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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組主席倡設專項基金 重手解長者貧在職窮

羅致光：未來5年扶貧「黃金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徐海煒）香港貧窮懸殊問題愈趨嚴

重，特區政府早前重設扶貧委員會，全面整合福利政策。扶貧委員

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形容，未來5年

是扶貧「黃金期」，不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現在都是全力支持，

「如果今屆無成績，我相信以後都不會有」，建議特區政府利用目前

可動用的儲備，設立大型「扶貧專項」政府基金，「假設政府投放

1,000億成立基金，在確保經濟負擔持續遞減下做好長遠推算，相信

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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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關愛基金每年動用約4億至5
億元資源，推動各項針對性的

扶貧措施，而由於開支並不納入政府
賬目視作經常性開支，故在推出項目
時有更大的靈活性。
羅致光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特

區政府應參考關愛基金的做法，在確
保政府財政穩定的前提下，考慮善用
可動用的政府儲備，設立大型基金推
動「扶貧專項」，重點是針對解決長者
及就職貧窮。

料「夕陽效應」長者增受助減

他說：「據資產負債表角度，粗略
估計政府累積的可動用儲備約4,000億
至5,000億元，假設政府投放1,000億成
立基金，在確保經濟負擔持續遞減下
做好長遠推算，相信是值得研究的方
向。」
羅致光進一步解釋指，從長遠看，

雖然香港一定會出現人口老化，但隨
㠥強積金逐漸成熟、最低工資實施及
教育水平上升，加上領取綜援的人數
已經持續下跌，由幾年前的20%跌到
16%，及60幾歲長者工作的人口亦在
上升，而在目前的受助資格審查制度
下，無論是退休保障或長者貧窮問
題，未來10年、20年都會出現「夕陽
效應」，即長者數目增加受助比例會有
所下降，估計未來合資格取得政府

「扶貧專項」支援的長者數目可能會較
目前少，故在長者扶貧投入遞減的前
設下，從可動用的政府儲備中拿出一
個數額，以基金模式專項用於協助基
層長者等扶貧工作，將更有靈活性。

續發揮關愛實驗角色作用

針對施政報告提到會繼續利用關愛
基金，構思不同援助項目及試驗計
劃，發揮先導作用。羅致光說，關愛
基金儼同為社會保障制度「開後門」，
以填補政策研究過程中的空隙，甚至
是發揮「實驗角色」。任何制度都有漏
洞，惟很多制度改革都會牽一髮動全
身，「關愛基金未來可以進一步發揮
項目實驗的角色，如選取某地區或社
區團體的項目注資試行」。
關愛基金在推行初期成功在商界籌

募18億，加上特區政府注入的50億元
本金，他說，基金現時資源支出的速
度亦較預期慢，目前仍然剩餘10億至
12億元的民間籌款，加上存放金融管
理局的50億元政府注資本金，單是
2012年已收得約2.7億元的回報，深信
僅靠民間籌款和投資回報，已足以應
付未來5年的開支，故不會再主動籌
款，「政府基金經常性向民間籌款會
很奇怪」，但基金預計於運作三四年後
作一次全面的檢討，包括研究長遠的
資源來源問題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徐

海煒）扶貧委員會將於年內訂立貧窮
線。委員會成員羅致光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他傾向支持以家庭入息中
位數的一半為標準，初步估計會有近
130萬人低於該標準。但他強調，貧
窮線絕非等同政府扶貧資助的申請資
格，僅是政策或統計的「工具」，
「如整容前整容後，即量度扶貧政策
介入前後的成效」。
羅致光在訪問中指出，他認為貧窮

線應考慮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
標準，即1人家庭貧窮線為3,500元、
2人家庭為7,300元、3人家庭約10,000
元，初步估計會有近130萬人低於該
標準，並按年檢討，以確保貧窮線能
切合社會最新發展。
就社會上有許多人誤將貧窮線等同

申請政府扶貧資助的標準，羅致光點
出謬誤之處，強調貧窮線是政策或統
計「工具」，主要是發揮分析貧窮人
口特徵、制訂合適政策及評估政策成
效「三大功能」，而非要為受助資格
劃界，「福利、醫療、勞工、公屋等
各有不同政策目標，申請公屋的資格
就高於住戶入息中位數⋯⋯訂立貧窮
線後，並不會拉低（公屋）申請門
檻，否則好大件事」。

政府顯示決心 不積極「對唔住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斯昕、徐海煒）香

港社福政策自上世紀70年代的「井噴期」發展
到今天，已建立3條支柱的社福安全網和許多
配套措施，惟貧窮問題至今仍然是香港另一個
主要深層次矛盾。羅致光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形
容，特首以至中央領導人都表達了解決問題的
「政治決心」，故未來5年是香港扶貧的「黃金
期」和「機遇期」，「如果今屆無成績，我相
信以後都不會有」，自己不積極參與，就「對
唔住自己」。
羅致光在退出民主黨前，一直被視為該黨的

「大腦」，但在新屆政府上任後，他就「出
走」，積極協助特區政府制訂各項扶貧政策，
以致被指為「梁粉」。他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坦
言，自己從事扶貧工作幾十年，從未遇過像今

天如此好的扶貧「黃金期」，如果不積極主動
做好扶貧政策，只會「對唔住」自己，故他目
前幾乎投放一半時間研究扶貧政策，過程中亦
盡量採取主動。

扶貧其實就是「政治決心」

他解釋，扶貧工作其實就是「政治決心」，
「能做的早已做了，剩下的都是非常具爭議性
的建議，一定是大動作」，如全民退休保障其
實已討論了40幾年，但在社會討論多次都無
功而回，最終僅由中央公積金發展成今天的
強積金等，而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提出扶貧
政策承諾，國家領導人亦多次公開表達了對
香港民生問題的關心，「形勢上大家有意無意
地已『洗濕㜴個頭』」。

他又說：「梁振英的選舉工程，成功令港人
相信他對基層的熱誠，亦符合中央政府眼中貧
窮是社會基本矛盾⋯⋯如果他Deliver（落實）
不到這些承諾，會是Fatal（致命）的。」

幫社會做事「唔做就冇」

羅致光形容，未來5年是香港扶貧的「黃金
期」和「機遇期」，「我從事扶貧工作幾廿
年，從來無一個時刻看到如此好的機會」，例
如重設的扶貧委員會結構，亦較過往的扶貧委
員會更加對口，由政務司長直接督導相關政策
發展：「你話我幫梁振英定幫貧窮人口？我不
是幫政府，我幫社會做事，而政府亦是幫社會
做事！雖然我不樂觀亦看到難度好高，但唔做
就無！」

■羅致光接受本報專訪時形容，未來5年是扶貧「黃金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