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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貴為國際大都
市，但繁華背後，近年貧
窮人口數目卻上升，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百業，
貧窮問題更趨嚴重。今年
11 月 扶 貧 委 員 會 公 布
《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
告》，揭示去年貧窮人口
升至165.3萬，按年增加
16.2萬人，貧窮率23.6%，
每四個港人便有一人活在
貧窮線以下，貧窮人口及
貧窮率均創紀錄新高。

《大公報》近日訪問
七名參與2021立法會選舉
的候選人，詢問他們有何
方法，可以有效扶貧脫
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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飆至165.3萬 繁華背後有隱憂

政府解釋，整體貧窮情況明顯轉
差的主因，是去年勞工市場急劇惡
化，失業住戶急增，在職貧窮者的收
入明顯減少，撫養負擔沉重。

打工仔近半收入用於住屋
青年貧窮人口增幅明顯，貧窮人

口超過14萬，貧窮率上
升至15.6%。貧窮報
告指出，去年政府

派發一萬元現金及推出防疫抗疫基
金，連同綜援及在職家庭津貼等恆常
支援政策，令貧窮人口減至55萬，貧
窮率降至7.9%。以住戶收入中位數一
半劃為貧窮線，去年一人住戶每月收
入在4400元以下屬貧窮戶，二人住戶
為9500元以下，四人住戶則是收入少
於20000元。

在機場地勤公司做行李搬運工作
的30多歲黃先生，疫下要放無薪假，

收入大減，由原本底薪加津貼月入近
三萬元，跌至去年只有底薪9000元。

失業地勤：壓力大到頂唔順
當時黃先的大兒子讀小學二年

級，太太剛誕下二兒子，作為經濟支
柱的他承認： 「壓力大到頂唔順。」
一家四口月入9000元，在貧窮線下生
活了三、四個月，得到親友協助渡過
經濟難關，太太坐月後到美容院工

作，但因疫情又停工，後
轉到老人院做護理員，幫補家
計。

有學者認為，本港貧窮問題癥結
在於住屋開支大，打工仔的近半收入
用於住屋，導致生活困苦。政府應該
如何幫助貧窮人口脫貧？《大公報》
邀請社會福利界及勞工界立法會候選
人，分析本港貧窮加劇原因，提出解
決良方。

貧窮人口新高 脫貧路在何方？

勞工界候選人李廣宇表示，去
年住戶月入中位數按年下跌5.6%，
令貧窮線下降，貧窮人口較前年增
加約16萬，相信實際貧窮人口應更
多。對於政府以疫情解釋經濟轉
差、貧窮人口增加，他認為，真正
原因其實是社會結構轉型，教育及
社會推崇大學精英化，未能升讀大
學的人，更容易跌到貧窮線下，而

政府並無協助工人轉型。

另外，非公
屋住戶如以
一半收入支
付 住 屋 開
支，造成在職貧窮。

政府以調撥資源作為減少貧窮
人口的措施，他指是玩弄數字，疫
情下派錢是表面功夫。他說，政府
應正視經濟結構改變問題，做好人
才培訓工作。

葉湛溪：
釋放婦女勞動力 增收入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葉湛溪表
示，貧窮人口上升，他認為與失業
和疫情有較大關係。他反對以綜援
作為失業支援措施，認為社會福利
署放寬失業綜援資產上限只屬短暫
措施，政府應設立失業援助金，向
失業者提供半年經濟援助。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仍然嚴重，
他認為政府可研究向富人多徵稅，
提高利得稅，以增加資源投放在社

福、醫療和
教 育 等 範
疇。

葉湛溪
又指出，就業有助脫貧，政府應制
訂長遠扶貧措施，在職業技能培訓
上扶助市民就業，另應加大託兒服
務配額及資助金額，釋放在家照顧
子女的婦女的勞動力，增加家庭收
入。

李廣宇：
加強培訓 協助工人轉型

勞工界候選人、勞聯周小松表
示，過去兩年疫情令失業問題惡
化，本港八成失業人口屬貧窮，失
業援助十分重要，政府應在綜援制
度外，設立個人可申請的失業援助
制度，協助失業工友。他表示，調
高最低工資是短期有效扶貧工具，
產生漣漪效應下，工資最低的一成
打工仔，將可在短期內改善收入。

他建議，政府應大刀闊斧滅

貧，透過改
革將利得稅
改 為 累 進
制，企業多
賺錢便多交稅，令政府財源穩定，
向失業者派發現金援助。政府應加
快公屋供應，並向輪候公屋的市民
發放租金津貼。長遠而言，社會應
商討如何滅貧，改變產業結構單一
問題，加強職業專才教育。

周小松：
改革利得稅制 以富助窮

狄志遠：
制定滅貧指標 刻不容緩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新思維狄
志遠表示，人口老齡化及疫情令旅
遊及飲食業職位消失，本港出現經
濟結構轉型，政府現金派發計劃結
束後，更突顯貧窮問題嚴重。他認
為，香港最大問題是沒有滅貧指
標，有目標才能有應對策略，例如
要加強退休保障及支援貧窮家庭兒
童，以免落後於形勢。

他建議，應採取中期經濟支援

措施，透過
關愛基金向
低 收 入 家
庭、有需要
長者及失業者提供持續兩至三年的
經濟援助；長遠要做好退休保障計
劃。他又建議動員大型企業，為少
數族裔提供語言培訓及協助融入社
會，為婦女提供兼職就業機會，官
民合作解決貧窮問題效果更顯著。

▲去年香港貧窮人口升至165.3萬，按年增加16.2萬人，每四個港人便有一人活在
貧窮線以下。

▲有候選人指出，倚靠最低工資的基層市民在通
脹下收入減少，凍結最低工資令他們更徬徨。

勞工界候選人、工聯會郭偉强
表示，疫情下未能通關，旅遊等行
業的失業人口增加，以及中下階層
市民的工資沒有增長，名義工資被
通脹蠶食。

他指出，倚靠最低工資的基層
市民在通脹下收入減少，凍結最低
工資是政府最錯誤的決定，要解決
貧窮問題，便應提高最低工資，以
及向失業者發放援助金。

郭偉强
表示，內地
滅貧的方法
是協助當地
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環境，加強
謀生能力。

香港產業應趨向多元化發展，
走向創科及高增值經濟，才能令下
一代可以向上流動，不會令貧窮問
題跨代延續。

朱麗玲：
振興經濟 才可長遠脫貧

社會福利界候選人、民建聯朱
麗玲表示，疫情打擊香港經濟，失
業率攀升，僱員收入減少，加上香
港老齡化，長者愈來愈多，自然拉
高只計收入的貧窮率。政府推出短
暫或一次性紓困措施，但香港深層
次矛盾是房屋問題，長遠必須完善
現有經濟結構發展，才可長遠解決
貧窮問題。

她認為，要解決貧窮問題，應

將公營房屋
供 應 量 與
「 三 年 上
樓」 的政策
目標掛鈎，盡快落實 「北部都會發
展策略」 及籌劃區內的新鐵路計
劃，過渡性房屋供應增加三萬至五
萬個單位。另外，應優化在職家庭
津貼及加大兒童津貼額，縮窄貧富
差距，並推出支援照顧者計劃。

香港愈來愈多窮人，怎樣解決？

不太認同候選人設立失業援助金的建議，因為要加稅才可
推行， 「世界無免費午餐，羊毛出自羊身上」 ，政府應檢討基
層及基層邊緣的市民輪候上公屋的安排，加快上樓及放寬入息
審查，解決住屋貴的問題，才能解決本港的貧窮問題，才可讓
大家安居樂業。

陳先生 加快上樓才是脫貧上策

認同候選人提出設立失業援助緊急措施
的建議，但長遠不是好的方法，因為扶貧會
變成長期問題，應研究長久解決方案，例如
做好職業培訓及增加就業機會，才能將扶貧
變成脫貧。

梁先生 增加就業比只派錢更好

梁子穎：
調升最低工資 幫助基層

勞工界候選
人、工聯會梁子穎
表示，本港貧窮原
因在於打工仔薪酬
被剝削。清潔、保
安等基層勞工因最
低工資無上調，工
資追不上物價升
幅，其他打工仔的
工時長但無加班補水，工資變相被降低；另
外，旅遊業等從業員因為黑暴及疫情而工作
減少，當人工追不上通脹，打工仔變成在職
貧窮。他認為，公屋富戶政策要求超出入息
限制的住戶要繳付更多租金，政策令打工仔
失去工作積極性，年輕人可能為此搬至私
樓，避免在公屋多交租金。

他又說，富戶政策與獅子山精神相違
背，不利藏富於民，變相是製造貧窮，故倡
議政府干預及調整市場，幫助增加市民收
入，包括擴闊稅階加重高價商品的稅項，根
據政府外判工人時薪55元水平調升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並公布各行業薪金標準讓市場跟
隨。

脫
貧
篇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伍軒沛

立法會選舉
候選人名單

▲疫情重創百業，令香港貧窮問題惡化。

市民有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