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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就 2024-25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意見書 

2024 年 2 月 

 

踏入 2024年，香港已度過了一年的疫後復常期。然而，在生活逐步恢復的同時，

社會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轉變，使貧窮問題變得更為複雜。根據樂施會去年九月

發表的《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2023：疫後復常下的兩極化復原》，去年第一季度香

港整體貧窮率達到 20%，逾 136萬人處於貧窮狀態。比較疫情前後最貧窮和最富

裕一成住戶的月收入中位數，貧富差距由 34.3 倍（2019 年）進一步擴大至 57.7

倍（2023年第一季）。這反映出隨著人口老齡化、家庭規模縮小和就業市場轉變，

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經濟復原進展出現了兩極化，而低收入家庭不僅未能從經

濟復甦中受益，還面臨新的挑戰。 

 

面對這些挑戰，樂施會認同政府早前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多項措施，包括釋放婦

女勞動力、促進中高齡人士就業、發展銀髮經濟，以及對其他弱勢群體提供支援。

此外，財政司司長最近提到「過去幾年政府開支大幅增長，未來公共財政面對壓

力，政府在開支方面將不可避免地需要整固，要更謹慎管控。」我們理解政府在

公共財政方面的限制。然而，面對疫後的貧窮問題，為了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

政府仍需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支援。因此，本會認同本屆政府特別強調「官、商、

民」合作的重要性，例如「共創明 Teen」和社區客廳都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合作

模式能夠促進社會各界的參與，共同解決社會問題，並為貧窮人士提供更有效的

支援。 

 

就此，本會提出以下建議，並期望當局能予以採納： 

 

政府帶頭支付生活工資 攜手推廣至商界 

樂施會自 2018 年起推廣生活工資，鼓勵政府和有能力的僱主自願支付高於最低

工資的生活工資給僱員，即時薪不少於 60.1 元（2023 年水平），令基層僱員及

其家庭能獲得具體面的生活條件和向上流動的機會。本會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

的僱主，應該率先向外判工支付生活工資，以帶動市場的工資調升。目前，房署

的招標文件中規定工資必須按照年度工資調整機制進行調整。同樣地，醫管局在

外判清潔工的薪酬方面也進行「一年一檢」，每年參考統計處最新的「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來調整薪酬。樂施會認為當局應該要求所有政府外判合約都納入年度

加薪機制，並確保工友有機會根據生活工資水平獲得工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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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會希望政府在每年公佈最低工資的時候，同時公佈生活工資的水平，以

便有能力的僱主可以自願選擇向基層員工支付生活工資，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

政府共同承擔勞工福利和維護社會公平。 

 

港交所提升 ESG 中「社會」披露至「強制披露」 並加入生活工資的匯報 

港交所於 2019 年就《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做出修訂，當中内容包括：

修訂「環境」的關鍵績效指標，並須披露相關目標；以及將所有「社會」關鍵績

效指標的披露責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樂施會認爲，社會企業責任是一個

整全的概念，「環境」、「社會」及「管治」應是同樣重要的。因此，我們認為

「社會」的披露責任應如「管治」及「環境」一樣，提升至「強制披露」，這樣

才可以提升企業整體社會企業責任表現及透明度。在「社會」方面，有關「強制

披露」應包括企業有否向其僱員支付生活工資。 

 

從公營部門中創造更多彈性工作崗位 

政府最近宣布推出一些有助釋放勞動力的措施。樂施會認為這些措施不僅有助於

增加勞動力，還能提高基層收入，減少貧窮現況。為促進只能從事部分時間工作

的人就業，本會建議當局應該研究在各政府部門開設一些臨時的兼職／短工時職

位。例如，當局可以公開招聘一些非技術性職位，像是食物環境衛生署的清潔員，

或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的場地管理人員。此外，一些職位，如

陪診或回收分類等，社會上也有一定的需求。長遠來看，當局應該研究政府內部

短工時工種的具體細節和相關需求，並開創更多具有彈性和短工時的職位，讓基

層人士可以幫補家計。結合社區客廳和托管服務的社區服務，本會相信更多家庭

照顧者能參與不同工時的工作職位。 

 

支援劏房家庭 按劏房人口比例將「社區客廳」擴展至 18 區 

根據 2021 年的數據，分間單位（劏房）的數量已增至 107,371 個，比 2016 年 

的 91,787 個增加了 17%。平均而言，每個單位被分間成 3.2 個劏房，共有 

215,709 名居民居住其中，比 2016 年的 209,740 名增加了 2.8%。然而，由於許

多劏房位於工廈中，政府難以進行全面調查，因此上述數字可能無法完全反映香

港劏房問題的實際情況和數量。 

 

當局早前表示計劃在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及荃灣／葵青設「社區客廳」，提

供額外生活空間，包括供劏房户兒童用作做功課的地方。樂施會認爲，有關設施

必須以便捷區內劏房戶為重點。政府應按各區人口比例將「社區客廳」擴展至 18 

區，並定期檢討措施的成效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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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劏房的租金問題，政府有必要及早設立「起始租金」制度，以確保 

處於弱勢地位的基層居民能夠獲得合理的租金保護，並維護他們的住房權益。為

了應對基層住房問題，除了繼續增建公屋外，樂施會建議居住滿 5 年且未能獲

得公屋分配的「簡約公屋」居民可延長居住年限，直到獲得公屋為止，以提供更

穩定的住房安排。 

 

加強幼兒託管服務助婦女投入勞動市場 

政府早前針對弱勢社群和在職家庭對課餘託管服務的需求推出了「在校課後託管

服務試行計劃」，並在本學年選定地區進行了試行。樂施會對這項計劃表示認同，

並期待當局能定期檢討該計劃的成效，同時進一步研究將服務擴大至全港 18區，

使更多基層家庭受惠，這亦有助正面臨人手短缺的各行各業獲得額外的勞動力。 

 

透過「官商民」合作 支持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創新項目 

行政長官早前表示，政府將持續促進跨界合作，鼓勵各界共同應對社會問題，對

此，樂施會表示歡迎。疫後的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官商民」的合作模式實為未

來的大趨勢。例如，本會有份參與的社創基金 (SIE Fund)「按效益收費」(Pay-for-

Success)項目，實有助社會創新項目的發展。「按效益收費」是一種公私營合作

的模式，透過績效為本和契約方式為社會服務融資，讓政府可以與表現卓越的社

會服務提供者合作，利用私人投資來開發、協調或擴展有效的項目。另外，本會

亦有參與社創基金下的「創新計劃」，協助培育新晉社企或立志扶貧創新的團體，

並為申請者作配對補助(matching grants)。這些方些均為現今香港「官商民」合作

下的有效機制，政府可考慮進一步擴大有關的合作方式和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