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基金公众咨询会记录摘要  

 

 

   关爱基金(基金)于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及十三日举

办两场公众咨询会，就现行援助项目及日后拟定新项目咨询

公众的意见。参与咨询会的人士就项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摘

要如下：  

 

现行援助项目  

 

1. 医疗援助计划（首阶段）  

(1)  扩阔获资助使用治疗大肠癌药物的特定临床准则，让

其他因癌细胞扩散至肝臓以外的大肠癌患者亦可受

惠于项目。  

(2)  增加筛选自费癌症药物纳入项目资助范围的机制的

透明度，让公众可了解不同药物获纳入项目资助范围

的原因，及可就个别药物纳入项目资助范围提出意

见。  

2. 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特别护理津贴  

(1)  欢迎基金延续推行项目，但政府应考虑将项目纳入政

府恒常资助服务，以支持严重残疾人士的需求。  

(2)  扩阔项目的受惠对象至涵盖接受 5 日宿舍服务的严

重残疾学童，因他们亦同样需要经常护理并有约一半

时间居于小区。  

(3)  向受惠人士发放划一津贴额，而毋须将津贴额按受惠

住户的入息分为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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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余托管试验计划  

  

(1)  计划能有效满足双职家长的服务需求，故应获延续

推行或被纳入政府恒常资助服务。  

(2)  可考虑延长托管时间、增加课余托管服务的名额及在

学校假期提供托管服务，以满足需求及配合政府鼓励

妇女就业的政策目标。  

(3)  可考虑扩展计划让非政府机构在小区与其他团体合

作，建立更多服务点以利便受惠对象，及提供其他相

关服务跟进有关家庭的福利需要。  

4. 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  

(1)  即使政府将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 (低津 )，

亦应将项目延续以减轻租住劏房的低收入家庭的租

金开支。  

(2)  由于低津的受惠资格及受惠对象与项目不尽相同，

故此政府应将项目纳入恒常资助内，以有效减轻「N

无人士」的经济压力。  

 

新援助项目建议  

 

1. 残疾人士、长期病患者及其照顾者 

(1)  向严重残疾人士提供津贴以应付他们的上网服务

费用，协助他们获取信息及投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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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严重残疾人士的照顾者提供津贴，特别是正在轮

候入住资助院舍而居于小区的残疾人士的照顾者，

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2. 青年、学生及儿童 

(1)  就施政报告公布邀请基金考虑向受惠于「学校书

簿津贴计划」下全额津贴中小学生发放一次过特

别津贴，建议扩阔受惠对象至涵盖领取半额津贴

的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学生，以免部分符合低津受

惠资格的在职家庭未能受惠。 

(2)  就施政报告公布邀请基金考虑为有较多特殊教育

需要及经济需要学生的学校提供一笔过津贴，以

安排教师专责统筹特殊教育需要支持事宜，建议

免除入息／资产审查，认为不应以家庭的经济状

况作为支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受惠资格，

并为专责统筹特殊教育需要支持事宜的教师提供

专业培训。 

(3)  以实报实销的形式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大专学生

提供每学年最高 26,000 元的助学金，以支持他们

的学习开支，并免除入息／资产审查。 

(4)  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津贴，以应付他们的课

外活动开支、上网服务费用及其他与学习相关的

开支。 

(5)  为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提供午膳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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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医疗券，让他们可接受

合适的私营医疗服务，以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医疗

开支。 

(7)  由于家长难以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寻找适切

的托儿服务，以致部分基层家长须照顾其儿童而

未能外出工作，基金应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

的照顾者提供津贴，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8)  推出项目协助青年就业。 

3. 低收入家庭 

(1)  向租住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补助，以应付他

们的水电费开支。 

(2)  为租住「劏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搬迁津贴。 

(3)  资助基层人士接受培训发展特别技能(例如作街头

表演)以谋生，受惠人士可将部分收入回馈基金。  

 

其他意见  

 

(1)  资助以「地区为本」的扶贫项目。  

(2)  拟定项目时应避免以「指定日期」前正接受╱轮候

某项服务作为受惠资格，以免令部分有需要的人士

未能受惠。 

(3)  应在小区会堂举办咨询会，让基层人士更容易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