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5 财政预算  
 

(1) 重点 
 
— 今年财政预算的主题是香港的竞争力，包括以下四个重点 ： 
 

(a) 香港作为国际枢纽； 
(b) 产业的推动； 
(c) 发展的要素和限制；及 
(d) 财政的可持续性 

 
 
(2)  预算总览 
 
— 主要数字 

 2013-14 
修订预算 

2014-15 
预算 

增加/ 
减少 

 亿元 亿元  

经营开支 3,388 3,250  -4% 
- 其中经常开支 
 

2,852 3,074  8% 

非经营开支 970 862  -11% 
- 其中基本工程开支 
 

831∧ 708  -15% 

总开支 4,358 4,112  -6% 

总收入 4,478 4,301  -4% 

未计入政府债券及票据

偿还款项的综合盈余 
 

120 189 58% 

政府债券及票据的偿还

款项 
 

- 98 不适用 

己计入政府债券及票据

偿还款项的综合盈余 
120 91 -24% 

∧ 包括对医院管理局就小型工程项目的 130 亿元一次过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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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名义增长预计为 4%至 5%。 

—  2014-15 年度的政府总开支和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相

比于 1997-98 年度及 2009-10 年度如下：  
 

 2014-15 相比 
 1997-98 

% 
2009-10 

% 
政府总开支   
- 累积增长  112%  42% 
   
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 累积增长  62%  34% 
   

 

—  估计 2014-15 年度预算案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提振作用为

0.7%。 
 

(3) 经常开支 

—  2014-15 年 度 的 政 府 经 常 开 支 为 3,074 亿 元 ， 比

2013-14 年度修订预算增加 223 亿元，即 8%；比

1997-98 及 2009-10 分别增加 106%及 39%。这些持

续增加的经常开支反映政府在各政策范围下提供服

务的长远承担。  
 
—  教育、社会福利及卫生占政府经常开支接近六成。

这三个政策组别的开支增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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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2012-13 

实际 
2013-14 
修订预算 

 
预算 

相比 
2013-14 

相比 
2009-10 

 亿元 亿元 亿元 % % 

教育 604 638 671 +5 +32 
社会福利 428 519 569 +10 +44 
卫生 462 498 524 +5 +48 
      

总计 1,494 1,655 1,764 +7 +41 

 
—  上述三个政策组别的经常及其他开支详情请参阅附

件 1 至 3。  
 
(4) 基本工程开支 

 

—  政府一向致力投资基建，为未来及经济发展奠定基

础，创造就业，以及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  
 
—  我们预计到今年 3 月底，基本工程储备基金的承担

总额，合共高达 3,500 亿元，其中 3,400 亿元为基本

工程项目的承担总额。因此，政府有需要为正在筹

备的基本工程项目按先后缓急排序，以确保公共财

政的可持续性。  
 
—  2013-14 年度基本工程的修订预算为 831 亿。扣除

给医院管理局的 130 亿元一次过拨款外，基本工程

项目的修订预算开支为 701 亿元，与 2014-15 年度

708 亿元的预算开支相约。随着多项大型工程进入

建筑期，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基本工程开支会维持

在每年 700 亿元以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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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时，各项大型基建项目进展良好，其中港珠澳大

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南港岛线 (东段 )、启

德发展计划、沙田至中环线及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

等六个共耗资近 3,000 亿元的项目均已进入施工阶

段。随着上年将军澳－蓝田隧道详细设计工作的开

展，我们将于今年就将军澳跨湾连接路的详细设计

向立法会申请拨款。我们亦会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研

究发展岩洞的可行性。  

 
—  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大力投资与民生相关的项目： 

 

•  在医疗方面，我们已开始兴建和翻新多间公营医

院和诊所的设施，包括兴建天水围医院和香港儿

童医院。我们亦已展开重建广华医院和扩建基督

教联合医院的前期工作，并将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重建玛丽医院和翻新香港佛教医院。该些项目计

划需动用超过 460 亿元；  
 

•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现正推展第一期有机资源

回收中心计划，预期于 2016 年投入服务。稍后

我们会申请合共约 260 亿元拨款，以发展综合废

物处理设施第一期及扩建三个堆填区；  

 

•  在康乐及体育方面，我们计划于这个立法年度申

请拨款于屯门第 14 区及沙田第 24D 区兴建体

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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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15 年度财政预算的主要开支及收入建议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A. 配合施政报告措施的拨款 

经常性措施   
    
 *1. 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 

 
3,000 超过 200 000 个

家庭及其

710 000 成员，

其中包括

180 000 合资格

的儿童及青年 
 

 *2. 将关爱基金项目常规化 
 
 增加综援家庭中小学生的就

学有关津贴额以及学校书簿

津贴计划的津贴额 
 

781 不同类别的目

标受惠者以及

有需要的家庭 

  向参加租者置其屋计划超过

五年的综援受助人士提供租

金津贴 
 

  

  为低收入家庭残疾儿童提供

训练津贴，让他们在轮候资助

学前服务期间可接受自负盈

亏的服务 
 

  

  资助在社区生活的严重肢体

残疾人士的医疗器材和消耗

品的开支；以及按他们的需要

由个案经理统筹，提供一站式

的综合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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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为学生资助计划下领取「全额

津贴」的小学生提供在校免费

午膳 
 

  

  加强对就读副学位以下程度

合资格课程的清贫学生的经

济援助 
 

  

 *3. 增加长者资助安老宿位；推广持

续照顾安排至资助护养宿位；增

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的资助名

额；以及加强长者中心的服务 
 

436 
 

有需要的长者 

 #4. 预留合共 8 亿元，作为支付在

2015-16至2017-18三年内分三期

合共推出 3 000 张院舍住宿照顾

服务券的试验计划的费用 
 

800 3 000 名有照顾

需要的长者 

 *5. 增加长者医疗券计划金额一倍至

每年 2,000 元 
 

582 约 737 000 名合

资格的长者 
(注 1) 
 

 *6. 加强对少数族裔的支援  
 
 为非华语学生提供学习中国

语文的全面支援，其中包括： 

(a) 由 2014/15 学年起，在中

小学为非华语学生提供

「中国语文课程第二语

言学习架构」，特别设计 

 

250 
 

 
 
约 16 000 名就

读于 600 间中小

学的非华语学

生﹙在 2013/14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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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教材，协助他们有效地学

习中文为第二语文以便

融入主流中文课堂。 

 
 (b) 在高中提供应用学习（中

国语文）科目，内容与资

历架构第一至三级挂 
钩，为非华语学生提供另

类的资历，以加强他们的

就业能力。 

 

  

 (c) 由 2014/15 学年，增加拨

款予学校以协助推行上

述学习架构，以及作出监

察及评估。 
 

  

  在葵青区增设一所服务中心

以加强社区支援，并增聘少数

族裔人士以扩大外展服务 
 

 15 100 人次 

  鼓励加入少年警讯，融入社会 
 

 在五年内，由现

时 1 900 名非华

裔少年警讯会

员增加至 2 500
名 
 

 *7. 推行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残疾

人士的教育、训练、照顾和支 
援，其中包括： 
 

399 
 
 

残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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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提升康复专员的职级和增加

其辖下编制，加强协调各政策

局和部门 
 

  

   为残疾儿童学校提供额外教

师助理；下调每班人数；增加

特殊学校宿舍的人手，并提供

额外津贴以照顾医疗情况复

杂的宿生 
 

  

   将私营残疾人士院舍买位先

导计划常规化，并将每间院舍

可获买位数目的上限上调至

七成  
 

  

  提高庇护工场和综合职业康

复服务中心的奖励金额；增拨

资源予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

心、自助组织、手语翻译服务

以及短期日间和住宿照顾服

务 
 

  

   向残疾人士日间训练中心增

拨资源，加强照顾和支援高龄

服务使用者  
 

  

   在 2014/15 学年将「学习支援

津贴」增加三成，加强支援就

读于普通学校而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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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增加康复服务名额，包括学前

康复 / 职业康复及住宿照顾

服务计划 
 

  

 *8. 将「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

交通票价优惠计划」扩展至 12
岁以下合资格残疾儿童及分阶

段将「绿色」专线小巴纳入计划 

176 约 102万 65岁或

以上的长者及约

140 000 合资格

的残疾人士 
 

 *9. 就整笔拨款津助制度，增加非政

府机构的全年经常拨款 
 

470 165 间非政府机

构 

 #10. 延伸「先聘用后培训」先导计划

至康复服务，并招募青年人在安

老院舍及康复服务设施担任护理

工作，未来数年共提供 1 000 个

额外名额 
 

147 1 000 名青年。

计划亦会惠及

接受服务的长

者和残疾人士 

 #11. 在2014/15及2015/16连续两个学

年增加学前教育学券计划的学券

资助额，每年加 2,500 元，亦会

调高学费减免的上限，协助有需

要的家庭 
 

894 约 140 000 至

150 000 名就读

于参与计划的

幼稚园学生 

*12. 由 2015/16 学年起和紧接的 3 年

规划期内，逐步增加资助院校高

年级收生学额共 1 000 个 
 

436 在计划全面推

行后，1 000 名

副学位毕业生 

 #13. 推行一项新的计划，资助每届最

多 1 000 名学生，修读配合本港

人力需求指定范畴的自资学士学

位课程﹙惠及三届学生，然后再

检讨成效﹚ 

965 3 00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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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14. 推行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为

透过「内地部分高等院校免试招

生计划」升学而有经济需要的学

生提供资助﹙惠及三届学生，然

后再检讨成效﹚ 
 

114 透过「内地部分

高等院校免试

招生计划」升学

而有经济需要

的学生 

 #15. 推行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资助

每届最多 100 名杰出学生在香港

境外升读知名大学﹙惠及三届学

生，然后再检讨成效﹚ 
 

339 300 名学生 

*16. 资助约 9 800 名清贫学生参与境

外交流活动；并资助青年到内地

交流和实习，预计名额由现时的

9 600 名增至下年度的 14 000 名 
 

130 每年约 23 800
名学生/青年 

*17. 提供开办高中级别的公营学校相

等于一名学位教师职级薪金的额

外经常津贴，以加强生涯规划教

育元素 
 

257 在约 500 间开办

高中级别学校

就读的学生 

 #18. 展开大肠癌筛检先导计划 
 

422 合资格长者 

 19. 其它  652  
    

  11,250  
    

    
 
 
 
 

 
 

  



 
-   11   - 

 
 
 

 
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非经常性措施 
 
 20. 成立旅游业监管局 

 
300 普罗市民 

 21. 向「香港展能精英运动员基金」

注资 
 

200 残疾运动员 

 22. 向奖券基金转拨款项以确保「私

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有

足够资源﹙特别计划﹚ 
 

10,000 跟据社福机构

的粗略估算，特

别计划会为长

者及残疾人士

提供约 17 000
个额外的服务

名额 
 

 23. 推出第四个资讯科技教育策略，

主要措施包括由 2014/15 学年 
起，分阶段向所有公营学校提供

无线网络服务及其他配套设施 
 

105 
 

1 000 间公营中

小学的教师和

学生 

 24. 为贯彻多元卓越文化成立奖学金 
 

100 总额 100 名﹙每

年约 20 名﹚ 
 

 25. 以先导形式推行职业教育和就业

支援计划，为人力需求殷切的行

业吸引和挽留人才 
 
 
 
 
 
 
 

144 2 00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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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26. 设立 10 亿元的基金，利用投资收

入，长期支援资历架构的持续发

展 
 
 

1,000 各类型的持份

者，例如学生、

执业人士、雇

主、教育及训练

服务提供者，以

及品质保证机

构 
 

 27. 为「携手扶弱基金」预留拨款 
﹙注 2﹚ 
 

400 在弱势环境下

的人 
 

 28. 为「儿童发展基金」预留拨款 
 

300 超过 10 000 名

弱势儿童 
 

 29. 设立「回收基金」 
 

1,000 普罗市民 / 
回收业 
 

 30. 其它 115  
    

  13,664  
    
    

 施政报告措施的拨款 24,914  
    
   
B.  其他新措施的拨款 
 

  

 31. 供养父母/祖父母免税额调高至

40,000 元(与纳税人同住的额外

免税额亦增至 40,000 元)，另把长

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调高

至 80,000 元 
 
 

260 约 550 000 名纳

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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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32. 宽免交易所买卖基金的印花税 

 
200 (注 3) 

 33. 落实零售业人力发展专责小组的

建议 
 

130 零售业 

 34. 透过推行资讯科技增润课程伙伴

计划在中学加插资讯科增润课程 
 

75 参与学校的中

学生 

 #35. 增强香港旅游发展局所筹办的大

型盛事的吸引力 
 

50 各个与旅游相

关的行业 

 #36. 加强政府对会展活动的主办者和

参加者的款待与支援 
 
 

45 会展活动的主

办者和参加者 /
各个与旅游相

关的行业 
 

 37. 设立「企业支援计划」及扩大创

新及科技基金的资助范围，加强

对私营公司进行研发及把研发成

果商品化的支持 
 

(注 4) 进行研发活动

的私营公司 

 38. 加强对科技初创企业的支援 
 

(注 5) 科技初创企业

人士 
 

 39. 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特

别优惠措施的申请期一年 
 

(注 6) 香港的中小企 

 40. 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注 3)  

 41. 调高香烟烟草税每支 2 角，并按同

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 
 
 

- 为保障公众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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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42. 延长电动车的首次登记税豁免期

三年 
对收入 

影响轻微 
视乎使用率 

    

    760  
    
C.  纾缓措施的拨款 
 

  

 43. 宽免 2014-15 年度首两季差饷，

以每户每季 1,500 元为上限(注 7) 
 

6,135 约 310 万个须缴

付差饷的物业。

所有差饷缴纳

人均可以受惠 
 

 44. 宽减 2013-14 年度 75%的薪俸税

和个人入息课税，每宗个案以

10,000 元为上限 
 

9,160 约 174 万名纳税

人 

 45. 
 

宽减 2013-14 年度 75%的利得 
税，每宗个案以 10,000 元为上限 
 

1,030 约 126 000 名纳

税人 
 

 46. 向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
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

伤残津贴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

额相当于一个月的标准金额/津
贴 
 
 
 
 
 
 
 
 
 
 

2,674 约 120 万综援、

高龄津贴、长者

生活津贴及伤

残津贴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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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每年/总金额 
(百万元) 

 

 
受惠者 

 
 47. 为公屋住户代缴一个月租金。其

中，政府会为须向房委会缴交额

外租金的租户缴付单位一个月的

基本租金。至于香港房屋协会乙

类单位的非长者住户，政府会为

他们缴交一个月租金的三分之

二。(注 7) 

1,042 约 761 000 个公

屋住户 

    

  20,041  
    

 财政预算建议的拨款 20,801  
    

 总额 45,715  

    
 
 
注 1 假设参与率为 75%，2014 年会有约 552 800 名长者参与这项计划。 
 
注 2 当中预留 2 亿元专款，为基层家庭中小学生推行更多课余学习及支援项

目。 
 
注 3 为发展市场。 
 
注 4 新增资金将由创新及科技基金（政府财政储备内其中一个有特定用

途的基金）支付。实际涉及的款项须视乎所收到的私营公司的研发

投资及商品化工作计划的数目及规模，以及获批项目的进展及实际

支出而定。 
 
注 5 有关措施包括每年由创新及科技基金提供上限为 2,400 万元的种子

资金，予六所指定的大学进行其建议的科研项目，并鼓励其师生开

展下游的科研项目及相关项目成果的商品化活动。 
 
注 6 继续提供 1,000 亿元的信贷保证承担额予香港按揭证劵有限公司。

视乎坏帐索偿及相关支出的实际情况，推断 2019-20 年度以后才须

动用政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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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 毋须支付差饷及公屋租金的综援金受助人，将不会因宽免差饷及政

府代缴公屋租金而得到金钱上的利益。 
 
 
*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 
 
#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 
           
 
 
(6)  中期预测 

 

(亿元)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经营盈余 
 

239 35 482 543 697 

非经营赤字 
 

(50) (317) (384) (331) (283) 

已计入政府债券及票

据偿还款项的综合盈

余／(赤字) 
 

91 (282) 98 212 414 

财政储备结余 7,550 7,268 7,366 7,578 7,992 

- 相当于政府开支

的月数 
 

22 18 19 19 19 

- 相当于本地生产

 总值的百分比 
34.0% 31.1% 29.8% 29.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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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预测采用了多项假设，例如： 
 

 2015 至 2018 四年期间的经济趋势实质增长率为每年

3.5%，本地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趋势增长为每年 2%。 
 
 2015-16 年度及以后的每年地价收入为本地生产总值的

2.5%。 
 
 已计入基本工程所需的现金流量及完工后需要的运作开

支。 
 
 承诺用于支援医疗融资安排的 500 亿元会在 2015-16 年

度全数支出。 
 
 
 
附件  -  主要政策组别开支  
1 .  教育  
2 .  社会福利  
3 .  卫生  
 



附件 1 
 

教育 
 

• 2014-15 年度教育方面的总开支预算为 754 亿元，比 2013-14 年度

的修订预算减少 15 亿元(或 1.9%)。这主要由于 2014-15 年度减少

对种子基金的一次过注资。 
 
• 2014-15 年度教育的经常开支预算为 671 亿元(相当于本地生产总

值的 3%)，占政府经常开支的 21.8%，比 2013-14 年度的修订预算

增加 5.3%。 
 
• 主要新增及额外资源如下: 
 

经常开支的措施(涉及额外的开支) 
 
 18 亿 1,800 万元为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特殊学校拨款，以

维持现有服务及推行新措施，当中包括以下主要改善措施的

拨款： 

 2 亿 5,500 万元为开办高中级别的学校(包括特殊学校)提
供相等于一名学位教师薪金的额外经常津贴，加强生涯

规划教育，预计约 500 间开办高中级别学校的学生受惠； 

 2 亿 200 万元为学生资助计划下领取「全额津贴」的小学

生(包括就读特殊学校的小学生)提供在校免费午膳，预计

约 66 000 名清贫小学生受惠； 

 1 亿 1,600 万元加强为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的非华语学

生在中文学习方面提供支援，预计约 16 000 名非华语学

生受惠； 

 1 亿 1,000 万元将「学习支援津贴」增加三成，加强支援

就读于普通中小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预计约34 000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受惠； 

 5,100 万元向约 530 所小学(包括特殊学校)提供相等于一

名文书助理薪金的额外经常津贴，以应付推行扶贫和其

他支援学习的措施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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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 万元提升特殊学校的特殊教育服务，预计约 7 500
名就读特殊学校的学生受惠；及 

 3,500 万元增加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校本课后学习及

支援计划」的拨款。 

  4亿 1,500万元让学生资助办事处继续为不同级别的合资格学

生提供资助，当中包括改善以下现行学生资助计划的拨款： 

 2 亿 800 万元将「学校书簿津贴计划」下每名合资格中小

学生的定额津贴提高约一倍，预计约 260 000 名清贫中小

学生受惠；及 

 5,300 万元调升「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的学

费减免上限，此为当局为幼稚园教育提供更大支援的一

次性措施的其中一项，预计约 38 800 名清贫学童受惠。 

  3 亿 2,400 万元继续推行「学前教育学券计划」，当中包括将

学券资助额于 2014/15 和 2015/16 学年每年增加 2,500 元的措

施的拨款，由 2013/14 学年的 17,510 元增至 2014/15 学年的

20,010 元和 2015/16 学年的 22,510 元，此为当局为幼稚园教

育提供更大支援的一次性措施的另外一项，2014/15 学年约

140 000 名学生受惠。 

  2 亿 2,900 万元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教资会) 资助院校拨

款，继续逐步增加高年级学士学位学额，到 2018/19 学年，

每年将有 5 000 名表现优秀的副学位毕业生可升读资助衔接

学位。 

  增加拨款以推行多项新的职业及专上教育的资助及奖学金计

划和工作实习计划，包括： 

  9,100 万元推行多项计划增加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包括： 

(a)  一项新的资助计划，资助学生修读配合本港人力需

求指定范畴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   (每届最多  
1 00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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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让透过「内地部分高等院

校免试招生计划」升学而有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

于课程修业期内获补助金；及 

(c)  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资助杰出学生在香港境外升

读知名大学(每届最多 100 名学生)。 

以上三项计划如落实推行，将惠及三届学生，于学生的

修业期内涉及总拨款额 14 亿元，然后再检讨成效。 

 1 亿 8,800 万元为就读副学位以下程度合资格课程的清

贫学生，设立学费发还机制，并提供学习开支定额津贴；

以及资助清贫学士学位和副学位学生参加交流活动。约

3 600 名学生受惠于学费发还机制、约 7 200 名学生受惠

于学习开支定额津贴，以及约 9 800 名学生受惠于参加

交流活动的资助；及 

 1,100 万元为职业训练局所有高级文凭及部分中专文凭

的学生提供工作实习机会，预计超过 9 000 名学生受惠。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 
 

  10 亿元设立基金，长期支援资历架构的持续发展(总承担额：

10 亿元，2014-15 年度现金流：10 亿元)。 

  1 亿 4,400 万元，由职业训练局推行一项职业教育和就业支援

先导计划，为人力需求殷切的行业吸引和挽留人才(总承担

额：1 亿 4,400 万元，2014-15 年度现金流：1,050 万元)。 

  1 亿 500 万元推出第四个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包括分阶段向

所有公营学校提供无线网络服务及其他配套设施(总承担

额：1 亿 500 万元，2014-15 年度现金流：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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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 
 
 
• 2014-15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总开支预算为 619 亿元，比 2013-14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64 亿元(或 11.5%)。 
 
• 2014-15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经常开支预算为 569 亿元(相当于本

地生产总值的 2.6%)，占政府经常开支 18.5%，比 2013-14 年度

修订预算增加 9.7%。其中包括 391 亿元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下称

「综援」)计划和公共福利金(下称「福利金」)计划的开支，而其

他主要开支则用于提供安老、康复、家庭及青少年服务。 
 
• 主要新增及额外资源如下： 
 

经常开支的措施(涉及全年额外的开支) 
 

 6 亿 6,000 万元加强安老服务，包括： 
 

 8,500 万元在本地增加约 550 个资助宿位，并增拨 3,500 万

元试行在内地购买约 400 个资助宿位； 

 2 亿 400 万元以增加约 10 000 个资助宿位的资助金额，加

强对长者的照顾水平与支援； 

 1 亿 7,200 万元以增加 1 500 个「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

名额，并加强这些新增名额和现有约 5 600 个服务名额的

家居照顾服务范畴，提升对居家体弱长者的支援；以及 

 1 亿 6,400 万元让 41 间长者地区中心及 119 间长者邻舍中

心增聘人手及资源，以及把 51 间长者活动中心提升至长者

邻舍中心。 

以上措施将令约 73 000 名长者及其家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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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亿 6,000 万元改善及加强支援残疾人士的康复服务，包括： 
 

 1 亿 5,200 万元把以下关爱基金计划纳入为恒常资助计划，

包括： 

(a) 5,300 万元为轮候资助学前康复服务的低收入家庭儿

童提供学习训练津贴；以及 

(b) 9,900 万元为在社区生活的严重肢体伤残人士租用医

疗器材和购买医疗消耗品常规化，并由个案经理提供

一站式的综合支援服务。 

以上措施预计分别惠及约 1 500 名学前儿童和 1 800 名严

重肢体伤残人士； 

 9,300 万元向残疾人士日间训练中心增拨资源，加强照顾和

支援高龄服务使用者； 

 4,000 万元将私营残疾人士院舍买位先导计划常规化，并将

每间院舍可获买位数目的上限上调至七成，提供 450 个资

助宿位；  

 4,200 万元加强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人手及引入个案管

理服务模式，预计惠及约 1 300 名残疾人士；加强支援自

助组织的运作和发展、加强为听障人士提供手语翻译服务

以及增加 442 个短期日间和住宿照顾服务名额； 

 2,200 万元增加 331 个各类康复服务名额； 

 900 万元增加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人手，以配合医院

管理局的「个案经理计划」和服务更多有需要人士；以及 

 200 万元提升康复专员的职级和增加其辖下编制，加强协

调各政策局和部门，实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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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 亿 2,600 万元改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包括： 
 
 9,000 万元：由 2014/15 学年起，将一项关爱基金项目常规

化，增加综援家庭中小学学生的就学有关津贴额，预计惠

及约 90 000 名学生； 

 2,600 万元：由今年 4 月起，在计算综援家庭的租金津贴

时，将就读专上课程的成员计算在内，使家庭所获的租金

津贴不会因为有成员接受专上教育而受影响，预计惠及约

2 600 个家庭；以及 

 1,000 万元：由今年 4 月起，将一项关爱基金项目常规化，

向成为租者置其屋计划单位自住业主超过 5 年的综援受助

人提供租金津贴，预计惠及约 1 000 个家庭。 

 4 亿 7,000 万元：增加非政府机构的全年经常拨款，加强机构

的中央行政人手及督导支援，增加对「其他费用」的津助，以

及增拨资源，让机构能更有效招聘和挽留辅助医疗人员，或购

买辅助医疗服务，以提供社署的津助服务； 

 1 亿 7,600 万元：把「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

惠计划」扩展至 12 岁以下合资格残疾儿童；政府亦会与业界

探讨如何解决技术及操作问题，务求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分阶

段将「绿色」专线小巴纳入计划； 

 1 亿 4,700 万元：扩大「先聘用后培训」先导计划及延伸至康

复服务，未来数年共提供 1 000 个额外名额；及 

 900 万元以提高庇护工场和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的奖励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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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 
 
 27 亿元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

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一个月的标准金额/津贴，预

计约有 120 万人受惠； 

 4 亿元注资予携手扶弱基金，当中预留 2 亿元专款，透过提供

配对资金，为基层家庭中小学生推行课余学习及支援项目； 

 3 亿元拨款预留给儿童发展基金，确保基金计划可持续发展，

协助更多弱势儿童规划未来；以及 

 1,700 万元添置六辆复康巴士，更换七辆车龄较高的复康巴士，

使车队的车辆数目增加至 141 辆，以及增添司机和管理

人手，进一步照顾残疾人士的特别交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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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 2014-15 年度卫生方面的总开支预算为 567 亿元，比 2013-14 年度

的修订预算减少 107 亿元(或 15.9%)。这是主要由于 2013-14 年度

的开支包括对医院管理局就小型工程项目的 130 亿元一次过拨

款。 
 
• 2014-15 年度卫生方面的经常开支预算为 524 亿元(相当于本地生

产总值的 2.4%)，占政府经常开支的 17%，并较 2013-14 年度的

修订预算增加 5.2%。 
 
• 主要新增及额外资源如下： 
 

经常开支的措施 
 
 向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增拨 16 亿 7,000 万元经常拨款，以应付

新增需求及推行各项措施，例如： 

 加强医疗服务，以应付人口增长及人口变化带来的服务需

求增长，包括改善治理严重疾病的服务，例如心脏病、中

风、末期肾病及癌症患者的治疗；以及推行措施改善医管

局的医护人手(5 亿元)； 

 增设逾 200 张普通科病床，以提升住院服务量(逾 2 亿 

7,000 万元)； 

 增加药物供应，包括持续为合适的罕有遗传病患者提供酵

素替代疗法；增加供应经分馏的血液制品；以及补充因配

药期延长而需增加的药物存货(1 亿 6,700 万元)； 

 为北大屿山医院、明爱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及仁济医院重

建计划落成启用提供支援(1 亿 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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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以下措施改善轮候名单的管理工作：设立支援时段，

以舒缓急症室的工作量；增加专科门诊的诊症节数，以处

理新增个案；设立第三间关节置换中心；增加手术室及内

窥镜检查节数；加强肺功能化验及放射服务；以及分阶段

延长医院药房的服务时间。所涉及的新增个案／节数合共

约 20 000 个／节(2 亿 5,300 万元)； 

 当《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条例草案》获得立法会通过后，

支援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互通系统)第一阶段的运作  
(1 亿 8,100 万元)； 

 改善社区及医院为本的精神健康服务，从而加强精神健康

服务。有关措施包括增加拨款以提供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

及抗痴呆药物，惠及额外 10 700 名病人；以及在余下三区

(即荃湾(包括北大屿山)、油尖旺及大埔)展开个案管理计划

(9,500 万元)； 

 2014-15 年度在九龙东、九龙西及新界西联网增加   
32 000 个普通科门诊诊所的偶发疾病诊症名额 (并由

2015-16 年度起每年再增加 56 000 个名额，即合共 88 000
个名额)(3,400 万元)；以及 

 制定更安全的服务模式，以促进病人安全，包括购置额外

的单次使用医疗仪器；以及改善手术室消毒服务    
(3,300 万元)。 

2014-15 年度向医管局提供的经常拨款为 472 亿元，较 2013-14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3.7%。 
 

 7 亿 9,600 万元予卫生署： 

 把每名合资格长者的长者医疗券金额由每年 1,000 元增加

一倍至 2,000 元，并把长者医療券计划转为经常性的计划

(6亿7,800万元)(估计有 737 000名长者合资格参加该计划)   
(2014-15 年 度 为 该 优 化 计 划 预 留 的 拨 款 总 额 为          
8 亿 4,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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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为目标群组而设的大肠癌筛检先导计划，以及其他支

援癌症预防及筛检工作的措施(2,900 万元)； 

 为安老院舍及长者日间护理中心的长者推出牙科外展服务

计划，并纳入经常性的项目(2,500 万元)； 

 为临床讯息管理系统的运作及推展互通系统的筹备工作提

供支援(2,100 万元)； 

 提高卫生署规管私营医疗机构的能力，以及支援私营医疗

服务的发展(1,600 万元)； 

 增加介入服务，包括加强有关母乳喂哺的教育及宣传工

作，以及把水痘纳入儿童免疫接种计划(1,200 万元)； 

 提供用后即弃消耗品予卫生署辖下诊所及中心使用，以提

升感染控制标准(700 万元)； 

 为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及辖下两个小组委员会提供秘书处

及研究支援(500 万元)；以及 

 加强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在沥源及湾仔长者健康中心各

增设一个临床小组(300 万元)。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 

 7 亿 6,600 万元，供医管局购置设备和支付推行电脑化计划的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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