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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走勢

註：（）括號內數字為相應的貧窮

*恆常現金政策主要為綜援及生果金等；非現金政策主要為公屋 資料來源：扶貧委員會

單位：萬

政策介入前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恆常現金及非現金政策介入後*

譚婆婆每日由朝到晚做足
八小時，只賺得四十多元
下午

本港貧窮線計算以住戶收入為指標，

無計資產及負債，貧窮線以政府政策介入

前的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50%劃線。在

2018年，一人戶月入4000元以下為貧窮

人口、二人戶月入不足10000元為貧窮人

口（見上表）。

已連升四年 達140.6萬
本港去年貧窮人口達140.6萬，人數

創下2009年以來的十年新高，貧窮率達

20.4%，即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貧窮，人數

及比率都較2017年的138萬及20.1%增加

。計算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等恆

常現金津貼等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減至

102.4萬，貧窮率為14.9%；再計入公屋

等非現金政策後，貧窮人口進一步減至

73萬，貧窮率跌至10.6%，但分別較前

年增加0.9萬人及0.1個百分點。但整體趨

勢而言，本港貧窮人口及貧窮率自2014

年起一直呈上升趨勢。

長者再度成為貧窮人口重災區，去年

貧窮長者多達51.7萬人，較前年增2.2萬

人，貧窮率為44.4%。政策介入後，貧窮

長者仍達36萬人，貧窮率為30.9%，即

每三名長者有一名屬貧窮人口。前年優化

的長者生活津貼令9.5萬名長者脫貧，長

者貧窮率減幅達8.2個百分點。

貧窮人口持續上升，政府解釋是與沒

有固定收入的退休長者增加而引致，人口

高齡化近年明顯加速，長者貧窮率因而有

所回升，又指新增的貧窮長者，有超過一

半為政策介入前沒有任何收入的長者住戶

。政府展望，今年經濟顯著減弱，或影響

基層人士的收入及就業前景。

促政府做足準備保就業
扶貧委員會成員施麗珊指出，今份報

告未反映近半年的影響，有市民失業或開

工不足，相信接下來情況會更惡劣，認為

政府要事先做足準備，防患於未然。她形

容政府對貧窮人口數字持續攀升感到 「頭
痕」 。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

授葉兆輝指出，香港貧窮率高因存在結構

性問題、貧富差距大，但貧窮人口在政府

政策介入前後有減少，反映政府的福利政

策及紓困措施有一定成效，但他認為政策

未有針對性解決貧窮問題， 「授人以魚不

如授人以漁，政府不可能成日派魚，要教

釣魚，創造更多元就業」 。

葉兆輝又說，社會穩定有助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但失業率持續攀升， 「今年數

據會更差」 。

扶委會成員劉愛詩認為，就業是解決

貧窮的主要方向，官商民可重整就業結構

性，包括重點推出長期人手不足的職位，

例如護理員，吸納因近期社會問題而失業

的人士，既能短暫解決失業，亦可提升求

職者職業技能。另一扶委會成員葉文斌預

期，隨人口老化，長者貧窮問題勢必繼續

惡化，希望政府在財政充裕時，為長者提

供更佳生活保障，例如放寬申領長者生活

津貼資產限額、降低生果金申領年齡至

65歲等。

記者直擊

譚婆婆到社區組織協會
會址，進食由慈善團體提供的免
費飯

中午

【大公報訊】本港去年有23.5萬貧窮兒童

，貧窮率達23.3%，是自2016年後連續兩年

反彈上升，即每四名兒童便有一名處於貧窮，

但在政府政策介入後，兒童貧窮率跌至16.8%

，是歷年新低。

報告又提到，青年貧窮率雖處於9.3%的

較低水平，人數亦只有約九萬，但青年貧窮率

近年有所上升。2018年，七成貧窮青年為18

至24歲人士，大部分為在學人士，部分在畢業

及成功投入職場後，貧窮情況可望改善。

貧窮兒童23.5萬 每四人一個窮

責任編輯：秦漢威 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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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貧窮人口又見新高！政府昨日公布《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
告》，本港去年貧窮人口達140.6萬，數字創有紀錄以來新高，貧窮率
達20.4%， 「五個人一個窮」 ，即使政府政策介入，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仍是連續五年有升無跌。暴亂持續逾半年，重創本港經濟，失業率持
續攀升，扶貧委員會成員擔心，市民失業或開工不足情況料更惡劣，
政府 「頭痕」 。有學者估算，2019年的貧窮情況勢將更嚴峻。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文） 攝影組（圖）

五個港人一個窮 暴禍雪上加霜
去年貧窮人口見新高 未來失業率料狂升

關 昭

阻警隊加薪 反對派無恥
政府公務員加薪方案每年都會呈

交立法會財委會審批，屬 「例行公事
」 ，但今年的加薪撥款申請卻遲遲未
能落實，原因是反對派議員堅持要將
警隊剔出公務員加薪方案外， 「理據
」 是警隊在止暴行動中使用過度武力
，云云。

反對派議員還提出要以財委會名
義，「邀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到會接
受質詢。動議理所當然被否決，反對
派的指控，實屬荒謬至極。

首先，公務員加薪存在一套行之
已久、也行之有效的機制，即每年由
薪常會根據私人市場薪酬趨勢而作出
調整建議，一般幅度在百分之三、四
上下，即使偶有爭議，最終也會順利
通過。這裏面明顯的一點是，加薪屬
「隨行就市」 ，與部門工作性質無關

，也不具獎懲作用，而只是作為公僕
薪酬待遇追貼私人市場的一項整體性
調整，以期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政府工
作。

因此，反對派議員提出要將執法

人員排除於此次加薪方案之外，是完
全不合情理、亦不具法理依據的，不
僅是對現行機制的蔑視，更進一步暴
露了他們煽暴、縱暴的真面目。

事實是，警隊在此場長達半年多
的暴亂中，負擔的是最前線、最辛苦
也最危險的工作，連續十數小時長時
間執勤已如「家常便飯」，還要面對暴
徒如雨點般打下的磚頭、鐵通和汽油
彈，更要面對網上「起底」和家人子女
被滋擾的威脅，真是 「男子漢」 也有
支撐不住之時，但整體警務人員是堅
決、有力履行止暴制亂和恢復社會秩
序的任務，任勞任怨、無愧無悔，表
現是令人感動和對得起全港市民的。

反之，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在這場
暴亂中，擔當的是極不光采、也極不
公義的角色，不但絲毫沒有盡到議員
在政制架構下應盡的法律責任、社會
責任和道義責任，還為暴徒破壞社會
的違法惡行撐腰張目。他們長期享受
高薪厚祿、年年加薪加津
貼，堪稱厚顏無恥之尤。

為人師表變為暴師表
黑色暴亂持續六個月，有逾六千

人被捕，當中包括逾二千名學生，以
及七十名教師。如此高比例的學界涉
暴，環顧世界都是極其罕見的。這不
僅反映了黑色政治滲透社會程度之深
之廣，更說明香港教育制度出了嚴重
問題。如果再不採取果斷措施、嚴懲
涉暴教師，在暴亂仍未止息的當下，
只會令更多的學生淪為暴亂犧牲品。

修例風波引起的暴亂，之所以持
續如此長的時間，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在於，大量學生被捲入其中，為暴亂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這既是
別有用心的政客及外國勢力有組織、
有計劃的蠱惑，更與學校教師的刻意
煽動有着密切關係。

七十名教師及教學助理被捕，只
不過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過去六個月
來，見諸於傳媒報道的教師負面新聞
幾乎沒有一日停止過。從中學助理校
長公然詛咒警察子女 「活不過七歲」
，到官中女教師侮辱 「黑警死全家」
；從中學校園天台淪為暴徒訓練基地

，到通識科教師製作侮辱警員的教材
。乃至於，學生公然在校侮辱國歌、
叫囂 「港獨」 ，也沒有任何人出面阻
止。昨日更出現一宗荒謬的新聞，一
名教師為求向學生灌輸仇警的意識，
竟然篡改張愛玲文章的篇目。

教師本來是 「傳道解惑」 ，結果
變成 「傳暴加惑」 ；本該 「為人師表
」 ，一些教師異變成 「為暴師表」 。
有什麼樣的教師，就有什麼樣的學生
。在此情況下，學校何來安靜的求學
環境、學生又如何能吸收正確的知識
？長期的政治灌輸，已令大量學生淪
為暴亂的 「急先鋒」 ，縱火、襲警、
毆打市民，有的未成年就和窮兇極惡
的暴徒並無兩樣。數以千計的學生被
捕、近百教師涉暴，這難道不是香港
教育界的恥辱？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教協副會
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還在意
圖轉移視線，聲稱 「不能單憑數字定
論」 、 「被捕不代表有罪」 云云，其
政客嘴臉表露無遺。當教育界自己無

法進行自我反省、當全港最大的教師
工會都不敢直面問題之時，意味着只
能靠強化制度約束去糾正錯誤。

特區政府教育當局必須承擔起不
可推卸的責任。一方面，對於被捕並
判罪名成立的教師，必須褫奪其教師
資格，嚴限其未來再進入教育界的機
會，以儆效尤；另一方面，須加強對
學校管理層、辦學團體的合理約束，
對於一些屢屢出現暴亂個案的學校，
應考慮作出減少撥款資助作為懲戒。
當一間學校成為 「暴校」 之時，家長
便會用腳投票，最終離因收生不足而
「殺校」 的下場也就不遠。

必須指出，香港教育界仍然還有
為數眾多的優秀、高度負責任、真正
關心愛護學生的教師。但這掩蓋不了
二千多名學生被捕的殘酷事實。香港
當前的教育制度和監管體系都出了嚴
重問題，事件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
步。越早行動越好，涉暴教師受到應
有的懲戒，眾多無辜學子才能受到保
護。

社 評 井水集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香港是富
裕的國際大都市，貧窮長者的生活卻是無限辛
酸與哀傷。《大公報》記者早前直擊一位深水
埗執紙皮婆婆，由朝到晚做足八小時，四出撲
紙皮，只賺到46.5元。婆婆淡然地說，這天的
成績已算很好，平常只得30元左右，說時態度
輕鬆，記者卻聽得心有戚戚焉。

80多歲的譚婆婆獨居深水埗舊樓天台劏房
，面積不足60平方呎，月租2000元。婆婆雙腳
退化，行動不便，為求租金較便宜，寧願住天
台，每日出入要行九層樓。她有領取生果金等
政府援助金，租金已花去大部分，年紀老邁，
賺錢方法只有每天在街上執紙皮，否則要 「捱
餓」 ， 「仔女各有家庭，理唔到我，老公幾年
前過身，得我一個，每月靠幾千蚊生果金過活
，要交租要食飯，梗唔夠使！」

中午吃免費飯 夜晚一碗白飯
《大公報》記者早前陪伴譚婆婆工作一天

，清早六時她已在汝州街一帶藥房門外守候等
「開舖」 ， 「執紙皮一啲唔易，好多人爭，唔

早啲霸靚位，就冇紙皮，藥房係最多紙皮執嘅
地方。」 早上八時，藥房 「開舖」 ，職員將大

量紙皮丟在門外，譚婆婆馬上趨前將紙皮收集
、對摺、包紮。

譚婆婆說，一間藥房的紙皮數量並不足夠
，她必須到不同店舖 「乞」 求紙皮。 「你哋有
冇紙皮呀！畀啲紙皮婆婆變賣賺錢吖。」 記者
陪伴譚婆婆逐間店舖 「乞憐」 ，但觀察所見，
十間店舖中，沒一半成功；即使成功，收到的
多是小紙盒的紙皮。

中午12時，譚婆婆到社區組織協會會址享
用慈善團體提供的免費飯，她說這是每天最快
樂時刻， 「有飯食梗開心，我最鍾意食。」 吃
過午飯，她又到街上整理紙皮。

下午三時，譚婆婆已工作超過八小時，疲
倦了，便將紙皮放上手推車，推到回收店，堆
疊到近兩米高的紙皮只賣到46.5元，連最低工
資兩個小時收入也不夠。記者看着也感沮喪，
譚婆婆則笑說： 「今日成績好好，平日只得30
蚊左右咋。」

記者隨後陪譚婆婆回家，她將昔日與丈夫
的合照拿給記者看，說： 「好耐冇人同我傾偈
，今日有你，我好開心。」 記者看到，婆婆的
晚餐是白飯一碗，她說： 「而家啲餸好貴，有
白飯食已經好好，最緊要填飽個肚嘛。」

執八個鐘紙皮 婆婆僅賺$46.5

譚婆婆將紙皮收集、對
摺、包紮後，將紙皮放上手推車

▲譚婆婆清早六時已在汝州街一帶藥房門外守候等 「開舖」 執紙皮

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