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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最重手 長者最開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向

基層人士派糖，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長生

津）等出「雙糧」，而交通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亦首次發放多一個月津貼，共涉約36億元。同

時，政府的社會福利經常性開支高達733億元，較本年度大增95億

元。福利加碼，以安老措施最大手筆，單是優化放寬長生津的兩項措

施，落實首年涉資逾65億元。

新年度預算案昨公佈，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高齡津貼（生果

金）、長生津均額外發放多一個月津貼。

交津低津亦出「雙糧」
政府消息人士指，多項津貼涉及34.9

億元的開支，共124萬人受惠。而鼓勵就
業交通津貼（交津）及低收入在職家庭
津貼（低津）亦有「雙糧」。
消息指，前者開支有7,300萬元，惠及
3.5萬個家庭，後者則涉2,900萬元，料
4.8萬人受惠。
推行多年的交津，首次被納入出「雙
糧」範圍。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往的
發放「雙糧」範疇，主要為綜援及其他
補助金，因希望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
活，而去年推出的低津亦有「雙糧」安

排，因低津與交津性質相若，故一併發
放，並非由於交通成本上漲。

經常開支累增71.2% 社福稱冠
除一次性的紓困措施，政府福利經常
性開支亦高達733億元，較本年度的638
億元大增95億元，佔政府整體經常性開
支約20%。現屆政府先後推行長生津、
低津等援助措施。
由2012/13年度起，政府經常性開支的
總累積增加30.2%，而用於社會福利的增
加則高達71.2%，成增幅之冠。
733億元的福利開支，大多用於綜援及

公共福利金計劃，佔474億元，佔整體約
65%。政府亦推多項福利新措施，照顧長
者、殘疾人士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等不
同人士所需。不過，綜觀眾多新措施，

長者成為大贏家，所獲資源最多。

優化長生津 50萬人受惠
單單是兩項優化長生津的措施，包括

放寬資產上限至單身資產不多於14萬
元，或夫婦資產少於21萬元，以及在長
生津以上增設一層每月3,435元的高額津
貼（高津），上述措施涉及約47億元的
額外開支，連同以往推行的成本，共涉
款65億元。政府消息推算，推行首年有
50萬人受惠。
在其他安老的新措施方面，政府增撥

了2.5億元，加強對長者的照顧。消息人
士指，當中包括以3,100萬元，增加149
個資助安老宿位及25個長者日間護理服
務名額；3,600萬元用作改善7間現有合
約院舍的資助宿位及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名額的質素，前者涉及499個宿位，後者
增85個宿位。
消息又指，當局將撥1.8億元增加療養
照顧補助金，以及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
的補助金，共有7,800名長者受惠。

再寬粵閩養老 逾萬長者得益
至於為方便長者養老的廣東計劃及福建

計劃，再度推出豁免措施，在1年時間
內，豁免已移居廣東省及福建省的合資格
長者，須在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

的規定，共涉1.74億元。政府消息人士預
料，兩大計劃共10,900名長者得益。
勞聯認為，新預算案欠缺較長遠的財

政展望，盈餘高達928億元，卻未有實施
公屋免租金及協助N無人士的措施，且
未有解決強積金對沖的問題。勞聯指，
「庫房水浸」，政府有能力應成立基
金，支付因「取消強積金對沖」產生的
額外支出。

其他福利措施
加強支援有特殊需要兒童

增撥5.8億元，以豁免特殊幼兒教育
中心的服務費；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
驗計劃恒常化，未來2年分階段提供
7,000個名額。

加強幼兒服務

增加1.4億元予日間及提高幼兒照顧
服務等；並提高幼兒工作人員的薪
酬，與現時的幼師看齊。

增強寄養服務

增撥7,100萬元，提高寄養津貼；並
分階段增加240個寄養服務名額。

資料來源：財政預算案 整理：何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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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果金長生津出「雙糧」社福經常開支勁增9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政府早
前推出自願醫保諮詢報告，建議為符合
十項最低要求購買醫療保險的市民提供

稅務優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指出，
政府正研究相關稅務扣減的細節。政府
消息人士透露，現正聘請顧問進行研究
工作，期望下一份財政預算案能落實扣
稅的細節。

醫療衛生經常開支增32億
2017/18財政年度政府醫療衛生開支預

算為700億元，當中619億元屬經常開
支，按年度修訂預算增加32億元，佔政
府經常開支17%。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現正聘請顧問進

行自願醫保研究工作，例如計算在標準
保單下的參考保費，預料本年底至明年
初完成顧問報告，期望下一份財政預算

案能落實退稅的細節。

冀立法禁賣酒予未成年者
衛生署下年度獲10.7億元加強服務，

針對港人首次飲酒年齡出現年輕化的趨
勢，署方將投放600萬元進行禁止向未成
年人售賣酒類飲品的工作。現時酒吧及
領有酒牌的食肆不准售酒予18歲以下的
人士。政府消息人士指，儘管不少零售
店拒絕向未成年人士賣酒，惟現時法例
沒有此規限，故期望立法限制。
消息人士續說，金額用以進行立法及

宣傳教育工作，現正草擬有關法例，未
來1個月至2個月會把草案遞交至立法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期望本年中向立法會

提交草案。消息人士又稱，已經和相關
持份者，例如行業代表協會、酒商進行
諮詢，業界反對聲音不大。
消息人士透露，新法例會參考零售店

禁止向未成年人士出售香煙的法例，日
後法例通過後，如酒中的酒精含量超過
一定比率便不能向未成年人士出售；執
法則交由衛生署執法人員巡查，並參考
現時控煙辦公室的模式，有需要時考慮
成立「控酒辦」執法。
此外，醫管局下年度共獲553億元撥

款，包括544億元經常撥款及9億元非經
常撥款，較2016/17年度修訂預算增加約
19億元，政府下年度起亦向當局增加每
年20億元經常性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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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無」眼淚撈飯
祈求政府「關照」

「最窮時女兒
話，眼淚撈飯都要
食！」59 歲「N
無」人士陳女士在
新政策下無生果
金、無長生津、無
綜援，更被取消關
愛基金。原本做廚
房工的她因長年勞
碌疾病纏身，去年
被迫辭職，從此家庭重擔落在月薪僅1萬元
的25歲女兒身上，每月扣除3,600元劏房
租金及數千元醫藥費，女兒薪金所剩無幾，
一家三口要省吃儉用維持生計。
陳女士原本與家人同住內地，為孫女學

業，2004年來港與女兒三人租住深水埗劏
房。來港後，陳女士在酒樓做廚房工，朝六
晚十，十多年來積勞成疾造成頸椎半移位，
壓迫神經線，去年被辭退後，陳女士一直依
靠女兒過活，自言好難堅持。

她認為政府對「N無」人士毫無「關
照」，更被取消關愛基金令生活雪上加霜。
陳女士於2009年申請公屋，至今未獲上
樓，她質疑輪候公屋時間愈來愈長，政府根
本無視「N無」人士的苦況，「派糖派幾多
都輪不到我們。」

不滿全民退保無落實
82歲李太與李生年輕時日頭做工廠，夜晚

做清潔，儲儲埋埋湊夠錢買樓，兩人勤勤懇
懇一直工作到70歲才退休，現時雖有得住卻
因長年病痛每月醫藥開銷至少要5,000元。
李婆婆形容生活艱難，只能省住過，一年

只有母親節、父親節及各自生日時才獲子女
請客外出吃飯，平時為省錢幾乎餐餐吃菜及
番薯飽肚，她不滿政府未有落實全民退保，
保障長者生活。 ■記者 陳文華

自願醫保研扣稅 盼明年拍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本年
度政府財政盈餘高達928億元，盈餘較
預期高。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表示，將
預留300億元加強安老及殘疾人士康復
服務。政府消息人士指，資金應付長者
及殘疾人士所需，惟有關計劃方案尚未
公佈，暫未能制定具體措施，300億元
的資金是很大數目，凸顯了政府對安老
及殘疾人士的承擔。
特區政府預留300億元用作日後提升
院舍照顧服務質素、長者社區照顧服
務、加強在殘疾人士學前訓練及就業等

支援。政府消息人士指，該資金用作日
後制定短、中、長期措施，要根據年中
向政府遞交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及
正在研究的「康復服務計劃方案」而
訂。然而，因未有具體方案，相信現屆
政府不會動用該筆款項。

加強支援精神病患者
消息人士續指，暫未對分殘疾與安老

的資源比例，但相信不會出現爭奪資源
的情況。300億元是大數目，顯示政府
對兩方面的承擔，政府用於福利的恒常

開支會繼續，市民不應只着眼於300億
元。
在預留資金作長遠規劃的同時，政府

亦增撥1.7億元支援殘疾人士，當中逾
1.1億元用於增加殘疾人士日間訓練及職
業康復服務等名額。消息人士指，在全
港16間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增加共80
個服務名額、每中心增聘1名社工。
同時，政府亦會加強支援精神病患

者。消息指，因精神病患者除醫療外，
仍有其他就業等需要，須社工人手跟
進，將為全港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增

聘24名社工及80名福利員，斥資3,600
萬元，料惠及6,000人。
為促進殘疾人士就業，政府下年度向

創業展才能計劃注資1億元。消息料注
資可創造800個職位，直至去年11月，
該計劃共批出1.04億元，共110項業
務，創造包括清潔、餐飲、美容及生態
旅遊等1,146個職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以往

社會對肢體殘疾等肉眼看得見的殘疾人
士關注較多，認為是次財政預算案增撥
資源予精神病康服者是一大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香港人口
老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公共年金計劃的可
行性。昨公佈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指出，
該計劃已展開設計及研究，將提交報告予董
事局。政府消息人士昨透露，該計劃與市面
的同類產品有別，期限為終身，長者以一筆
過的資產投資，並能即時獲回報。

交按證設計 政府不補貼
政府推出公共年金計劃，協助長者將資產

轉化成每月穩定的退休收入，並已交由香港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設計及研究可行性。政府
消息人士表示，香港按揭證券正研究終身、
可持續及對市民有吸引力的方案，政府不會
補貼。
消息續指，市面上的年金均有供款期，惟

公共年金計劃有即時回報，退休人士以一筆
過資產投資，即承諾終身有保障。隨着香港
人均壽命愈來愈長，需面對人壽及投資回報
的挑戰，一旦參與，便要許下數十年的承
諾，風險較高，現階段要確保能收回行政等
成本，相信能吸引數以萬計的長者參與。

銀色債券適時再推
至於去年首推銀色債券試驗計劃，將於
2017/18年度再次發行。消息人士指，去年
公眾反應熱烈，超額認購近3倍，將以去年
的發行量為基礎再檢討下年度的發行，會因
應市場變化在適合時間推出。
另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成立工作小組，

與積金局及業界代表商討，研究建立「積金
易」或eMPF中央電子平台，提升強積金計
劃的行政效率，讓收費有下調的空間，並參
考海外經驗，制訂一個提升行政效率的電子
化強積金管理平台。

退休年金
研即享終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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