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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補貼」算式影響貧窮線釐定  
 

2012 年 11 月 9 日，扶貧委員會重新運作，並於 12 月 10 日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大

多數委員認同貧窮線可以作為考量貧窮情況，以及評估扶貧政策成效的工具；而且認為訂立貧

窮線這項工作需要客觀數據、深入研究和詳細討論，更重要的是充分考慮本地情況。  

到今年 3 月 18 日，扶貧委員會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會上對貧窮線

的功能達致共識，它的三大功能包括：一、可以量化香港的貧窮人口，能夠集中分析各個組群

的情況；二、研究貧窮的成因，令往後的扶貧政策能夠更到位；三、檢視扶貧政策成效。在 3 月
28 日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中，大會決定採納「相對貧窮概念」作為貧窮線的釐定框架。  

接5 月 2 日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政府承諾將進行數據分析，以了解在貧窮線下住戶的社會、

經濟、住屋和區域特徵，以及對不同形態的貧窮狀況（例如在職貧窮、年老貧窮、單親家庭及

新移民家庭等）作出詳細分析，以便政策討論和制訂針對性的扶貧措施。據報，扶貧委員會傾

向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本港的第一條貧窮線，按此推算，本港大約有 130 萬貧窮人

口。  

租金計算有偏差  

現時爭議較大的是，應否把「公屋補貼」納入公屋住戶入息之內，以計算住戶是否屬於貧窮戶。

到底何謂「公屋補貼」？由於公屋住戶所交租金遠低於同區私樓租戶所交租金，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稱之為「公屋補貼」。若把「公屋補貼」計算在內，貧窮人口可能大幅減少三十萬之多。  

據了解，政府傾向的做法是透過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推算公屋單位的市場價值，然後計算

市值與現行公屋租金的差額，當作「公屋補貼」計算。5 月 8 日，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一致

通過無約束力的動議，認為不應把「公屋補貼」轉化為現金入息，作為計算貧窮線的一項因素。

筆者認為，政府這種推算「公屋補貼」的方法粗疏，亦與外國一般的推算方法不同。  

有見及此，筆者於是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2011 年人口普查（5%）的數據進行分析，目的是

了解如何計算「公屋補貼」，其對推算本港貧窮人口及其特徵有何影響。  

筆者估計，政府推算公屋補貼的方法是這樣的——根據 2011 年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私樓的租

金，只考慮兩個因素：區域（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區）和單位面積【表一】，例如一個位於

九龍區 550.8 平方呎的私樓單位，每月租金便是 12283 元（550.8 × 22.3 元）。  

假如公屋住戶甲屬四人家庭，月入 10000 元，該兩房單位在深水埗區，現時租金是 850 元；

那，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住戶甲的公屋補貼應是多少？由於人口普查沒有住戶單位面

積的資料，筆者於是唯有依據房署提供的 2011 年人均面積 137.7 平方呎計算，住戶甲的單位

可推算為 550.8 平方呎（137.7 平方呎× 4 ）。  

如前所述，一個相同面積、位於九龍區的私樓租金是 12283 元，即「公屋補貼」＝ 私樓租金

－ 現時公屋租金（11433 元＝ 12283 元－ 850 元），如果加入「公屋補貼」後，住戶甲的

收入即由原來的 10000 元增加一倍至 21433 元（10000 元+ 11433 元）。從這個例子讀者可

以看出，這個推算大有可能高估住戶甲租住私樓的租金，因為這樣推算出來的租金，已經高出

住戶甲的入息總；而且這種推算，亦與外國的做法有所不同。  



與政府數據相差四倍半  

筆者參考外國的文獻後，認為有五大因素可能與私樓租金有關，人口普查也有相關數據。筆者

在 2011 年人口普查（5% ）的數據中，抽出所有租住私樓的住戶（約 1200 個）進行「多元

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結果顯示，私樓租金與住戶入息、房間數目、住戶人數、

所住區域（18 區）和戶主職業都有密切關係。  

接，筆者從「多元迴歸分析」所得的方程式，推算公屋住戶假如租住私樓單位時須要付出的

租金應為 2930 元，約佔收入三成； 「公屋補貼」便是 2080 元（2930 元－ 850 元），加

入「公屋補貼」後的收入便是 12080 元（10000 元+2080 元）。這與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

據推算的「公屋補貼」相差接近四倍半。  

筆者運用上述兩個推算「公屋補貼」的方法調整公屋住戶的入息，數目佔所有住戶的三成，然

後把住戶入息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方法，調整住戶人數對住戶入息的影響，即

調整後的住戶收入將是原來住戶入息除以住戶人數的平方根的商數，最後便把所有住戶收入重

新由小至大排列，找出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  

可參考外國計算方式  

【表二】列出沒有「公屋補貼」和兩個以推算「公屋補貼」方法所得的貧窮線、貧窮人口和貧

窮人口比率。從【表二】可見，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推算的「公屋補貼」，貧窮人口將銳

減近四十萬，若以五大因素推算的「公屋補貼」，貧窮人口只減少十萬。結果顯示，兩種推算

「公屋補貼」的方法，對計算貧窮人口的影響頗大；同樣，對貧窮兒童（17 歲或以下） 和貧

窮長者（65 歲或以上）的推算亦有相若的影響。  

最後，研究亦發現這兩種推算「公屋補貼」的方法，對貧窮戶的住屋分布和貧窮人口百分比的

區域分布有不同影響【表三、表四】。一般來說，以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推算， 「公屋補貼」

的影響比起以私樓租金推算的影響較大。研究結果反映，以何種方式推算「公屋補貼」是非常

重要的。  

筆者認為，採用較粗疏的方法推算「公屋補貼」，不但誇大「公屋補貼」對貧窮線的影響，對

貧窮住戶的一些社會、經濟、住屋和區域特徵的了解亦有所偏差。對於扶貧委員會將要討論貧

窮線的設定，筆者建議，可仿效外國較為嚴謹的方法，推算出較準確的「公屋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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