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愛基金公眾諮詢會記錄摘要  

 

 

   關愛基金 (基金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及四日舉辦

兩場公眾諮詢會，就現行援助項目及日後擬定新項目諮詢公

眾的意見。參與諮詢會的人士就項目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摘要

如下：  

 

現行援助項目  

 

1. 課餘託管試驗計劃  

(1)  將計劃常規化，並增加課餘託管服務的名額、延長

託管時間，及在學校假期及週末提供託管服務，以

滿足有需要家庭的服務需求。  

(2)  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提供額外津貼，增加人手編制方

面的支援，以減輕教師因協助推行計劃而需負擔額

外行政工作的壓力。  

(3)  讓非政府機構或地區團體可於指定時間內使用社區

會堂，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4)  加强與非政府機構合作，並把計劃擴展至幼兒託管

服務，以及學童興趣班和補習班，以釋放婦女的勞

動力。  

(5)  加強對非政府機構的支援，例如增加行政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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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1)  應在不同地區成立更多公營牙科診所及增加牙科服

務的名額，讓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受惠。  

(2)  擴大牙科服務的資助範疇，為長者提供更多適切的牙

科服務，如處理急性牙患、處方藥物止痛、脫牙等。 

 

3. 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生活津貼  

(1)  提高津貼金額、延續項目或考慮將項目納入政府常規

資助服務，以減輕「N 無人士」家庭的經濟壓力。 

(2)  現時項目向三人或以上的合資格住戶發放劃一津貼

金額。若再次推出項目，應考慮根據合資格住戶成員

的人數按比例計算援助金額。 

(3)  設立酌情機制，讓未能符合項目租金上限但獲協助推

行項目的服務單位核實為經濟上有需要的低收入家

庭，也可受惠。 

(4)  長遠而言，應實施租務管制及推行租金津貼，幫助面

對昂貴租金的住戶，以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 

 

4. 為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 

(1)  加强地區宣傳工作，讓更多地區人士得悉項目的詳情

及申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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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續項目並優化安排，包括放寛巿區住宅單位的平均

應課差餉租值上限；提高資助金額；擴大資助範疇，

以涵蓋大廈電梯的保養費用及因法定最低工資引致管

理員薪金上升而所需支付的額外開支。 

(3)  進行成效檢討，並把資助範疇擴展至長者家居修葺及

樓宇維修的費用。 

 

5. 在校午膳津貼 

(1)  擴濶受惠資格，以涵蓋在學生資助計劃下領取半額津

貼的學生。 

 

擬定新援助項目  

 

1. 援助病患者及殘疾人士 

(1)  資 助 專 注 力 失 調 ／ 過 度 活 躍 症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並有經

濟困難的成年病患者的醫療費用，讓他們可盡快接受

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的評估和診治。資助社福機構並

與病人組織合作，為病患者提供適合的治療及情緒支

援。 

(2)  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資助有經濟困難的斜視重影病患者

配製特別眼鏡及購置鏡片，以及接受心理輔導服務，

以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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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經濟支援，讓他們更有

效地投入學習，並增加殘疾兒童特殊教育的學額。 

(4)  為有經濟困難的殘疾大專學生提供經濟支援，以減輕

他們向學生資助辦事處借貸的負擔，並提供現金津貼

以應付學費以外的生活開支。 

(5)  資助有經濟困難的腦退化症病患者接受專科服務。 

(6)  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資助殘疾人士向中醫求診。 

 

2. 援助兒童及殘疾人士的照顧者  

(1)  於實施社區保姆正職化之前，由基金向他們發放額外

津貼，讓社區保姆的工資可達致法定最低工資的水

平，有助推動這個行業並且滿足社會對託兒服務的需

求。 

(2)  為兒童的照顧者提供津貼，以彌補有經濟困難的照顧

者因肩負照顧責任所損失的時間、金錢及就業機會，

並減輕他們的經濟壓力。 

(3)  為因照顧家中年幼子女而放棄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婦

女提供學前教育支援及資助，讓他們可重投社會工

作，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4)  為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津貼，以減輕他們的經濟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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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援助長者 

(1)  提供額外醫療津貼予使用醫療券的基層長者，以減輕

他們的經濟負擔。 

(2)  資助非政府機構，以加强它們為地區上有經濟需要的

長者提供護老及老人中心的服務。 

(3)  因應人口老化，應盡快提供安老院舍服務。 

 

4. 援助弱勢社群及基層家庭  

(1)  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津貼，讓他們盡快獲得適當診

治，避免延誤病情。 

(2)  關注基層在職人士的家庭問題，除金錢援助外，亦應

提供情緒及精神上的輔導和支援，以促進和諧家庭關

係。 

(3)  政府建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不會資助低收入一人

住戶。基金應繼續支援單身「N 無人士」(例如為他們

設立援助計劃)。 

(4)  為低收入或單親家庭提供搬遷津貼。 

 

基金運作事宜  

 

(1)  就援助項目訂立更清晰的準則，讓市民容易理解受惠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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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濶基金的收入來源，以確保基金運作的可延續性。 

(3)  除了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次過津貼外，政府應配合基

金推出長遠政策。 

 

其他意見／建議  

 

(1)  因應人口老化，推出生育津貼以鼓勵生育。 

(2)  投放基金的部分資源以發展鄉郊和寮屋區服務，以支

援社會設施及福利服務不足的寮屋區。 

(3)  於各區社區會堂提供廉價的康樂體育活動，讓基層市

民受惠。 

(4)  推出鄰里和睦相處計劃，以推動和諧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