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貼申請時間 表3
住戶類別 申請時間
1人住戶 2015年1月2日起
2人住戶 2015年2月2日起
3人住戶 2015年3月2日起
4人或以上住戶 2015年4月1日起
申請期結束 2015年8月31日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關愛基金關愛基金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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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早於2012年10月推出「為居住
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的

一次性津助項目，並於去年8月通過由同年
12月起接受「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
戶一次過生活津貼」的申請，關愛基金其後
檢討項目後發現，受惠人士及其他持份者均
認同項目能幫助低收入住戶紓緩經濟壓力，
最終亦落實施政報告建議，決定第3次推出
項目。
重推項目將大致沿用現行項目的受惠資格及
執行安排，但津貼金額會調升，並增設「4人
或以上住戶」類別及其津貼金額，以照顧「大
家庭」的需要。其中，1人住戶津貼金額由
3,500元增至4,000元；2人住戶由7,000元增
至8,000元；3人或以上住戶由10,000元改為3
人住戶的11,000元；新設的4人或以上住戶津
貼金額則劃一為13,000元（見表1）。項目由
基金秘書處負責落實推行，並由非政府機構營
辦的239個服務單位協助推行。

設入息及租金上限
受惠住戶須以月租（或更長租期）形式租
住私人樓宇、工廈、商廈、民政事務總署轄
下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宿位；或居住於
臨時房屋、船艇或是無家者。此外，受惠者
的每月入息不得超過指定限額，其租住單位
的每月租金亦設有上限（見表2），且屬非
綜援戶及沒有在香港擁有任何物業。
羅致光指出，秘書處將於下月起，按住戶

人數分階段
核實首次推
行項目時的受
惠住戶（舊申
請 住 戶 ） 的 資
格，並向其發出通知
信，同時接受新申請
（見表3）。如舊有受惠住
戶符合項目的受惠資格，須於申
請期結束前，填妥夾附於通知信內的
回條及附錄，寄回秘書處以確認資格。

申請至收款需30天
秘書處在核實住戶的資格後，會發出核實

資格結果通知信，並按住戶於首次推行項目
時選擇領取津貼的方式（即以銀行轉帳或抬
頭支票）安排發放津貼，需時約1個月，1人
住戶最快可望明年2月初獲發津貼。然而，
如舊申請住戶的家庭狀況有變，例如有合資
格的新成員等，則須重新遞交申請表。秘書
處收到申請後，會將住戶的資料轉交相關服
務單住以聯絡住戶作出跟進。秘書處及服務
單位亦會審核每份申請，並會抽查部分申
請，由服務單位進行家訪及入息審查。
羅致光指出，項目已是第3次推行，但強
調「不是租金津貼」，只是協助無法受惠於
政府紓困措施的「N無人士」，亦無意將項
目恒常化。他又表示，正研究項目對「N無
人士」的援助成效，料明年4月公布結果。

「N無」四口家 津貼增三成
關愛三度施援手關愛三度施援手 44..77億惠及億惠及1212..66萬人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基層家庭生活逼人，處於「安全網」以

外的「N無家庭」更是苦苦支撐。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昨日宣

布，將於下月推出第3次「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

貼」，將津貼金額調高10%至14%，受助家庭將按人數分別獲發一

次性的4,000元、8,000元、11,000元和13,000元不等的津貼

金額，其中新增的「4人或以上住戶」由今年津貼10,000激

增三成至明年的13,000元。整個項目涉款約4.68億元，

估計全港約5.3萬個家庭、12.6萬人受惠。基金專責小組

主席羅致光強調，項目旨在協助「N無家庭」紓困，並非

租金津貼，亦無「恒常化」的打算（見另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
愈趨老化，因年長及殘疾問題引起的經濟及
醫療需求亦不斷增加。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
的專題報告指出，估計本港去年約有57.8萬
名居於院舍及住戶內的殘疾人士，佔全港人
口的8.1%，不論數目及比例均較2007年的
36.1萬及5.2%為高。就業殘疾人士的每月
就業收入中位數為9,500元，較整體就業人
口的13,000元低27%。
政府統計處昨日出版社會統計《第62號

專題報告書》，刊載有關2013年殘疾人士
及長期病患者統計調查的詳細結果。殘疾人
士是指一些從事某種活動的能力受限制或有
所欠缺的人士，而該種活動對一般人來說，
是可用正常方式或在正常能力範圍內做到。

報告書指出，估計在統計期間約有57.8萬
名居於院舍及住戶內的殘疾人士，涉及的殘
疾類別包括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視覺有困
難、聽覺有困難、言語能力有困難、精神病
／情緒病、自閉症、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佔全港人口的8.1%。
他們當中，37%人士有多於一種殘疾類別。

19%人口需長期服藥
調查結果亦顯示，全港約有137.5萬人需

長期接受藥物治療、覆診或打針服藥以治療
疾病，佔全港人口約19.2%，數目及比例亦
較2007年的115.2萬及16.7%為高。此外，
68.8%殘疾人士表示生活有困難；而居於住
戶內而有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的殘疾人士當

中，照顧者的每周通常照顧時數中位數為28
小時。
另一方面，76,200名就業殘疾人士最普遍

從事的3個行業類別為公共行政、社會及個
人服務（佔27.3%），金融、保險、地產、
專業及商用服務（佔19.7%），零售、住宿
及膳食服務（佔17.4%），與整體就業人口
最普遍從事的行業相同。收入方面，約半數
就業殘疾人士每月就業收入少於1萬元，而
整體就業人口的相應比例則約為33%。就業
殘疾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9,500
元，亦較整體就業人口的13,000元低27%。
撇除在庇護工場工作的殘疾人士，就業殘疾
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則為10,000元。
是次調查亦有搜集有關居住於院舍及住戶

的智障人士的資
料，儘管統計處已
採取了多項措施以
提高是項統計調查
的回應率及搜集所
得數據的素質，但
有個別受訪者可能
因患有精神病、情
緒病；或未有發覺
已出現輕度自閉
症、特殊學習困難等而未有準確地報告某種
殘疾情況，以致或出現低估情況。

全港智障者料達10萬
報告書表明，根據統計調查的結果，估計

在統計時約有21,700名智障人士，明顯較截
至2013年6月在康復服務中央檔案室登記的
34,400名智障人士的行政數字為低。根據粗
略的統計評估，全港智障人士的總數可能介
乎7.1萬至10.1萬人之間。

殘疾者就業 收入低27%

津貼的入息及租金上限 表2
住戶人數 入息上限 租金上限

1 9,670元 4,835元
2 14,970元 7,485元
3 19,820元 9,910元
4 24,750元 12,375元
5 27,490元 13,745元
6或以上 30,780元 15,390元

註：入息及租金均以遞交申請表時過去3個月的平均金額計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受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影
響，涉及70萬基層市民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實施日遙遙無
期。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及「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
過生活津貼」是否「低津」的替補，以及「低津」實施後是否不
再推行有關計劃時，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斬釘截鐵地表
示，兩項計劃並無直接關係。他又強調，無意將已屬第3次推行的
項目恒常化，是基於其目的在於紓困，今後再推行與否亦需視乎

財政預算案的紓困措施。
有關注基層團體及劏房戶歡迎關愛基金繼續向「N無人士」

發放一次性津貼，更將津貼金額「加碼」，認為有助減輕他們
住屋開支上的負擔。不過，團體同時希望當局將項目恒常化，
令更多人受惠。此外，團體亦擔心有居於工廈及商廈的劏房
戶，害怕申請津貼後單位會被取締，而不敢提出申請，令他們
未能受惠。
羅致光昨日承認，關愛基金每次推出援助項目時，都會一併評

估其恒常化的可行性，而過去亦已有多個項目，例如為小學生提
供午膳津貼等，亦已由各政府部門恒常推出。但他指出，自從第
一次推行「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時，
並無考慮將其恒常化。

是否繼續 視乎財爺有無「派糖」
羅致光解釋指出，推行有關項目的其中一個出發點是財政司司長

不時會在財政預算案中推行一次性紓困措施，例如向綜援戶多發一
個月津貼及為公屋住戶代繳租金等，「但卻未能惠及非綜援、公屋
住戶及露宿者等N無人士，關愛基金正好發揮其功效。」
他又指出，推行「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

貼」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透過服務單位接觸並了解該些「N無人
士」，將他們連接起來，並向他們提供各種需要的援助，因此並
無恒常化的考慮。他表示，日後會否再次推行，要視乎財政預算
案有否紓困措施。至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羅致光則指兩
者在設計與構思上，都無直接關係，不能混為一談。

每次均屬一次性 無意恒常化

津貼額變化 表1

類別類別 金額金額 增幅增幅

11人住戶人住戶 44,,000000元元 1414..33%%

22人住戶人住戶 88,,000000元元 1414..33%%

33人住戶人住戶 1111,,000000元元 1010..00%%

44人或以上住戶人或以上住戶 1313,,000000元元 新增類別新增類別

註註：：20142014年只分年只分11人住戶人住戶、、22人住戶人住戶、、33人或以人或以

上住戶三個類別上住戶三個類別。。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關愛基金關愛基金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

■■「「非公屋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非綜援的低收
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並並
無恒常化考慮無恒常化考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探訪在庇護工場工作的殘疾人士。 資料圖片

■羅致光說，津貼旨在協助
「N無家庭」紓困，亦無「恆
常化」的打算。 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