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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財政預算案 - 扶貧紓困重點 

支援弱勢社群 

135. 安老事務委員會正積極籌劃「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為香港的安老服務作長

遠規劃。政府亦透過一系列前瞻性的措施，應付人口老化令長者服務需求持續增長

的挑戰，包括： 

(一) 加強和優化社區照顧服務，切合長者居家安老的意願。由二零一六／一七

年度起，每年撥款一千七百萬元，增加一百六十個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 

(二) 加快增加安老宿位和提升宿位質素。由二零一六／一七年度起，每年撥款

一億四千萬元，增加資助安老宿位，改善現有院舍的服務；以及陸續提升

在「改善買位計劃」下，一千二百個宿位的質素； 

(三) 為安老服務設施作規劃。已在十五個發展項目或空置建築物內，預留地方

興建和改建安老院舍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積極推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

途特別計劃」，透過重建或擴建現有服務設施，增加安老服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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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驗安老服務新模式。「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將在今年擴展

至全港十八區，服務券數目會增加至三千張。安老事務委員亦正積極研

究推行「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政府已預留八億元，在為期三年

的試驗計劃提供三千張服務券。 

137. 不少長者對穩定回報的投資產品有需求。政府會推出試驗計劃，以年滿六十

五歲的本地居民為對象，於今明兩年發行銀色債券(Silver Bond)，首批為三年期。 

138. 香港人口老化，對未來的公共財政影響深遠。為改善有需要長者的退休保障，

已預留五百億元。扶貧委員會正就如何改善退休保障進行公眾參與活動。任何退休

保障制度，在財政上必須是可持續，避免將龐大的退休保障支出轉嫁下一代。 

139. 在兒童和家庭方面，政府自今年起，每年撥款二十九億元實施「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就業以及支援有兒童的基層家庭，紓緩跨代貧窮。 

140. 為協助婦女兼顧家庭和工作，政府自去年增加了合資格幼兒中心的「延長時

間服務」名額後，會繼續分階段增加三千八百個名額。今年第一季將推出試驗計劃，

為祖父母提供照顧幼兒的訓練。 

141. 我們會在二零一六／一七年度起每年撥款一億八千萬元，加強多項對殘疾人

士的住宿照顧、特別交通和社區支援服務，以及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和他們的

家人。 

142. 一次性電費補貼餘額的有效期會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底屆滿。直至去年十月，

百分之七合資格用戶仍然未用完補貼。餘額的有效期最後一次延長兩年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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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經濟壓力 

34. 香港近年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本地消費，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有一定的刺激作

用。考慮到當前的宏觀情況、政府的財政能力和提振短期經濟的需要，推出三項紓

緩措施： 

(一) 寬減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百分之七十五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

為二萬元，全港一百九十六萬名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減少一百七十億

元； 

(二) 寬免二零一六／一七年度四季的差餉，每戶每季一千元為上限。估計涉及

三百一十七萬個物業。政府收入減少一百一十億元；以及 

(三)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一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額外開支二十八億

元。 

35. 恆常措施方面，由二零一六／一七年度起，調整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下的兩

類免稅額。首先，基本免稅額和單親免稅額會由十二萬元增加至十三萬二千元；已

婚人士免稅額會由二十四萬元增至二十六萬四千元。一百九十三萬名納稅人會受惠，

政府每年的稅收減少二十九億元。 

36. 提高供養父母和祖父母的免稅額，惠及六十萬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減

少八億六千萬元。有關調整包括： 

(一) 供養六十歲或以上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四萬元增加至四萬六千

元。連續全年同住者所享有的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 

(二) 供養五十五至五十九歲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由二萬元增加至二萬

三千元。連續全年同住者所享有的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以及 

(三) 父母或祖父母入住安老院舍的住宿照顧開支，扣除上限會由八萬元增加

至九萬二千元。 

 

一同為政府施政禱告，使預算和金錢能真正惠及有需要人士！ 

願上帝在香港社會中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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