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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四題：公共財政管理 

  

２０１１年３月３０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三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政府曾表示，需根據審慎理財的原則計劃每年的公共開支。政府在二

○一一至二○一二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一次過動用約２４０億元向每

個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戶口注資６，０００元，但在一星期後改為建議動用

約３７０億元向每名１８歲或以上並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市民發

放６，０００元現金，開支因而增加１３０億元。此外，當局在去年十二

月公布新的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交通津貼計劃」），三年的估計開

支為４８．０５億元，但由於申請資格上加入了較嚴格的規定，以致部分

在舊計劃下受惠的人士在新計劃下不再合資格申請津貼。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政府目前的理財哲學為何，是否已經放棄審慎理財的原則； 

 

（二）為甚麼上述的發放現金建議沒有訂明就業狀況、家庭入息和資產審

查等資格準則，但交通津貼計劃卻訂有工作時數下限、家庭入息和資產上

限等嚴格規定；有否評估該情況是否顯示政府的理財政策有矛盾；若有評

估，結果為何；及 

 

（三）鑑於有報道指出，政府建議只向永久性居民發放現金，對居港未滿

七年的新來港定居人士不公平，引起公眾極之不滿，政府在提出該建議前

有否評估其對各界人士和社會的影響？ 

 

答覆： 

 

主席： 

 

  政府一如既往按照審慎理財的原則管理公共財政。這原則切合《基本

法》第１０７條的規定，即財政預算以量入為出為原則，力求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率相適應。我們在預算案附錄提及的

一些準則，也反映了上述原則。在實踐時，如何體現審慎理財的原則，要

視乎個別財政建議的政策目的及相關考慮。 



 

  問題所提及的措施各有其特定的政策目的和背景，不應作直接比較。

「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目的，是減輕低收入住戶的在職人士往返工

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勵持續就業。由於計劃是一項經常性措施，我

們必須考慮其可持續性，並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能投放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士身上。計劃的申請資格反映了上述考慮因素。 

 

  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注資強積金戶口及其後公布向合資格市民發放

６，０００元的建議，與「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政策目的、理念及

背景均截然不同。 

 

  由於二○一○至一一年度的收入遠較預期多，加上預計中期財政穩

健，儲備水平健康，我們認為不需要將這些預期以外的收入全數撥入儲

備。因此，財政預算案除了有多項措施紓緩通脹對市民的壓力，包括寬免

差餉、電費補貼、增加食物銀行撥款等，亦撥款投資未來，例如成立７０

億元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金」、２５億元的「自資專上教育基金」，以

及注資強積金戶口等等。 

 

  強積金制度是現時香港退休保障制度的三條支柱之一。在《強積金條

例》的框架下，市民須供款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準備。政府在財政許可的

時候以公帑協助有關市民為退休作更好的準備是恰當的，也可加強這退休

保障制度及作為對社會整體未來的投資。 

 

  在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有意見認為政府在目前的財政狀況下應該藏

富於民。在制定預算案時，我們既增加教育、福利及醫療等多方面的經常

開支，改善民生服務，亦建議注資強積金戶口，是希望能透過一個現存渠

道，協助更多市民為退休作好準備，同時亦達到藏富於民的目的。基於上

述考慮，注資強積金戶口的建議不設入息審查。 

 

  向１８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市民發放６，０００元

款項的建議，在概念和背景上與上述注資強積金戶口建議一脈相承，同樣

是希望能藏富於民。不同之處，是６，０００元的款項不是留作未來之用，

而是讓市民自行支配。市民可按意願決定全數提取，亦可選擇暫不提取，

以獲取「儲蓄獎賞」。以這個建議取代注資強積金戶口，是順應預算案公

布後的民意傾向。這調整建議保留了藏富於民的原意，只是透過另一個實

施方法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社會上對藏富於民及扶助弱勢社群雖有共識，但實際上對如何分配公

共資源，大家仍有不同的意見。即使是向領取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的人士發放額外津貼或代繳公屋租金等一次性措施，社會上也有反對的聲

音。在香港這樣多元化的社會裏，實在難以追求絕對的共識。 



 

  同樣地，我們提議向１８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市民

發放一筆為數６，０００元的款項，社會上亦有不同的聲音，既有很多市

民表示歡迎，也有人認為應將涵蓋範圍擴大，包括某些類別的非永久性居

民或其他年齡組別的人士。我們亦留意到有某些針對新來港人士的意見，

其中有些是不公平及不必要的。 

 

  根據《基本法》第２４條及香港法例，香港居民分為永久性居民及非

永久性居民。１８歲或以上持有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估計

分別有約６１０萬及１１０萬名。持有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士包括很

多不同類別，例如新來港人士、輸入勞工及外傭，以及其他來港工作或就

學的人士等等。如果建議涵蓋非永久性居民，未必符合藏富於民的目的。

香港法律將１８歲或以上的人士視為成年人。因此，我們提議計劃只向１

８歲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成年市民發放６，０００元，這

樣做既切合藏富於民的目的，亦是合理的安排。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