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扶貧委員會於昨天高峰會除

了公布貧窮線外，同時亦宣布推出3個專責小組的項目：「明

日之星」計劃，為學童提供職前支援和引導，以及企業探訪和

實習機會；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以跨界別合作的手法幫

助扶貧和防貧；《有能者．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

多家私人企業率先承諾聘用殘疾人士，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情

況。特首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扶貧措施要多元化，不能只靠

金錢方面的援

助，而是要對

症下藥，針對

性處理貧窮背

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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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線
訂立

昨天公布的「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本港貧窮情況非常複
雜，梁振英在昨日在扶貧高峰會上致辭時強調，由於貧窮成因複

雜，所以不能只靠單一的措施，解決所有貧窮家庭的問題，亦不應只局限
於社會福利及保障，其他政策範疇亦要配合，而扶貧政策及措施不應只針
對問題的表徵，只㠥眼金錢方面的援助，而是要處理貧窮背後的成因，對
症下藥。

商界專業育「明日之星」

為了多角度解決貧窮問題，扶貧委員會除了公布貧窮線外，同時亦宣布
推出3個專責小組的項目。其中，為了協助本港基層學童有更多機會向上
流動，避免他們「輸在起跑線上」，扶貧委員會推出「明日之星」計劃，
集合各大商會及專業團體的支持，以基層家庭的青少年為目標，提供職前
支援和引導，以及企業探訪和實習機會，藉此擴闊他們的眼光，啟發他們
為自己訂立更清晰的人生目標，協助及鼓勵他們在社會逐步向上流動。同
時亦設有獎學金，獎勵積極面對逆境的基層學生。

供職前支援企業實習

「明日之星」計劃將陸續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推出，目標為在第一年
推行時得到約500間機構的支持，提供實習或學徒職位，讓7,000多名年輕
人受惠，而香港賽馬會亦已為此計劃下的「上游方程式」項目撥款300萬
元，資助學童利用計劃，增加他們上游機會。

5億基金倡創新扶貧

另外，扶貧委員會得到獎券基金撥款5億元成立「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
基金」，希望透過「創新」及「跨界別合作」達致扶貧、防貧及防止社會
孤立的效果。「社創基金」不會與其他現行的政府措施或基金的功能重
疊，亦不會取代現有社企及私人參與者，而是通過互補產生協同效應。
社創基金專責小組正籌備在今年第四季，以公開邀請方式委聘首批中介

機構協助推展基金的工作，而申請者將不限於社會服務機構或非牟利機
構，同樣亦會接受沒有機構或組織背景的個人提出扶貧構思。另外，專責
小組亦會開始探討一個關於食物援助的旗艦項目，希望以政府政策外的方
法進行扶貧工作。

30機構承諾聘殘疾者

本港殘疾人士就業問題一直受到各界關注，委員會推出《有能者．聘之
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旨在推動公私營機構殘疾人士就業。昨天高
峰會上已有逾30個機構代表成為計劃的先導夥伴，率先承諾聘用殘疾人
士，稍後亦會有不同的宣傳活動，呼籲更多商界加入約章，改善殘疾人士
的就業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扶貧委員會昨晨於政
府總部舉行高峰會，多個
團體則在場外請願。其中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連同一
班低收入人士，昨日由金
鐘港鐵站遊行至政府總
部，促請政府盡快設立低
收入補助金，幫助在職貧
窮人士。「爭取全民退休
保障聯席」則要求政府盡
快落實「全民退休保
障」，並且訂立時間表和
路線圖，以及就可行方案諮詢公眾。
而高峰會舉行期間，場內亦出現零星抗議。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

行政長官梁振英致辭期間多次打斷發言，又高叫口號，要求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梁振英其後要求大會請梁國雄離場。有示威者在梁振英發言後
遞上示威道具，要求當局關注貧窮問題。多名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代
表則在場內高叫口號抗議，並舉起「減貧三成」的標語，經主持人勸喻後
坐下繼續會議。

長毛又搞事被逐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歐陽文倩）

扶貧委員會昨日公布官方貧窮線，多個
政黨對此反應正面，亦有政黨認同要完
全滅貧並不可能。其中民建聯表示歡
迎，並期望當局從速審視現時扶貧措施
成效，針對性支援貧窮人口。工聯會形
容是「破天荒舉措」，反映政府更積極應
對本港貧窮現象。另外，多個反對派政
團則要求政府以滅貧為目標。

民建聯：助評估措施成效

民建聯對政府訂立貧窮線表示歡迎，
認為此舉可為社會制定一個量度貧窮指
標，有助審視本港貧窮現象，以及評估
現時扶貧措施的成效。該黨期望當局從
速審視和檢討現行各扶貧措施和成效，
以便針對性支援貧窮人口，改善生活。
民建聯建議當局為在職貧窮人士建立

第二層社會安全網制度，例如將現有的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轉化為「低收
入家庭生活補助計劃」，並可將現時課後
功課輔導計劃擴至中學，並且增設「清
貧學童課外活動津貼」，協助基層兒童和
年青人向上游，減低跨代貧窮。至於失
業貧窮人士，則建議當局積極透過措

施，協助失業人士強化工作知識及技
能，促進再就業。

工聯會：反映有勇氣承擔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指出，本港經濟於
過去多年雖保持增長，但貧窮人口卻沒
有減少，基層市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
果。她形容設立貧窮線是政府的「破天
荒舉措」，同時反映政府更積極和有勇氣
承擔和應對貧窮現象。
林淑儀又表示，本港有很多人屬在職

貧窮，他們沒有領取社會綜合援助，但
工作收入低微。她建議政府可以「多勞
多得」為原則，提供鼓勵性低收入津
貼，鼓勵他們脫離貧窮。

新民黨：滅貧還須拓經濟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認同政府的說法，指貧窮線只是用作參
考。她解釋，如果一切以貧窮線作準，
「日後入息中位數一上升，就會多了很多
窮人」，影響巨大。她認為，政府資源有
限，扶貧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幫助最窮
的人」；而解決貧窮問題，最重要還是
發展經濟，其中上海的自貿區就是一個

好例子。此外，葉劉淑儀認同特首梁振
英所說，要完全滅貧並不可能，指「窮
人世界各地都有」。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林振昇亦促
請政府盡快設立低收入補助金，以助在
職貧窮人士。他認為，援助低收入人士
措施須同時設供申請人以個人和家庭申
請，只需要經過簡單入息審查，而毋須
資產審查，估計政府每年所需開支為約
25億元。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表示，可接
受以相對貧窮的基準劃定貧窮線作為參
考，但對政府未來提出具體滅貧指標表
示遺憾。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亦認為，政
府制訂貧窮線長遠目的是要滅貧，而本
港53萬在職貧窮人士，應是政府優先協
助的對象，建議政府應檢討處於貧窮線
下綜援戶的情況，同時需要增建公屋作
扶貧。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批評政府為了
施政報告，令扶貧工作延後半年。工黨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則認為，政府指不能
滅貧是「未打仗先投降」，要求政府以貧
窮線為扶貧項目的指標，並以滅貧為最
終目標。

跨界別助殘扶幼3項目㝠動
特首：扶貧要多元 對症下藥不只靠派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王維寶) 對於政府將貧窮線訂在住戶入息
中位數一半，受扶貧委員會委託研究退休保障的港大教授周永新表示，得
出貧窮人口數據只是初步工作，亦需要了解不同人口貧窮的成因，從而制
定對策。他又指，扶貧委員會數字顯示每3個長者就有1人處於貧窮線下，
認為政府需要評估對長者的援助是否足夠，以及研究是否需要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他透露，已經完成全民退休保障研究的第一階段工作，審視了全
球逾20個國家的情況，預計將於明年初提交研究報告。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出，政府提供的貧窮人口數
據十分充足，而以入息中位數50%制訂扶貧線的做法，亦仿傚歐洲國家做
法，具認受性。不過，他雖然認同難以做到絕對滅貧，但認為當局應定出
一些減貧目標，例如希望將貧窮率減至某個百分比，及貧窮線以下的在職
貧窮戶比率降低多少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王維

寶、張文鈴) 政府昨日公布貧窮線，定於
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社福界人士都
表示歡迎，形容是一個里程碑，亦是政
府有誠意的表現，期望特首梁振英在新
一份施政報告會提出幫助低收入家庭及
少數族裔的扶貧措施。

余志穩：盡快推貧戶補貼

扶 貧 委 員 會 委

員、樂施會總裁余

志穩對於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表明關
注在職貧窮家庭，
及有意向他們提供
低收入補貼表示歡
迎。他建議當局盡
快落實推行「低收入家庭補貼」，以確保
需要養兒育女的在職貧窮家庭，在不用
申領綜援的情況下，維持一家最基本的
生活水平。
他又認為，梁振英「不可能滅貧」的

言論，在技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因為
現時是採用相對貧窮的慨念，而非生活
的『基本需要』。」他指出，樂施會正進
行有關港人生活「基本需要」的研究，
預計明年第一、二季完成。

何喜華：非刻意壓縮人數

扶 貧 委 員 會 委

員、社區組織協會

主 席 何 喜 華 則表
示，將家庭入息中
位數的50%列為貧
窮線，並非刻意壓
縮貧窮人口，指有
關比例是按國際做
法，有助分析本港目前貧窮狀況。他又
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將貧窮人口降至
零，但相對其他與香港類似經濟體系，
本港貧窮率較高，例如兒童貧窮率高達
20%，類似經濟體系只是4%至5%，情況
令人憂慮，希望扶貧委員會定出滅貧步
伐和指標，並促請政府推出生活補貼。

方敏生：應快訂減貧目標

社聯行政總裁方

敏生出席活動後表
示，制定貧窮線是
里程碑，期望政府
下一階段訂立減貧
目標，並寄望現屆
政府任期完結前，
可將貧窮人口比率

降至單位數。她認為，政府制定的貧窮
線是按國際標準，以收入量度貧窮是客
觀，有助日後扶貧工作，而貧窮是結構
問題，要解決問題需要政策去處理，但
前提要有共識。她稱，知道政府未來會
提交全民退休保障的報告，但研究不等
於推出政策，要建立社會共識，希望政
府盡快推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亦希望
扶貧委員會下半年可制定更多改善長者
貧窮的政策及方案。
她稱，政府是次制定貧窮線是有誠意

的表現，期望梁振英新一份施政報告，
會提出幫助低收入家庭及少數族裔的扶
貧措施。方敏生又稱，本港雖然有巨額
儲備，但派錢不能解決所有貧窮問題，
認為必須透過政策，消除阻礙社會向上
流動的不公平政策，解決貧窮問題。

香港融樂會執行委員會主席Raj Tiwiri

則認為，扶貧措施應涵蓋少數族裔居
民，讓有需要但不同種族背景的市民有
平等機會受惠於各項政策。他呼籲當局
盡快改善教育制度內的種族隔離現象，
並開展有效的「中文為第二語言」課
程，以提供足夠支援措施予學校和學
童。他又希望當局因應在職青年及成人
的特徵和需要，設計合適及具質素的語
言及職業訓練計劃。

政界認同設貧窮線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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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籲評估對長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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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星」計劃旨在協助基層學童有更

多機會向上流動。圖為一小學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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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紅衣者)在梁振英致辭期間高叫口

號，被逐離場。 彭子文 攝

■余志穩

■何喜華 莫雪芝 攝

■方敏生 張文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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