港人士派發現金。
伍太一家4口每月依靠丈夫做散工維持生活，每月家庭收入

只有7,000至8,000元，其中2,000多元花在租金，她認為如有租
金津貼總比沒有好，現時生活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是住屋問題，
不過如有選擇，她情願要公屋也不要津貼，表明看 子女日漸
長大，活動空間有限，最希望可盡快上樓；至於低收入家庭子
女或可獲得午膳津貼資助，伍太則不太歡迎，她擔心會造成標
籤效應，最終打擊子女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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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

兒、蔡競文）港府提出，向每名
18歲以上永久居民派發6,000元。
昨日有消息指，金管局已開始就
如何派錢跟銀行商討，初步可能
透過市民銀行戶口發放。
匯豐香港區總裁馬凱博昨日表

示，本港銀行同業系統及付款系
統運作具有效率。假如政府透過
銀行派錢6,000元，相信運作問題
不大。

或以「出糧」戶口作首選
昨日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表

示，政府向合資格市民派發6,000
元的方法基本上已敲定，金管局
已與數間本港主要銀行開會，落
實銀行作為其中一個分派途徑。
當局會研究以身份證號碼識別市
民戶口，然後再注資。如果識別
出有多於一個戶口，則有兩個可
行方案。其一是：以「出糧」戶
口作為首選戶口；又或以一個財
政年度作限，計算客戶在該年度
交易最頻繁的戶口，透過該戶口
發放6,000元。

研其他渠道派給無戶口市民
對於一些沒有銀行戶口的市

民，當局研究改以其他渠道發
放，例如：讓他們到政府部門填
寫表格申請。

金管局與銀行洽細節
據了解，金管局已向銀行表

示，希望盡快談妥細節，令市民
早日領取，但沒有提及哪個日子
前一定要派錢。
馬凱博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

派錢執行方法應由政府和金管局
主導，並非由銀行決定；最重要
是由政府解釋派錢做法，該行至
今暫時未有任何消息。他表示，
香港有完善支付系統，銀行戶口
也較為普及，以過戶方式派錢，
系統上是可行的。而透過銀行派
錢為可行方法之一，執行上不會
有太大困難，運作問題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港府較早前委託中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及基
層醫療學院，進行長者醫療券計劃的中期檢討結果終於「出爐」。報告發
現，23%有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中，原來一直習慣向私家醫生求診，反之
43.2%未曾使用醫療券的長者中，則原本已經依賴公共醫療服務，認為首
兩年的試驗計劃，並無改變長者的求診習慣，不能把使用公共醫療服務
的長者，轉移到私型基層醫療，更預料即使增加醫療券資助，長者仍不
願意自費作預防性護理，不能達到醫療券推出目的。

僅7%醫療券用於預防護理
長者醫療券計劃2009年推出，當局每年會向70歲或以上長者提供250

元，資助他們向私家醫生、中醫、物理治療師等求診。計劃推行至今，
全港約67萬名合資格長者，僅得40萬人登記開設醫療券戶口，當中約30
萬人用過醫療券求診，佔合資格長者45%。中大訪問逾千名長者則發
現，66%受訪長者「用家」坦言，資助未有令他們更多使用私家醫生服
務，而現時69%醫療券申報用於治療偶發性疾病，僅7%醫療券申報是用
於預防護理服務，幸75%使用醫療券長者會經常光顧同一私家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港府推出長者醫
療券已逾2年。繼早前宣布撥款10億元延長計劃3
年，並把每年資助額由250元「加碼」至500元後，
食物及衛生局決定再增加誘因，加大醫療券應用範
圍，容許註冊視光師為長者提供治療和預防性護
理，例如檢查糖尿眼等，但規定長者不能以醫療券
購買眼鏡。

未用完金額可滾存3年
財政預算案早前宣布，根據長者醫療券計劃中期

檢討建議，會延續長者醫療券計劃3年。食衛局昨
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詳細交代有關檢討結果及日
後實施建議。當局表示，除了會把每名長者的資助
金額由每年250元，「加碼」至每年500元外，也容
許現時未用完的資助金額，可滾存至未來3年繼續

使用。但受資助的長者年齡則不變，即維持70歲或
以上。
由於中期檢討報告指出，僅7%長者醫療券申報

用於預防性護理服務，當局將加強宣傳及教育，並
會與合資格醫療服務提供者合作，推廣自願性質並
以臨床常規為依據的長者健康檢查計劃；長者可選
擇以醫療券支付部分或全部費用。
為搜集更多長者使用醫療券模式等數據，食衛局

將提升「醫健通」系統，進一步收集醫生臨床診斷
資料，也會要求私家醫生輸入長者每次用醫療券時
需要分擔的自付費用。

只用於醫療服務 不能買眼鏡
檢討報告中，有28%受訪人士提議在計劃中加入

視光師。食衛局決定，容許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

於註冊名冊第1部分註冊的視光師加入計劃，為長
者提供治療和預防性的護理服務。但醫療券只可用
於醫療服務，不能用以購買眼鏡等器具。香港執業
眼科視光師協會會長鄭偉雄對措施表示歡迎，認為
有助轉移一批於公立醫院排期輪候驗眼的長者，光
顧私人執業視光師。他指，於註冊名冊第1部分註
冊的視光師約有800人，當中200人為私人執業。他
們能提供專業驗眼服務，包括為白內障及糖尿病人
驗眼，預料大部分人會登記參加計劃。

李立航籲「加碼」至1200元
香港長者權益協會總幹事李立航，對當局未肯再

加碼表示失望。李立航認為，500元資助過少，長
者很快用完資助，最終又回流至公立醫院體系，建
議有關資助增加至1,2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關愛基金提出多項措
施援助4類人士。有學者指出，特區政府首要工作是與
民間組織、非政府機構等合作，找出不受現行社會福
利保障的長者、兒童或家庭的確實數字。至於如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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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專業持續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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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派義工直接上門清潔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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