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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長傷津出「三糧」惠120萬人
涉55億元額外開支 財爺回應民生訴求

增2800床位 醫局撥款多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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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扶貧紓困扶貧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文森）庫房

「水浸」，財爺鬆手出「三糧」予綜援和領取

津貼的長者及傷殘人士，涉及55億元額外開

支，預計近120萬人受惠。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黃國健表示，工聯會要求津助出雙糧，結果出

「三糧」，感到喜出望外，認為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有回應民生訴求。不少基層家庭亦表示歡

迎，但認為設立長遠措施對他們的幫助更大。

退保「隨付隨支」恐難維持 「伙伴倡自強」加碼 更多社企受惠

500億醫療基金分配落實

政府今年豪氣出「三糧」，首度同時額外發放兩個月
津貼予領取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

津貼和傷殘津貼人士。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決定出「三
糧」前考慮到宏觀經濟環境不穩定、振興本地短期經濟
的需要以及政府在短中期內較穩健的財政狀況，又指中
產階層亦有獲得稅務寬減，「紓緩措施不只傾斜向低下
階層」，預計待立法會財委會通過預算案後一個至兩個
月內發放。
總受助金額最多的群組為綜援戶，涉及24億元、39萬
人受惠；其次為44萬領取長生津的老人，涉21億元；生
果金以及傷殘津貼各佔5億元。

10分畀8分 婆婆「點讚」政府
88歲的婆婆李珍雖然不知財政預算案昨日公布，但聞
及預算案會出「三糧」，即時笑不攏口。李婆婆指，本
身有領取每月2,285元的長生津，平日會將多餘錢儲起，
對於可一次過領取近7,000元津貼，亦不禁追問「幾時有
得拎」。
她又指，出「三糧」後希望可「去個旅行，甚至食好

少少，對自己又好少少」，希望政府「派糖」措施長派
長有，認為政府有關心長者，財政預算案若以10分為
滿，她給予相當高的8分，「當係讚下政府叻啦。」
育有兩名子女、領取綜援的陳太亦表示感到高興，
「之前出兩個月，但今次出三個月，好開心」，但她同
時希望政府訂立長遠措施，「暫時幾個月當然會過得好
一點，但一年有12個月，長遠措施的幫助會更大。」
今次是政府首度同時出「三糧」予領取綜援、生果

金、長生津和傷殘津貼人士。2008年，時任行政長官曾
蔭權曾宣布出「三糧」，但受惠人士只限領取生果金的
長者，當時綜援戶獲發「雙糧」。至於出「雙糧」的甜
頭首次出現於2007年，由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預算
案提出，綜援戶及長者同時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預留500億元作
退休保障之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宣讀預算案時
表示，必須關注退休保障安排的可持續性，由當代僱
員和僱主供款支付上一代退休人士的退休金做法
（「隨付隨支」），據其他國家及地區經驗顯示，最
終難以維持。
曾俊華昨日表示，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政府先

後研究不同形式的退休保障安排，社會也有廣泛的討
論，意見紛紜，扶貧委員會將於今年下半年再就退休
保障諮詢公眾。不過，觀乎不少國家及地區的經驗，
「隨付隨支」的退休保障安排，隨着人口老化，受養

人口增加和就業人口減少，最終難以維持，導致受養
人口的保障減少，或就業人口的負擔增加。他強調，
在討論退休保障安排時，需要仔細考慮這個情況的後
果，但無論香港社會最終決定的路向如何，改善有需
要長者的退休保障是社會共識，會預留500億元承擔
相關工作。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表示，特區政府將就退休保障進

行公眾諮詢，惟無論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都對全
民退保方案作出「不必要的負面論述」。社聯希望特
區政府不要在公眾諮詢之前過早作出判斷，而應持開
放態度，促進香港社會就退保方案早日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社會企業以商業運
作形式達至回饋社會的目的，理念值得推動。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1.5億元，展開為期4年、由
2016/2017年度至2019/2020年度新階段的「伙伴倡
自強」計劃，每年平均撥款較上期計劃為多，由2,250
萬元加碼至3,750萬元。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公布新年報財政預算案時

表示，民政事務總署自2006年推行「伙伴倡自強」計
劃，至今已經撥款1.8億元，資助成立161間社企，創
造2,600個工作機會。其中，八成的社企在資助期完
結後，仍然能夠自立持續營運。他希望推行優化措

施，讓更多種類的社企受惠，並鼓勵商界更廣泛參與
社企發展。
曾俊華續說，本地社企的發展已經有一定基礎，服

務性質和對象愈趨多元化，公眾對它們的認知亦有所
提高。這些社企除了創造就業機會之外，亦凝聚不同
界別的人士服務社會，如有社企以低於市價租金提供
樓房給一些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合租、為輪椅使
用者提供無障礙的士服務、成立餐廳聘請區內婦女等。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昨日指，當局將於今年完成檢討

計劃，決定是否增加每間社企的資助上限，及放寬申
請類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新年度福利經常開支達
597億元，佔特區政府經常開支18.4%，比本年度增加
9.5%。主要開支用於綜援及福利金的400億元津助，其
餘用於幼兒、康復、安老及家庭服務。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昨日宣布，增撥7,100萬元經常開支，增加長者日間護
理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名額，並會加強多項對殘疾人士
和精神病康復者的支援服務，包括住宿照顧和社區支援
服務，涉及每年額外開支1.6億元。
曾俊華昨日在預算案中指出，經濟增長主要有賴工作
人口和其生產力，為鼓勵更多婦女和年長人士加入職場
會幫助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特區政府將於下年度起，分
階段在需求殷切的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投放1.3億元、合共5,000個「延長時間服務」名額，紓
緩更多有需要學前兒童在職父母的壓力，首階段名額
1,200個，同時撥款約140萬元為相關中心提供行政支
援。

「中年就業」津貼涵蓋兼職
在推動年長人士就業方面，曾俊華表示，特區政府今

年會將「中年就業計劃」在職培訓津貼的涵蓋範圍擴展
至兼職工作。僱員再培訓局也會以年長人士為重點培訓
對象之一，協助他們重返職場。消息人士補充，去年展
開的相關研究將於稍後完成，會按調查所得的長者意
願，研究展開更多對應課程。
預算案並提出增加1.6億元額外開支，加強對殘疾人士

和精神病康復者的支援服務，當中約1.44億元會用於增
加逾1,200個各類型殘疾人士的住宿照顧服務及日間訓練
及職業康復服務，同時向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及長期護理
院舍增撥資源，應對殘疾人士老齡化。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希望將殘疾人士與起居照顧員的
比例做到20：1，至於職業護理師的比例為100：1。去
年已預留合共約8億元的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並將於
今年底正式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葉佩妍）因應人口老化
持續，政府早年預留500億元推出醫療改革，最新一份財
政預算案披露分配情況。政府消息人士指，今年度會投放
100億元設立基金，讓醫管局日後利用投資回報，推行公
私營協作計劃；到2018/19年度，政府會再撥出100億元
注資自願醫保計劃中的高風險池；另外100億元撥作貸款
給非牟利團體興建醫院及醫保退稅，而餘款200億元則撥
作公立醫院一般用途，包括公院建造工程。

100億元注資醫保高風險池
推行公私營協作計劃有助疏導醫管局病患，政府消息人

士指，預算案提及設立基金讓醫管局利用投資回報推行公
私營協作計劃，有關基金規模為100億元。該基金的目標
是把現有3區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分階段擴展至
全港18區，紓緩公營醫療系統應對人手短缺和需求急升
的壓力。不過，當局暫時未決定基金由何人監管，以及每

年回報率的數目。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08/0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表

示，會預留500億元支援醫療改革。在昨日公布的新一份
預算案中，曾俊華表示，現因應市民意見，將落實注資
100億元於自願醫保計劃中的高風險池。自願醫保計劃現
正進行第三期公眾諮詢，政府早前已投入首筆43億元的注
資予高風險池。政府消息人士指，經過多次公眾諮詢，指市
民意向清晰，因此當局決定撥出100億元注資高風險池。

中大借40億建醫院
另外，政府又會於2018/19年度撥出100億元，用作醫

保退稅，為購買受規管醫保產品的市民提供稅務寬免，同
時供非牟利團體借貸興建醫院，改善私家醫院病床嚴重短
缺的問題。政府消息人士指，中大已就興建香港中文大學
醫院，向政府提交計劃書借款約40多億元，此筆貸款將
包含於100億元的撥款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隨着人口老化，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宣布在2015/2016年度向醫院管理局提供經常
撥款490億元，較五年前的335億元增加接近五成，用以
增加250張病床、提供額外手術節數，及增加5.5萬個普
通科門診偶發性疾病診症名額等服務。
曾俊華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2015/2016年度衛生方

面總開支為706億，佔特區政府總開支約16%。政府增撥
2.86億元予衛生署，應付預計增加的合資格申請長者醫療
券計劃人數；為初生進行「先天性化謝缺陷」篩查試驗計
劃；推廣母乳餵哺；展開全港性的教育和宣傳運動，提高
市民對精神健康的認知等。
醫管局經常開支包括於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威爾斯親

王醫院、將軍澳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律敦治
醫院增設共250張病床；增加8款專門藥物納入藥物名
冊，用以治療多發性硬化、癌症、慢性丙型肝炎及克隆氏
症，每年惠約4,000名病人等。

政府消息表示，天水圍醫院將於明年中落成，兒童醫院
則於2017年中落成。

擴建醫院開支料810億
為了應付長遠的醫療服務需求，特區政府會推行多項醫

院工程，合共增加2,800張病床，開支預計達810億元。
其中，已動工或正在規劃的項目包括在啟德發展區的全科
急症醫院第一期、天水圍醫院、香港兒童醫院，及重建廣
華醫院、瑪麗醫院和擴建基督教聯合醫院等。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表示，醫管局會善用政府的撥款，致

力應付香港社會因人口增長及老化情況而不斷增加的醫療
需求，包括加強社區老人評估小組提供的服務，以及擴展
長者康復服務名額。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則表示，醫管局會繼續加強專業

培訓、改善工作環境、晉升前景與報酬，繼續吸引醫護人
手加入紓緩公立醫院人手短缺及前線工作壓力。

福利開支升9.5%達597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財政預算案「年年有餘」，
當局今年初預計，特區政府
2014/2015年度的盈餘為91億，
但昨日公布的預算案，就大幅上
調至683億元，令當局有更強實
力「派糖」。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形容，當政府推出所有措施
後仍然錄得盈餘，「這是一件快
樂的事，希望往後每年都能與全
港市民分享成就。」
曾俊華原預計2014/2015年度

只有91億盈餘，但因印花稅多收
297億元，增加超過六成；利得
稅多收185億元，薪俸稅和地價
收入分別較原來預算多51億和
32億元，政府支出則較原來預算
低3.4%，即140億元，令當局最
終錄得638億元的盈餘，也是連
續第六年結賬計算有過百億盈
餘。
在「實力雄厚」的情況下，新

年度預算案「派糖」贏盡掌聲，
但就有人質疑特區政府的理財哲
學由「審慎理財」變為「使得闊
綽」。
曾俊華昨日強調，特區政府絕

對沒有改變理財哲學，「由於本
年度財政有足夠空間，讓預算案
可以推出很多民生措施，特別是
福利、教育、醫療，並推出300
多億元的紓困措施、為醫保、退

休保障預留500億元，又為房屋儲備預留
270億元等。」
他笑言：「當政府推出所有措施後仍然

錄得盈餘，這是一件快樂的事，希望往後
每年都能與全港市民分享成就。這是很簡
單的數字，若（特區）政府做得到，定會
幫助有需要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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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婆婆對於可一
次過領取近7,000
元津貼，即不禁追
問「幾時有得拎」。

文森 攝

■人口老化持續，預算案披露政府早前預留500
億元醫療改革分配情況。圖為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照顧老人情況。 資料圖片

■預算案用910億提升衛生服務。 網上圖片

▲黃國健（右）表
示，工聯會要求津
助出雙糧，結果出
「三糧」，感到喜
出望外。

劉國權 攝

■醫院管理局經常撥款較五年前增加近五成，用
以增加250張病床。圖為威爾斯親王醫院病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