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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額減18億

團體憂黑魔再施暴 成壓垮慈善事業最後一根稻草

若善款難付開支 社福機構要食「存糧」

■■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市民排隊買六市民排隊買六
合彩盛況大不如前合彩盛況大不如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獲社會福利署一筆過撥款資助的
社福機構，雖然經費未有太受疫
情及社會經濟不景影響，但有社
福機構向香港文匯報透露，疫情
下不少學校停課，令子女與家長
更多時逗留在家，衍生管教問

題，令機構的熱線求助個案趨增，惟整體經費追
不上服務需求，資源運用更吃緊。有關機構表
示，若善款不足以應付服務開支，唯有以儲備補
足，以維持日常服務。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該會於2018/2019年獲政府的一筆過撥款
儲備佔整體收入14.2%，有關資助全部用於舉辦預防
虐兒的講座等預防性活動上，其餘收入則來自團體資

助或募捐，目前尚未見整體資助出現明顯變化，整體
財務情況仍然穩健。
至於較受社會事件影響的街頭賣旗活動，黃翠玲

解釋，由於賣旗需要向社署申請後抽籤，抽中才能
舉行，而他們去年及今年也沒有抽中，本身已經無
預期有賣旗收入。
另一個收入來源是自負盈虧的培訓和活動等，由

於受限聚措施影響而無法舉行，只能改為網上進
行，使申請人數亦有所減少，這方面的收入較受影
響，但對整體經費影響輕微。

經費追不上服務需求增幅
在疫情爆發後，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停課多月，
學童居家時間增多，或增加家庭摩擦機會，防止虐待

兒童會的熱線於今年
首4個月共接獲285個
來電求助，比去年同期的
256個求助個案上升。黃翠
玲表示，大部分求助個案涉
及管教問題，小部分個案是鄰
舍因聽到小孩哭泣，舉報懷疑虐
兒或獨留兒童在家。
她承認經費追不上服務需求增幅，

資源運用更吃緊，強調若年度的捐款不足
以應付服務開支，會以儲備補足，以維持服
務運作，並強調除了一些涉及人群聚集的活動
外，熱線等其他服務會繼續維持，一些社區教育活動
會因應籌款金額多寡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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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去年6月起亂港，不但大大削弱本港的經濟
實力、打爛市民飯碗，社會上很多活動亦被迫

停止。香港文匯報翻查多間社福機構資料，除了賣
旗，最少有逾50個籌款活動因而被迫取消，包括多
個每年恒常舉辦的大型慈善活動，如公益金新界區
百萬行、樂施會毅行者等。
然而，禍不單行，本港今年1月底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在接連的暴疫人禍與天災的夾擊下，本地經濟急
速轉差，今年首季GDP按年收縮8.9%，是1974年有
記錄以來最差，中產、老闆都相繼叫救命，主要依靠
他們捐款的非資助社福機構自然失去重要收入來源，
不少中小型機構已陷入困境。

婦聯：賣旗善款跌近七成
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以該機構為例，每年自資服務的開支約200萬
元，主要依賴賣旗、私人捐款和舉辦興趣班去籌
募，但這三者收入去年都受黑暴影響而錄得跌幅，
其中賣旗更大跌近七成，由60多萬元跌至20多萬
元，雖然今年賣旗活動仍未舉行，但料也只能籌得
十多萬元。

安老服務等被迫取消
她說：「我哋舊年7月、8月暑假有好多興趣班都
要停課，（黑暴）又堵路、又打鬥，啲人都少咗出
街，好多人都話唔知去唔去到上堂，索性唔報
名。」收入減少導致婦聯要取消近一半的自資（成
人）服務，如安老服務等。
葉順興直言，原本以為黑暴稍停，豈料又遇上新

冠肺炎疫情來襲：「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當年
（2003年）沙士都無咁差，可能因為當年社會經濟
相對穩健，但今年疫症爆發前的暴力衝擊已打殘經
濟基調，好多私人捐款都停咗，我都唔好意思問人
捐錢。」她透露，今年至今只籌得20萬元私人捐
款，只夠資助機構派發口罩。
經濟差對社福機構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香港婦聯

上月向轄下團體會員進行調查，發現一半會
員的籌款活動收入減少；有一半會員的恒常
捐款減少。估計綜合2019年10月至2020年
9月（黑暴與疫情期間），所有團體會員相
關收入比前年同期減少，其中六成料減少
起碼 71%或以上；三成料減少 51%至
70%；一成多料減少21%至50%，大部
分團體會員按目前的財務儲備水平，若
只使用現有收入，料只能維持正常營運
兩個月至四個月，葉順興說：「好多
中心員工都放緊年假或無薪假，兼職
就全部停晒，下一步唯有裁員。」
事實上，香港婦聯屬於中型機構，
已陷入如此困境，模規更小的機構
相信情況更嚴峻。葉順興表示，疫
情最近轉好，惟黑暴似乎又在蠢蠢
欲動，她呼籲他們盡快停手，否則將有
大量社福機構要結束營運。
社署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去年6月至

今，共有40個賣旗活動取消，涉及11個全港賣
旗日及29個分區賣旗日。署方指出，未有接
獲有獲分配賣旗日的機構結束營運的通
知。
署方表示，除了維持就資助福
利服務所提供的資源外，亦向
相關機構提供特別津貼，協
助社福服務單位加強防
疫措施。社署會密切
留意資助福利服務
運作的情況，透
過不同方法盡
力提供支援。

黑暴亂港，禍延弱勢社群。社署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去年6月修例風波至今，共有40個賣旗活動因

為社會事件而取消，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的打

擊，六合彩停辦近40場，直接使獎券基金收少約2.7億

元（見另稿）。善款大縮水，沒有申請政府一筆過撥款的慈善機構首當其衝。有團體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去年賣旗善款按年大跌近七成，影響近半的自資服務，

如安老服務等被迫取消，部分社福中心的職員要放年假或無薪假。團體憂慮黑暴近

期蠢蠢欲動再搞事，成為壓垮慈善事業最後一根稻草，甚至導致大量非資助社福機

構要結束營運，最終受害的，正是社會最低層的弱勢社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各大慈善機構善款概況
機構

公益金

保良局

東華三院
*基金批款包括政府非經常批款（資助）14億4,470萬元建造工程費予保良局元朗馬田壆青年宿舍項目
#預計數目
資料來源：綜合公益金、保良局、東華三院等機構年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019/20年度

292,425,000#
408,915,438
（截至今年
3月18日）
420,600,000#

按年變化

-25%

-77%

+0.48%

2018/19年度

388,499,783
1,749,745,236
(截至2019年
3月22日）*
418,600,000

按年變化

+40%

+294%

+2.5%

2017/18年度

278,349,563
443,800,103
（截至2018年
3月21日）
40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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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及疫情夾擊，弱勢社群受害。圖為拾荒者。
資料圖片

◀暴徒掟汽油彈，不顧途人死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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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受黑暴影響取消慈善活動
去年受黑暴影響取消慈善活動（（部分部分））
月份

機構
活動9月 「救助兒童會」 慈善籌款晚宴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1月

12月

12月

公益金 新界區百萬行－香園圍公路」小母牛 「競跑助人」2019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為兒童跑」2019健康快車
「健康快車慈善跑步行2019」

遺傳性心律基金會 「SADS慈善
行山遊2019」

11月 樂施會 毅行者活動

愛護動物協會 「SPCA 城市定向慈善
賽」及「堅係嘉年華」

香港癌症基金會 「抗癌大步走」
慈善步行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冠肺炎使
慈善事業雪上加霜，香港賽馬會於2月1日起暫時

停辦六合彩，以減少社交接觸，根據《博彩稅條例》，
六合彩獎券收益的15%須撥入獎券基金，停辦直接令獎券基

金損失一個主要收入來源。馬會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截至4月26日，疫情期間共取消38場六合彩攪珠，投注額較去年同
期減少約18億元，料對獎券基金的撥款減少約2.7億元。

社署：適時審視對獎券基金影響
社署則回應指，現時並無項目因六合彩收益減少而需調整獎券基金的撥

款，社署會適時審視有關收入減少對獎券基金財政的影響。
1965年成立的獎券基金，旨在支持及發展本港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財政資

助，其收益主要來自六合彩獎券及車牌拍賣，並由社署負責管理。根據特區政
府年度賬目，2018/2019財政年度共有11.9億元六合彩收益撥入獎券基金，佔基
金收入51%，投資收入則佔45%，其餘4%來自車牌拍賣的淨收入及補助金退
款。截至去年3月31日，基金共有238.6億元結存。
受疫情影響，今年2月1日後暫無再舉辦六合彩攪珠。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今年1月份中下旬及2月1日的六合彩攪珠合共約4,000
萬元收益撥入獎券基金，至於2019/2020年度基金的實際結存仍在擬備中。
馬會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則表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而採取多項措
施減低公共衛生風險，包括自2月1日一期六合彩攪珠後延期至另行通知，截至
4月26日，共取消38場六合彩攪珠，料對獎券基金的撥款減少約2.7億元。
除了獎券基金直接受影響外，平日無論是賽馬、足智彩抑或六合彩，馬會均
會將95%稅後經營盈餘撥捐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六合彩暫停，加上疫情一度
令全球足球賽事暫停，至近日才有零星球賽復辦並受注，慈善信託基金亦輕
微受影響。
根據馬會年報，2018/2019年度（馬會財政年度為每年6月30日止）慈
善信託基金共有43.3億元來自馬會集團的捐款，結餘達366億元。
馬會發言人表示，為支援社區應對疫情所帶來的挑戰，馬會自2月
起至今共批出3.46億元捐款，包括直接向社區捐出或捐助購買逾
1,400萬個口罩；先後成立1億元「緊急援助基金」和1.5億元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向非政府機構提供撥款
以支援弱勢社群等，發言人強調：「縱使疫情影響

收益，馬會將繼續動用本身資源，貫徹對香港
社會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