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前瞻‧發展」
就善用政府財政盈餘的研究報告

公共專業聯盟
2008年1月31日



背景

• 鉅額財政盈餘
• 上年度“還富於民”措施

• 只惠及高薪人士和老板階層
• 未能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

• 高通貨膨脹的壓力
• 人口老化
• 社會對個人發展的壓力



五大原則

公平性

通脹影響最小 財政管理具彈性

高效益

具前瞻性

裕民盈庫
永續發展



四項建議

市民戶口

弱勢群體

特惠金

104億元

應對氣候

變化基金

80億元

交通津貼

62億元

總額：

472億元

226億元



建議一：
特惠金 (弱勢群體)

5,000元
(即時發放 )

社會保障計劃受助人
(包括綜援、高齡津貼、
以及傷殘津貼受助人)

“低薪奮門族” 

(月入低於8,000元的人士)



特惠金的派發途徑
社會福利署

社會保障計劃受助人

“低薪奮鬥族”

發出通知書
領取該筆款項

政府可提供
機制給他們，
申請該特惠金

社會保障戶口 有強積金戶口 沒有強積金戶口

積金局



特惠金受惠人數

社會保障
受助人

(90萬人)

“低薪奮鬥族”

(110萬人)

總額：

104億元

59億元
45億元



公共交通津貼
─原因

• 住戶開支中的第三大類別
• 上下班的公共交通費用佔在職人士收入的

8-16%之間
• 為了節省交通費，導致：

• 採用較便宜的交通路線，甚至步行上下班
• 耗費交通時間及體力，間接削弱生產力
• 即使薪酬較低也選擇就近居所工作
• 寧願留在環境較差的舊區也不遷往新市鎮
• 缺乏家庭時間及社交圈子委縮
• 引致生活素質下降



公共交通津貼的迫切性

• 公共交通營運商推行的優惠計劃不夠全面

• 2007年11月開始，多家公共交通營運商陸
續申請加價

• “可加可減”機制在規管公共交通車費方
面效用不大



建議二：
公共交通津貼

• 提供 “一刀切” 的交通津貼，為期一年

• 乘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跨境交通線除外)

• 可即時通過八達通系統獲得30%的折扣

• 需款62億元



建議三：設立“市民戶口”
─原因

人口老齡化
• 全港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口的比例

2006: 12.6%

2033: 25.6%

• 相當部份的人口沒有任何退休計劃保障
• 即使有有退休保障，累積金額未必足夠應付

生活所需
個人發展的需要
• 應付不同人生階段的挑戰及需要，在在需財



“市民戶口”的目標

• 以具前瞻性的方法達致“藏富於民”的目標

• 喚起公眾關注個人發展及計劃將來

• 建立基礎架構幫助市民積存資本以實現理
想

• 鼓勵市民為退休所需作自願供款



4,000元

2,000 元

“個人發展用途”
(即時發放)

“市民戶口”的分配方法 (一)

領取高齡綜援和

高齡津貼人士

(即時發放)

其他成年人士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成年居民

2,000 元

“退休用途”



“個人發展用途”

積金局協助發放

有強積金戶口 沒有強積金戶口

政府處理有
關申請事宜

“市民戶口”的分配方法 (二)



“退休用途”

強積金管理局

有強積金戶口 沒有強積金戶口

作為強積金
自願供款

金管局管理
及投資

金管局管
理及投資

日後作為強積
金自願供款

“市民戶口”的分配方法 (三)



“特惠金” 和 “市民戶口”
的受惠金額

弱勢群體
特惠金

104億元

“市民戶口”

─ 退休用途

113億元

“市民戶口”
─個人發展
用途

113 億元

總額：

330億元



“特惠金” 和 “市民戶口”的
受惠人數及金額 (港元)

受惠人數 “特惠金” “市民戶口”

成年人士

(560 餘萬)

-- $4,000

($2,000即時發放)

年老社會保障計劃受助人

(47 萬人)

$5,000

(即時發放)

$4,000

($2,000即時發放)

其他社會保障計劃受助
人、”低薪奮鬥族“

(153 萬人)

$5,000

(即時發放)

$4,000

($2,000即時發放)



多用途的 “市民戶口”

• 社會各界宜對就有關問題詳細討論，需否
發展為一個“多用途”戶口

• 祇靠政府間歇性撥款的話，金額相當有限

• 有需要從户口的功能及資金來源作深入而
全面的討論

• 政府若設立 “市民戶口”，長遠而言需通
盤考慮管理架構及主要機構問題



“市民戶口” 的長遠規劃

我們建議:

• 在往後的財政年度，若財政盈餘超過某個水
平，撥出部份盈餘注入“市民戶口”

• 先把首一百億元盈餘撥備作當年所需用途，
把餘下款項的40%分配到“市民戶口”

優點：

• 有助減輕社會公眾要求大幅度“還富於民”
的壓力，維持政府財政管理的靈活性



建議四：
應對氣候變化基金

珠三洲應對氣
候變化基金

以慳電燈泡取代
“白熾”燈泡

總額：

80億元

綠色家居
資助計劃

低碳發展專
業支援計劃

5億元

50億元

20億元

5 億元



低碳發展專業支援計劃(1)

• 5億元

• 資助市民、居民團體、區議會

• 向專業人士購買服務，協助在家居和社區層面推動低碳
生活模式，包括：

• 為住宅樓宇以至個別住户進行能源審計，評估能源效
益方面的狀况

• 設計住宅樓宇節能工程方案、提供項目管理服務、協
助招標工作、督導節能工程

• 提供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的諮詢服務，評估地區發展
計劃以減低屏風效應和峽谷效應



低碳發展專業支援計劃(2)

• 政府提供七成資助，其餘三成由居民或居民團
體自行負擔

• 强化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的物業管理諮詢中心

• 在現有的9個地區諮詢中心成立一站式

「專業支援中心」

• 為全港市民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 提供合資格的專業人士（例如工程師、規劃
師、建築師和測量師等〉名冊



綠色家居資助計劃(1)

1. 資助更換“白熾”燈泡為慳電燈泡(即鎢絲燈泡)

• 每名成年人100元，共需款5億元

• 有關資助可透過新成立的「市民戶口」發放

• 估計可節省電力9億度，約9億元電費

• 立法禁止入口取締全部“白熾”燈泡

2. 透過專業支援計劃獲得聘用專業服務，以進行家居能源
審計，及改善家居能源效益的相關設計

• 有關改善工程和更換設備的費用，由居民自行負責



綠色社區資助計劃(2)

• 資助更換具能源效益的設施

• 資助私人位宅大廈業主在大廈範圍內轉用較具能源效
益的設施，和採用符合低碳發展模式的設計

• 每個住戶可獲得1,500元的資助，共撥出20億元

• 可先利用“低碳發展專業支援計劃”，以進行家居能
源審計，及改善家居能源效益的相關設計

• 當社區進行大型重建或大規模發展時，受影響的居民團體
及區議會可以申請“低碳發展專業支援計劃”資助進行相
關評估工作



珠三洲應對氣候變化基金

• 境外措施

• 香港作為一個己發達地區水平的經濟體系，理應
對地區性氣候變化承擔更大的責任

• 建議撥出50億元，成立一個專為珠江三角洲地區而
設的「珠三洲應對氣候變化基金」

• 粵港兩地政府代表組成“跨政府小組”，負責篩選有關

申請

• 資助兩類項目：

• 緩解措施；適應措施



應付氣候變化的緩解措施

• 旨在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 資助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範圍以外但符合
「自願性碳信貸」標準 (Voluntary Carbon 

Credit Standards) 的減排項目(例如小型可再生
能源項目，再造林項目及分散式的節能項目)

• 全額資助前期諮詢、可行性研究、項目設計及
項目管理費用，並以低息貸款形式資助項目的
落實執行



應付氣候變化的適應措施

透過資助研究，協助制定最迫切及最具成本效益
的適應方案，範圍包括：

•強化基建措施 (如加固堤岸，提升交通基建和電
力輸送設施的安全標準)

•資源保育 (如水資源保護和回收再利用，保育生
態環境以維持生物多樣性)

•調整城鄉規劃 (如居住在低窪地區的應變措施，
降低高風險區的居住密度，改善市區通風及環境
質素等)

•加強公共健康系統 (如疾病預防和警報系統等)



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