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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安老政策 日日皆「長者日」

特區政府早前公佈，香港去年
的貧窮率微升 0.4 個百分點至
14.7%。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
出，計算貧窮線有一定局限性，
即使已退休的高資產長者，可能
也會被界定為貧窮，惟政府扶貧
工作的力度會持續加大，過去5
年間投放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
大增71%，已顯見政府的承擔和
重視。

張建宗：計貧窮線存局限
昨天是長者日，張建宗發表網
誌指出，這是一個重要日子，政
府一直高度關注長者生活，尤其
扶貧、安老、助弱，透過善用公
共資源，解決貧窮問題。政府上
周公佈去年香港貧窮情況的分
析，是一個很好機會為今屆政府
的扶貧工作展開序幕。
他表示，去年香港的貧窮人口
微增2.4萬人至99.6萬人，連續第
四年低於100萬，貧窮情況大致
平穩，但因面對人口高齡化及結
構性轉變，對整體貧窮數字構成
上升壓力。65歲及以上長者的貧
窮率超過30%，顯著高於其他年
齡組別，故去年整體的貧窮數字
輕微上升。
不過他解釋，計算貧窮線有一

定局限性，因其單單以住
戶收入為指標，即只計算
收入，不計算資產，而長
者大多數已退休，一般沒
有穩定收入，因此無收入
長者會被界定為貧窮，即
使已退休的高資產長者，
會被界定為貧窮線下的貧
窮人口。
他指出，在約34萬名貧

窮長者中，87.6%居於非
綜援住戶，其中逾70%長
者沒有經濟需要申請綜
援。另外，貧窮長者住戶
中，逾60%居於沒有按揭
的自置居所，比例創8年新高，
反映不少貧窮長者擁有一定資
產。
儘管如此，張建宗表示，政府

扶貧工作的力度持續加大，過去5
年間投放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
大幅增加71%，由428億元勁升
至733億元，顯示出政府的承擔
和重視。
他強調，政府不單要做好扶

貧，防貧才是長遠目標。政府提
出大刀闊斧改善「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將易名為「在職家庭
津貼」）計劃，預計於明年4月1
日實施，初步估計約10萬個住
戶，即30萬人會受惠。
此外，政府將推出多項措施加

強對長者的支援，包括優化「長
者生活津貼」，在明年中推出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向合資
格長者提供每人每月3,435元高額
津貼，估計將惠及數十萬名長
者。由於措施追溯至今年5 月1
日生效，目前領取長生津而合資
格申領高額長生津人士，屆時可
一次過獲發逾1萬元津貼。
他強調，扶貧工作停不了，今

屆政府與扶貧委員會將繼續緊密
合作，探討及處理貧窮問題。未
來政府亦會繼續努力發展經濟，
提供良好就業環境，並推出適切
措施支援弱勢社群，讓大家生活
得更美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政府上周召開記者會，分析去年香港貧
窮情況。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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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開支漲 扶貧停不了
10政府新招助老扶貧

■ 明年中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向合資格長者
提供每人每月3,435元高額津貼，並追溯至今年5
月1日生效，合資格長者將可獲發逾1萬元津貼

■ 未來一年，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由本年初的
3,000張，增加至6,000張

■ 推行「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及「支援在
公立醫院接受治療後離院的長者」兩項試驗計劃

■ 推行為期4年試驗計劃，成立專業團隊為私營安
老院舍和殘疾人士院舍住客提供外展服務

■ 擴大「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認
可服務提供者

■ 預留10億元成立基金，資助安老服務單位試用及
購置科技產品

■ 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易名為「在職家庭津
貼」，計劃擴展至一人住戶和增加津貼額

■ 計劃推出「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向每月公共交通開支超出指定水平的市民，
提供最高300元補貼

■ 關愛基金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受惠人搬遷津
貼試驗計劃

■ 關愛基金再度推行「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項目，同時調整計算和發放
津貼模式

資料來源：2017年施政報告、關愛基金網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去年的
貧窮人口，在政府福利政策介入後仍屬過去
數年最高，長者貧窮率的升幅亦顯著。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強調，貧窮線不是扶
貧線，而是用以評定政策成效，首要目標是
改善生活，政府不會為達指標，只針對協助
貧窮線以下人口。另外，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聯席等多個團體昨日發起遊行，力爭全民退
休保障。
羅致光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單

純人口增長已可令貧窮人口增加。而貧窮線
跟人口收入掛鈎，政府福利政策就跟通脹掛
鈎，一旦收入增長比通脹快，亦會影響貧窮
率的減幅。
他強調，扶貧首要目標是改善生活，而非只
為追求數字，解釋如果市民要求政府「跑
數」，只做好貧窮線下的人口，令他們脫困，
而對貧窮線上的人士就什麼也不做，雖然貧窮
人口會減少，但這並非政府之政策目標，因活
在貧窮線上的人，生活未必一定很好。
他承認，去年的扶貧措施效果不明顯，而

預期明年推出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
月有3,435元津貼，較長生津多約三分之一，
亦只可令貧窮長者人口減少1%至2%，津貼
金額未必能滿足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但他指出，實際上社會有一個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的制度，現行綜援制度便可提供協助，只是他也明
白，有些人不想依賴社會，要自力更生，他是完全尊
敬這些長者。

團體遊行促重研全民退保
另外，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等多個團體逾百人昨

日發起遊行。他們到達禮賓府外，先為早前因拾紙皮
被車撞死的長者默哀。其後把特首林鄭月娥、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及羅致光的頭像貼在道具上，批評他們阻
礙推行全民退保，並上演街頭劇，寓意要將「大山」
鏟走。聯席促請政府重新研究及盡快落實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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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文森）昨日
是「長者日」，本港多種交通工具、食
肆、零售店都向65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乘
車及消費優惠，有商戶指出，向長者提供
優惠是要表達對長者多年來對社會付出的
一點心意，希望能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全港逾1,200店推九折優惠
政府自2012年6月起，分階段推行長者公

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鼓勵不少長者出門外
遊甚至是消費。昨日是「長者日」，社會福
利署籌辦「長者日消費優惠」活動，逾1,200
間來自全港18區的食肆和零售店支持，長者
卡持有人可得到九折或以上或其他形式的優
惠，優惠店包括多間大型連鎖店，如超市、
西餅店、床品專門店等。
除了大型連鎖店，亦有其他小店響應

「長者日」，向長者提供購物優惠，在香
港仔華富邨開業逾40年的小店「惠華皮鞋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店主李先生稱，長
者貢獻社會多年，但現時已經失去工作能
力，是社會上值得幫助的一群，所以決定
向他們提供優惠。

他又表示，昨日雖然未有因為優惠而吸
引更多長者來光顧，但不少經過的公公婆
婆看到有優惠時，都十分高興。

免費搭巴士電車纜車小輪
此外，長者在昨日只要出示身份證或長

者卡，便能免費乘搭九巴、龍運巴士、新
巴城巴、新大嶼山巴士、電車、山頂纜
車、7條專線小巴路線、天星小輪、港九小
輪、新渡輪及珀麗灣客運。至於持有長者
八達通者，亦能在昨日免費乘坐港鐵大部
分路線。
有長者利用優惠乘坐纜車過一天悠閒假

日，有長者說，山頂纜車平日的收費較昂
貴，而自己退休多年已沒有收入，幸好昨
日有優惠才能乘坐，期望未來推出更多類
似的措施。亦有長者表示，「長者日」的
優惠及活動是對長者的尊重及關顧，期望
不定期舉行優惠。
社署在1994年起推行長者卡計劃，旨在

推廣尊敬和關懷長者的訊息，亦方便65歲
或以上的合資格香港居民，方便他們享用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商號提供的優惠或

折扣。社署現時已發出逾182萬張長者卡，
逾2,500間商號及機構提供優惠，當中包括
8,000個零售點或分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署昨日

舉辦「長者日」，並邀請商界向長者提供優

惠，獲不少商戶熱烈響應（見另稿）。不少長

者都對交通及購物優惠表示歡迎，又讚揚政府

近年推出多項針對長者的政策都能減輕他們的

生活負擔，但亦有人指長者生活上仍然面對很

多困難，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優化協助長者生

活的政策，例如增加「生果金」、每個月辦一

次長者免費乘車日等。另有不少長者對早前提

出的資助公屋長者聘外傭建議亦充滿期望，認

為「多個人替我們斟水都好」。

「長者日」優惠滿載「老友記」山頂吹吹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不少長者點讚不少長者點讚「「長者日長者日」」有交通及購物優惠有交通及購物優惠，，又讚又讚
揚政府多項政策可減輕生活負擔揚政府多項政策可減輕生活負擔。。圖為圖為「「老友記老友記」」昨昨
晚參與一個盆菜宴晚參與一個盆菜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不少大型連鎖商戶在「長者日」都有向長
者提供購物優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黃婆婆表示，很高興商界願意在「長者日」向他們提供優
惠，她讚揚政府近年推出多項政策可以有效改善長者生

活，「幾十年前的政府，哪有給長者特別優惠，政府不是一
定要幫助我們，我很滿意政府現時對長者的政策。」
她舉例指，長者2元乘車優惠能令她的交通費大減，令

她有餘錢可以享受生活，「我年紀唔細，隨時都有可能去
世，我決定要在有生之年，享受自己應享受的東西。」

有優惠可吃豐富早餐
林伯伯亦指出，「長者日」的優惠對他有幫助，因為香
港現時的物價十分高昂，但他們又沒有收入，所以任何優
惠對他而言，都十分重要，稱如果沒有優惠的話，可能只
是買麵包回家當早餐，但有優惠就可以與家人一同外出吃
一頓較豐富的早餐。
不過，亦有不少長者認為一年只得一日有長者優惠並不
足夠。陳伯伯指出，長者年輕時貢獻社會，認為政府有責
任照顧長者，令他們不用經常擔憂銀行戶口的餘額。他舉
例指，長者退休後比較清閒，希望政府能進一步資助交通
費，例如像昨日一樣，讓長者免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讓
他們可以到處走走。

盼每月推長者免費乘車
徐太亦表示認同有關建議，她指自己是個十分活躍的長
者，平日喜歡與其他「老友記」到處去，認為政府庫房有
大量儲備，希望政府可以增加長者免費乘車日至最少一個
月一次。
另外，她亦表示十分高興政府早前提出研究資助公屋長者
聘用外傭，稱措施有用，「多個人替我們斟水都好」，但她
說不少長者都有一定資產，希望資產審查不要太嚴苛。
何伯伯同樣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完成研究，並落實資助長
者聘用外傭，他稱其子女都已經搬走，但自己與太太年紀
都很大，有需要請外僱照顧自己。不過，他指自己雖然是
住在自置私人物業，但外僱每月薪金最少4,000元，加上
要為對方支付保險、送對方回鄉，是一筆不小費用，自己
沒有資助下實在難以負擔。

促增食銀資助「老友記」
另有長者提議政府應該要優化現時的社會福利政策，陳
伯伯指出，本港工資水平追不上通脹，年輕人難以照顧父
母，部分更可能要反過來繼續依賴父母，認為長者的生活
擔子也不輕，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生果金」。
另外，吳女士亦指出，深水埗等區仍有很多貧窮長者，
建議政府可以多增加食物銀行，資助長者。

「老友」感激政府關懷 盼生果金加碼助聘外傭

■李先生指長者看到購物有優惠時，都會十
分高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