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友記拍晒手掌
陳
先
生
：

「我啲子孫個個都好大，孫都結
埋婚喇，不過津貼提高咗（長生
津劃一$3585），而家錢鬆動咗，
覺得政府做得好好。」

姜
女
士
：

「都係香港人嘅嘢（資源），畀
老人家係無問題，可以畀老人家
到處去吓，成日困喺屋企都好慘
㗎！」

鄒
先
生
：

「我本身攞普通津貼，而家加多咗錢
會去飲茶，最緊要開心！而家政府對
市民好到不得了，以前成街乞兒。所
以搞冧香港無用㗎，而家我好心足㗎
喇！」

陳
女
士
：

「我之前已經係受惠（長者兩元
乘車優惠），但朋友知道（門檻降
至60歲）後喺WhatsApp拍晒手掌
，可以度度去吓，唔使有時啲車
費太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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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政部糾錯
撤華匯率操縱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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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刊 A2

政府百億紓民困
60歲兩蚊搭車 劃一長生津3585元

紓 困 新 猷
大公報記者 莊恭誠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公布增加一百億元經常
開支，推行十項民生政策新措施，惠及逾百萬人，
包括：兩元乘坐公共交通的優惠擴展至60歲、長者
生活津貼加碼及放寬資產上限、研究針對劏房的租
務管制、為輪候公屋者及失業者提供津貼等。林鄭
月娥表示，新措施除回應民生訴求、為基層帶來更
公道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制度，亦希望展示政府在
七個月動盪後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決心和意志。

旺角劏房檢土彈
上水破恐襲實驗室

A3

9729 8297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報料熱線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大公網 大公微信 PDF電子報

9729 8297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報料熱線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大公網 大公微信 PDF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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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多雲

Ta Ku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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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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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項 民 生 新 措 施
1.改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政府建議把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合而為一，每月津貼金額劃一為高額
津貼的3585元，擁有資產不多於50萬元的長者
都可領取每月3585元的長者生活津貼。

2.擴大$2乘車優惠計劃
長者乘車優惠的年齡資格，由現時65歲下

調至60歲，約60萬名60至64歲銀齡人士將可受
惠。

3.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
政府將為獲豁免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供款的低收入僱員和自僱人士代供百分之五的
強積金，目前約二十萬名月入少於7100元人士
將可受惠。

4.逐步增加法定假期
現時《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規定為每

年12天，然而《公眾假期條例》下的公眾假期
則為17天。政府將邀請勞工顧問委員會商討逐
步提高法定假期日數，使其與公眾假期日數看
齊。

5.改善政府外判服務員工待遇

6.為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
現金津貼
政府會以試行方式，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

，並符合資格的一般申請住戶提供現金津貼。
釐定現金津貼額會參考綜援租金津貼上限的一
半。

7.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

8.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
未來三年提供10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

標提升至15000個單位。

9.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津貼
在今年四月一日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

，失業一個月以上，而在今年四月之前曾領取
職津或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人士，可就該月份
申領現金津貼，最多三個月。

10.為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現金
津貼

政府突破固有思維對症下藥

關愛銀齡族 援手劏房戶 救濟打工仔

▶林鄭月娥表
示，新措施為
基層帶來更公
道分享經濟發
展成果的
制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召開記者會，公布十
項民生政策新措施 大公報攝

政府十項民生新措施主要針對基層與弱勢社群。2013年
首次推出、分為 「普通」 及 「高額」 的長者生活津貼，會劃
一合併為金額較高的「高額津貼」，即每月3585元，資產上限
提升至50萬元，估計約15萬人受惠，經常開支增約50億元。

60歲長者得享2元乘車
目前126萬人次受惠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年齡資格會由

65歲下調至60歲，即 「銀齡人士」 ，預料約60萬人受惠，經
常開支增約17億元。當局將研究發出相應的個人化八達通，
兼備社會福利署 「長者卡」 的功能。

被問到新措施是否意味改變 「長者」 定義、令其他相關
政策年齡資格亦下調，林鄭月娥表示，要視乎具體政策目標
與性質，並非劃一標準。

研針對劏房租務管制
一直視房屋工作為重中之重的本屆政府，再為基層帶來

好消息。輪候公屋逾三年的合資格一般申請住戶，將獲發現
金津貼，即綜援租金津貼上限的一半，直至首次獲編派公屋
，約91900戶受惠，經常開支增約28.2億元。而未申請公屋
、輪候公屋不滿三年的非綜援低收入家庭，亦可申領較高額
在職家庭津貼，約9000戶受惠，經常開支增約1億元。兩項
措施預計明年下半年推行。

政府同時研究針對劏房的租務管制，預料可避免在政府
補貼租金時，業主趁機加租。而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過渡性
房屋三年目標，亦由提供10000個單位增至15000個。

現金津貼應對失業潮
連月暴亂令打工仔叫苦不迭，部分行業恐現失業潮，政

府對此同樣有措施紓困。今年四月起的一年內失業逾一個月
，且四月前曾領取在職家庭津貼或學生資助計劃者，最快十
月獲發一項新現金津貼，最多三個月。而若四月起的一年內
曾領取在職家庭津貼，且屬就業不足或較低工時者，最快十
月亦可獲發最多三個月現金津貼。

政府會另增約6億元經常開支，為月入低於7100元者，
代供強積金的5%僱員供款。政府外判員工薪酬待遇，亦會獲
檢討並改善。

冀市民回復對港信心
政府還邀請勞工顧問委員會，商討逐步把12天法定假日

提升至17天，即公眾假期天數，料逾百萬人受惠，估計使員
工成本上漲1.7%，而逐步落實亦有助企業適應額外開支。

距離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還有一個多月，政府在
這個時候公布多項涉及制度改革的紓困措施，林鄭月娥解釋
說，是由於過去七個月社會動盪，未有時間及精力在去年十
月的施政報告推出更多民生政策。相關措施可以視為2019年
施政報告下集，並不等於取代財政司司長在下月公布的《財
政預算案》中的其他工作。 「一系列的措施，都是經過我們
深切的反思，令市民可以回復對香港的信心。」 她希望大家
一起走出困局，建立關愛共融、包容和諧的社會。對於新措
施是否會增加財赤，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坐擁過萬億元財
政儲備，有關做法符合公共理財原則。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特區
政府公布十項最新紓困措施扶助基層市
民，多個政黨和團體對政府突破固有思
維、從善如流的積極態度表示肯定，樂
見政府對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社會問
題對症下藥，期望政府訂明各項惠民措
施的落實時間表。他們亦呼籲反對派議
員以民生為重，停止 「拉布」 ，積極配
合政策盡快推行。

民建聯認為，讓60至64歲的銀齡
一族可以 「2蚊搭車」 、研究針對劏

房的租務管制、調高長者生活津貼的
資產門檻等舉措貼地利民。民建聯副
主席周浩鼎表示，希望政府可以盡快
公布措施的詳情和落實時間表，提升
措施的執行力，減少行政關卡，讓市
民可以早日受惠。

工聯會指出，政府從善如流，給予
最需要關顧的打工仔和初老實惠，是積
極正面的政策回應，反映政府勇於面對
這些困擾香港多年的深層次社會問題，
開始對症下藥。工聯會期望政府抓緊實

施，訂明各項惠民措施的落實時間表，
希望立法會議員以民生為重，積極配合
，盡快推行。

商界：增法定假期盼可商量
經民聯相信有關措施將可減輕基

層市民沉重的生活負擔，解當前燃眉
之急。對於特區政府計劃將法定假期
由12天逐步提高至17天所產生的額外
勞工成本，經民聯期望政府能與工商
界 「有商有量」 ，加強與社會各方持

份者的對話和溝通，在制定有關政策
前作出適當平衡，以免適得其反，造
成勞資雙輸的局面。

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會長蔡冠深
相信，有關措施能解決基層市民的生活
困難，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更好保障。至
於政府提出把法定假期由現時12天分階
段增加至最多17天，中總則期望特區政
府詳細諮詢工商界意見，務求在保障勞
工界權益和兼顧工商界負擔能力之間取
得適當平衡，推動勞資關係和諧發展。

團體盼盡快落實劏房租管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政府推出多項民生新

措施，當中三項涉及房屋，多個團體表示歡迎及支持。
公屋聯會認為，政府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由

未來一萬間增加至一萬五千間，更積極利用政府機構社區
用地，採取更主動的角色，期望項目能加快落實，建議應
更多透過房協、市建局等協助項目落成。對於為公屋輪候
者提供租金津貼，聯會認為，租金水平建議應參考房委會
長者租金津貼的標準，讓基層市民得以紓緩住屋壓力。至
於有關研究劏房租務管制，聯署期望能夠盡快落實。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表示，樂見政府肯定 「過渡
性社會房屋」 在重建基層市民社區鄰里關係及社區建設的
重要角色，亦以開放態度面對劏房市場租務管制的建議。
在應對長者及勞工收入保障方面，政府亦回應了不少民間
團體的訴求。

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表示，歡迎政府積極推行過
渡性社會房屋的措施，並樂見政府解決本港住屋問題的決
心，目標數量由一萬個單位增至一萬五千個。她又指出，
租金管制以及劏房戶租屋津貼已討論多年，以往社會上有
聲音擔心若提供租屋津貼，有業主因而加租，變相將津貼
給予了業主，若兩項措施雙管齊下，相信能有效協助基層
住屋困難，希望政府能訂立時間表，同時推行兩項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