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施會就 2021/22 年度施政報告的建議 

2021 年 8 月 

 

疫情已經持續一年半，本地情況稍微緩和。最新失業率為 5.5%，就業不足率則

為 2.5%。與高峰期相比，雖然情況已有改善，但相信仍需較長時間才能返回疫

情前水平。樂施會認爲，基層市民仍生活於捉襟見肘，而當局過去的措施亦未

能對症下藥，導致貧窮問題仍然嚴重。樂施會促請當局正視問題，讓生活在水

深火熱的基層市民，確保他們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就此，樂施會提出以下意

見： 

 

1. 設立短期失業援助，派發現金津貼予貧窮家庭的失業人士 

政府過去所推出的措施，未能惠及基層及打工仔，可謂「對基層吝嗇，對 

企業豪爽」。就如保就業計劃，被評為「只保企業，不保員工」，在花費近 

800 億之下，失業率未見回落；裁員、結業、被放無薪假的情況仍屢見不 

鮮。 

 

樂施會於本年三月進行民意調查，發現近八成市民認爲財政預算案不能解決

失業問題；同時，77.3%市民認爲政府應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樂施會建議

當局向住戶入息中位數五成以下（貧窮家庭）的失業人士，每人發放不少於

六個月、每月 5,000 元短期失業津貼。有關開支涉及約 24 億。  

 

樂施會認爲，相關建議設有簡單的審查，能避免濫用的情況出現。同時，建

議僅只涉及 24 億元，較「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及「保就業計劃」的 150 

億及 800 億為低。 

 

2. 長遠研究失業保險制度 

民間社會倡政府研究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多年，但政府一直未有認真處理這個 

議題。面對之前的沙士、金融風暴、以至是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各行各業經 

營困難，甚至結業。鑒於香港沒有失業保險制度的保障，打工仔飯碗不保， 

家庭頓時失去支撐。樂施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立即啟動研究失業保險制度， 

讓失業人士有多重保障。 

 

3. 放寬申領職津資格 提高津貼金額 

根據我們的前線工作經驗，基層市民除了失業問題外，更有不少正面對就 

業不足的困境。雖然市場上有不少短期合約、臨時工等工作，如廚房助  



 

 
 

理、裝修、派傳單等，但這些工種往往只能一星期工作一至兩天，工時亦 

非常不穩定；更有部分「炒散工友」表示，過去一個月工作時數僅有 15 小

時，完全未達申領職津的資格。 

 

鑒於就業不足的情況仍然嚴峻，當局應進一步下調職津最低工時要求，由 

72 小時下調至 36 小時，以保障更多散工及臨時工的工友。而在津貼金額

方面，樂施會建議向所有合資格住戶發放雙倍職津津貼。同時，亦應研究 

放寬申領職津的資產限額，讓更多因開工不足導致經濟困難的基層市民可涵 

蓋入有關計劃中。以上措施建議爲期六個月，如就業市場持續不振，當局有 

必要延長有關計劃。  

 

4. 擴大展翅青見計劃的受助範圍 

雖然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預留 60 億在未來兩年開創 3 萬個具時限性 

的職位，然而有關職位並不是針對青年人。而具給受訓青年的培訓、實習 

津貼及僱主津貼的展翅青見計劃，目前只針對 15 至 24 歲及學歷在副學 

位下的離校青年，25 至 29 歲的青年並未納入計劃中。 

 

針對 25 至 29 歲組別，建議將這年齡層的青年納入展翅青見計劃的服務 

範圍內。在計劃下，僱主亦可獲得津貼，這增加他們在疫情下聘用年青人的

誘因，而參加計劃的年青人在實習和在職培職的津貼，有助減輕經 濟方面

的壓力，也為他們提供持續工作和獲得新的工作體驗的機會。 

 

5. 儘快調整最低工資 

在最低工資凍結的情況下，由於當局實施兩年一檢的機制，變相要到 2023

年才有機會再調整工資，基層工友變相「四年沒人工加」。而由 2019 年 4 月

至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已上升 2.1%，當中食品的指數更上升 4.4%，預計

未來增幅會進一步擴大。因此，基層市民將面對「通脹蠶食，銀紙縮水」的

苦況，生活只會更加捉襟見肘。 

 

樂施會認爲，在最低工資在本年五月凍結後，香港經濟情況開始穩定，失業

率漸趨下降，當局有責任於今年下半年調整最低工資，讓基層工友享受辛勞

工作的成果；長遠而言，政府及有能力的僱主應該多走一步，履行社會企業

責任，給予僱員（包括外判工）生活工資。 

 

 



 

 
 

6. 就年度加薪機制納入政府外判合約 

在現行食環署及康文署等部門的機制下，外判合約並沒有年度加薪機制，基

層工友只能靜待合約完結，與承辦商簽署新合約，或政府公佈新的最低工資

水平，才有機會加人工。可是，外判工合約期一般長達兩至三年，面對最低

工資凍結，意味在可見的未來，他們的人工只停留在最低工資的水平，長期

滯後於通脹，變相減人工。 

 

事實上，在政府部門當中，年度加薪機制並非新事，翻查在房屋署的招標文

件，列明工資須跟隨年度工資調整機制（annual fluctuation adjustment）調

整。在有關機制下，會根據相關消費物價指數及清潔工和保安員的工資數

據，計算出來年加薪的幅度；因此，房屋署的外判工的工資起碼能夠貼近通

脹的水平。而作爲公營機構之一的醫管局，亦為外判清潔工薪酬「一年一

檢」，每年參考統計處最新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受僱外判工的薪

酬。 

 

樂施會認爲，當局應要求所有政府外判合約加入年度加薪機制，確保工友每

年獲得工資調整的機會，令付出勞動力後，可獲得合理回報及生活水平，改

善在職貧窮問題。 

 

7. 增加更多就業機會，讓墟市恆常化 

在疫情期間，墟市有助帶動地區經濟，令經營的基層市民可以發揮一技之 

長，更可賺取收入。但是，申辦墟市困難重重，團體縱使提早半年以上向 

有關政府部門申請舉辦墟市，但往往至舉辦日前一星期才收到當局的批准 

通知，導致團體未能有效宣傳，檔主亦未能作出充足準備，甚或只能取消 

活動。此外，由於現時仍處於疫情期間，經營墟市需遵守防疫措施，但有 

關措施並沒有固定指引，導致團體無所適從。  

 

根據地政總署的最新資料，本港現時有 739 幅為「可申請作綠化或政 府/

機構/社區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市面亦不難發現不少天橋底以及較爲寬闊

的行人路適合舉辦墟市，若能盡用這些閒置公共空間，將能活化社區經濟，

惠及基層市民。樂施會建議政府應盡用這些閒置公共空間，供有關團體申辦

墟市。同時，我們建議當局應以短期合約形式（半年至一年）批出予有意營

辦的團體，令墟市能普及各區「恆常化」地舉行，讓基層檔主有較穩定的經

營環境。此外，當局應提高現時「可申請作綠化或政府/機構/社區用途的空

置政府用地」的透明度，並加入有關土地是否能合適舉辦墟市的資訊，讓有 



 

 
 

意舉辦的團體能夠更方便申請。長遠而言，建議政府設立一站式管理平台，

統籌各政策局處理及審批申請，簡化程序，以達致省時利民之效。 

 

8. 設立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三層課程」 

就讀於香港主流學校的非華語生人數有不斷增長的趨勢，非華語生的學習進

度跟不上華語生的問題更為明顯。這些學生所面臨的主要學習困難之一，是

即使學習中文多年，他們的中文能力與同齡華語生相比仍然存在著顯著的滯

後。由於中文水平較低，這不但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困難，還進一步阻礙升學

及就業。 

 

根據樂施會與香港大學的研究「香港主流學校教育少數族裔學生所面對的挑

戰之研究」（2020 年），訪問了 1,230 名在職老師，其中中文科教師及非中文

科教師對於要「教導非華語生，達至與華語生相近的水平」，明顯沒有太大

信心， 只有 37.8%中文科教師和 54.1%非中文科教師表示有信心教導非華語

生，達至與華語生相近的水平，反映出現時對於非華語生的教學培訓的未必

足夠。  

 

因此，樂施會建議政府應參照現時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師專業發

展安排，設立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三層課程」，為教師提供有系統的

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並訂下培訓目標，要求有取錄非華語生的學校，安

排一定百分比的教師接受相關培訓，為非華語生學習中文提供適切支援。 

 

9. 加強為取錄少於 10 名非華語生的小學提供暑期銜接課程 

教育局由 2004 年起為非華語小一新生舉辦的暑期銜接課程，並於 2007 年

起擴展至 升讀小二、小三及 小四的非華語學生，以幫助他們適應於課堂環

境中運用中文。現時計劃參與的學校(特殊學校除外)，為取錄最少 10 名本

校／及他校的非華語學生的小學於暑期免費提供該 課程。根據立法會數

字，2018/19 年度全港 332 間錄取非華語生的小學中，有 205 間小學錄取 

10 位以下非華語生，佔小學總數 62%。因此，這些小學未能參與有關計

劃，對非華語生學習中文帶來影響。縱使當局稱非華語生可選擇直接向教育

局參加該課程，若可，當局會安排他們及其家長到其他有舉辦該課程的小學

上課。可是，我們認為此安排並不理想；事實上，甚少非華語家長得悉有此

措施及特別安排，而若其他學校距離非華語學童居住地點遠，家長亦多因接

送問題而難以參與，再者，課程在別校舉行亦難以讓非華語生早日適應將就

讀學校的課程，銜接可能事倍功半。 



 

 
 

因此，樂施會建議當局增撥資源，支援為少於 10 名非華語生的小學提供有

關銜接課程，不但讓更多非華語生早點適應新的學習環境，還可以加強他們

的中文基礎。畢竟，在現時的大部份主流小學，除了英文科外，其他的科目

都以中文為主要的授課和學習語言。同時，亦應加強於幼稚園作推廣，讓非

華語家長儘早做出相應安排。  

 

此外，借鏡其他地方「第二語言教學政策」的支援措施，我們更建議為非華

語的插班生進行語文（包括中文及英文）水平評估，讓老師掌握他們實際的

情況，並根據評估結果提供中文學習支援。進一步的做法是，為未達語文水

平的非華語插班生在入學前或／和課後提供加強中文能力的銜接課程。為了

提升效果，這些加強課程應由教育局統籌，並由專責老師負責授課，以及為

這些插班生作定期評估和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