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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背景 

在 2016 年政府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目的是鼓勵自力更生和紓緩跨代貧窮，惟推出

一年，申領津貼的只有 3.5 萬個家庭約 13 萬人，未能惠及廣大有需要之家庭。於今年四月政

府改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並修訂放寬讓一人住戶申請，將家庭入息限額加設多一層(家

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60%至 70%以下)，同時將工時要求加設多一層(每月工時 144 至

168 小時)，並容許家庭成員合併工時計算。新修訂下的「職津計劃」推出首 6個月，共收

到約 4 萬 5 千個申請，當中包括超過 1 萬 6 千個為首次申請。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向

協助首次申領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人士，作出跟進的訪問，了解職津能否改善到基層家庭的

經濟處境，以及對申請過程的意見，並探討如何改善基層家庭生活的措施。 

 

 

調查目的  

了解在職基層家庭的經濟狀況及開支負擔 

了解申請在職家庭津貼的人士對申領過程的意見 

了解申領者獲取「職津」後，津貼對改善家庭生活的狀況 

探討職津計劃的改善措施 

 

 

調查方法 

調查採用「方便抽樣」方法，於 2018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在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轄下的工作

單位，向首次申請的人士，以面談及電話方式訪問，取得 209 份有效問卷。 

 

 

調查限制 

由於是次調查未有使用隨機抽樣或系統抽樣等方式來進行，所以調查結果只能反映受訪者的

家庭的在職及經濟處境，以及對職津計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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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受訪者女性佔62.2%，男性佔37.8%。 

 

 

年齡 

 

 

 

31-40 歲的受訪者佔 27.8%；41-50 歲佔

24.9%；51-65 歲佔 30.6%；65 歲或以上為

10.5% 

 

 

 

婚姻狀況 

 

 

 

受訪者主要為已婚人士佔55.5%；其次為單親

人士佔17.2%；單身(曾結婚)及未婚人士各佔

15.3%及12% 

 

職業 

 

 

受訪者的職業主要為非技術工人佔 50.2%；

工藝及有關人員佔 19.1%；服務及銷售人員

佔 14.4%；文書支援人員佔 7.7%。 

 

 

 人數 % 

男 79 37.8 

女 130 62.2 

總數 209 100.0 

 人數 % 

 18-30 10 4.8 

 31-40 58 27.8 

 41-50 52 24.9 

 51-65 64 30.6 

 65 或以上 22 10.5 

 無答 3 1.4 

 總數 209 100.0 

 人數 % 

 未婚 25 12.0 

 已婚 116 55.5 

 單親 36 17.2 

 單身(曾結婚) 32 15.3 

 總數 209 100.0 

 
人數 % 

 文書支援人員 16 7.7 

 服務及銷售人員 30 14.4 

 工藝及有關人員 40 19.1 

 非技術 105 50.2 

 無答 18 8.6 

 總數 2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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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工時 

 

 

受訪者每月工作時192小

時或以上佔 78.5%；，一

般家庭每月工作時數少於

192 小時有 21 人(佔受訪

人數 10%) 

 

 

工時少於 192 小時原因(高額津貼須符合每月工時 192 小時的規定) 

開工不足 

『有二個月唔夠工時,冇津貼』(地盤工人) 

『丈夫做地盤有時無工開，仔女放假時，自己又做唔做』(兼職售貨員) 

健康理由 

『力唔夠，唔可以做咁長時間工作』 (醫院外判工) 

『身體勞損，有病假開不到工』(外判清潔工) 

行業規定 

『工作時間有限定』(機場物流) 

『農曆年公司放假，工時不足』(地盤工) 

 

住屋類型 

 

 

 

受訪者的住屋類型主要為租住劏房佔 44%；公

屋佔 24.9%，自置居所佔 12%租住寮屋各自佔

17.7%；租住獨立單位佔 6.2%；；社會房屋以

及暫住親戚家各佔 1.4%。 

 

 

 

 

 
人數 % 

一般家庭 

人數 

單親家庭 

人數 

 144 以下 8 3.8 4 4 

 144-168 以下 6 2.9 6 0 

 168-192 以下 15 7.2 11 4 

 192 或以上 164 78.5 138 26 

 無答 16 7.7 14 2 

 總數 209 100.0 173 36 

 
人數 % 

 租住劏房 92 44.0 

 租住獨立單位 13 6.2 

 公屋 52 24.9 

 租住寮屋 21 10.0 

 自置居所 25 12.0 

 社會房屋 3 1.4 

 親戚家暫住 3 1.4 

 總數 2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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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數 

   
1 人在職 2 人在職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一人家庭 57 27.3 -  -  

 二人家庭 59 28.2 52 88.1  7 11.9  

 三人家庭 43 20.6 34 79.1  9 20.9  

 四人家庭 40 19.1 28 70.0  12 30.0  

 五人家庭 10 4.8 7 70.0  3 30.0  

 總數 209 100.0 121 79.6  31 20.4  

受訪者的家庭人數為一人家庭佔 27.3%；二人家庭佔 28.3%；三人家庭佔 20.6%；四人家庭

佔 19.1%；五人家庭佔 4.8%。 

二人或以上的受訪家庭中，家庭成員一人在職佔 79.6%，二人在職佔 20.4%。 

二人家庭中，一人在職佔 88.1%，二人在職 11.9%。三人家庭，一人在職 79.1%，二人在職

20.9%。四人及五人家庭，一人在職為 70%，二人在職為 30%。 

 

家庭每月收入 

  

  

一人家庭 二人家庭 三人家庭 四人家庭 五人家庭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9,000 以下 25 43.9 8 13.6 2 4.7 2 5.0 0 0.0 

 9,000 - 9,999 13 22.8 7 11.9 0 0.0 0 0.0 0 0.0 

 10,000 - 11,999 16 28.1 11 18.6 3 7.0 2 5.0 1 10.0 

 12,000 - 13,999 3 5.3 18 30.5 4 9.3 5 12.5 1 10.0 

 14,000 - 15,999 0 0.0 5 8.5 9 20.9 7 17.5 1 10.0 

 16,000 - 17,999 0 0.0 7 11.9 9 20.9 6 15.0 0 0.0 

 18,000 - 19,999 0 0.0 3 5.1 3 7.0 5 12.5 1 10.0 

 20,000 - 21,999 0 0.0 0 0.0 9 20.9 7 17.5 3 30.0 

 22,000 - 23,999 0 0.0 0 0.0 4 9.3 1 2.5 2 20.0 

 24,000 - 25,999 0 0.0 0 0.0 0 0.0 3 7.5 0 0.0 

 26,000 - 27,999 0 0.0 0 0.0 0 0.0 2 5.0 1 10.0 

 總數 57 100.0 59 100.0 43 100.0 40 100.0 10 100.0 

每月收入中位數 $9,025 $12,000 $16,300 $17,000 $19,000 

受訪者家庭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一人家庭為$9,025；二人家庭為$12,000；三人家庭為$16,300； 

四人家庭為$17,000；五人家庭為$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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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符合申領兒童津貼1 

 

 

二人家庭只有 49.2%可申領兒童

津貼；三人家庭有 79.1%；四人

家庭 92.5%；全部受訪的五人家

庭均可申領津貼。 

 

 

2. 受訪者在申領職津前的家庭經濟狀況 

你現時家庭經濟狀況 

 

 

有 63.2%受訪者表示家庭經濟狀況是

僅夠開支；30.6%表示入不敷支；足夠

有餘只佔 4.3%。 

 

 

 

你/你的家庭每月開支負擔最重的項目(以第一至第三位排列) 

 

 

受訪者每月開支負擔第一位

為屋開支佔 50.7%；食物佔

29.2%；供養家人佔10.5%；

子女開支的佔 6.2%；醫療的

佔 1.9%；交通的佔 1%。 

 

 

                                                 
1
 符合申領兒童津貼資格必須為 15歲以下，或介乎 15至 21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專上教育除外） 

 
有 冇 總數 

二人家庭    人數 

            % 

29 30 59 

49.2 50.8 100.0 

三人家庭   人數 

            %     

34 9 43 

79.1 20.9 100 

四人家庭   人數 

           % 

37 3 40 

92.5 7.5 100.0 

五人家庭   人數 

           % 

10 0 10 

100 0 100.0 

總數 

              % 

110 42 152 

72.4 27.6 100.0 

 
人數 % 

 入不敷支 64 30.6 

 僅夠開支 132 63.2 

 足夠有餘 9 4.3 

 無答 4 1.9 

 總數 209 100.0 

家庭開支負擔最重第一位 人數 % 

 住屋 106 50.7 

 食物 61 29.2 

 供養家人 22 10.5 

 子女教育 13 6.2 

 醫療 4 1.9 

 交通 2 1.0 

 無答 1 0.5 

 總數 2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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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房屋類別及租金中位數： 

租住私人單位的受訪者，支付租金

中位數為$4,000，租金佔家庭收

入中位數的 33%；租住公屋/社會

房屋租金中位數為$1,462，租金

佔家庭收入中位數 12.5%。 

 

 

按租金負擔與住屋類別的關係： 

從租住私人單位受訪者中，有

98.4%表示租屋開支負擔對家

庭經濟有負擔，沒有負擔只有

1.6%；租住公屋/社會房屋的

受訪者中有 79.6%，表示沒有

擔的有 20.4%。因此，租住私

樓的受訪者面對租金負擔較

租住公屋的受訪者為多。 

 

家庭過去一年有冇出現經濟困難 

 

有 67.5%受訪者表示家庭過去一年出現

經濟困難；沒有困難為 32.5%。 

 

 

家庭出現經濟困難的應付方法 

 

有出現經濟困難的受訪者，他們應付方

法有 53.2%節省食物開支；有 48.9%向

親友借錢；有 36.9%減少社交開支；有

22.7%節省子女活動開支；有 12.8%.

需要向銀行借錢%。 

 

 

                                                 
2
 受訪者表示住屋開支是家庭經驗最重負擔首三位 

 

租金 

中位數 

租金佔家庭收入 

中位數 

 租住私人單位  

(劏房/獨立單位/寮屋) 
$ 4,000 33.0% 

 租住公屋/社會房屋  $1,462 12.5% 

 

住屋開支負擔2 
總數 

有 沒有 

租住私人單位 人數 124 2 126 

% 98.4 1.6 1.6 

租住公屋/社會房屋 人數 43 11 54 

% 79.6 20.4 100.0 

 總數 167 13 180 

  % 92.8% 7.2% 100.0% 

 
人數 % 

 有 141 67.5 

 沒有 68 32.5 

 總數 209 100.0 

 
人次 %(N=141) 

 節省食物 75 53.2 

 親友借錢 69 48.9 

 減少社交 52 36.9 

 節省子女活動 32 22.7 

 銀行借錢 18 12.8 

 其他(積蓄/加班) 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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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津申領的結果 

有冇申領到職津 

 

受訪者有 93.8%申領到職津；未能申領

到職津佔 6.2%。 

 

 

未能申領職津的原因 

 
人數 內容撮要 

 自行放棄 11 

~追補交丈夫同住妹妹資產証明(雖然已申報同住但經濟各自獨立) 

~要解釋存摺報內各個支出，咁多月都唔記得咁多，唔想煩 

~要補交文件太煩 

 申請不合資格 2 
~因小販屬叛法不資格 

~唔見咗首次入境紀錄 

 

 

4. 領取職津對幫助 

職津對你/家庭的幫助程度？0 至 5 分 (0 分無幫助  5 分極大幫力) 

 

 

職津對受訪者的幫助程度，有 8.2%受訪

者給予 2 分以下；3 分有 27.6%；四分有

25.5%；五分有 38.8%；職津對受訪者幫

助程度的平均分為 3.9 分。 

 

 

 

 

 

 

 

 

 
人數 % 

 有 196 93.8 

 沒有 13 6.2 

 總數 209 100.0 

 
人數 %(N=196) 

0 分 0 0 

1 分 6 3.1 

2 分 10 5.1 

3 分 54 27.6 

4 分 50 25.5 

5 分 76 38.8 

總數 196 100.0  

平均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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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獲得職津的金額，主要用於生活那些開支 

 

 

有 61.2%受訪者將職津用於住屋方面；

有 53.6%受訪者用於食物；有 35.7%

受用於子女教育；有 13.8 用於供養家

人；有 10.7%用於醫療。 

 

 

 

按住屋類別與領取到兒童津貼家庭，職津金額用於生活開支 

 

租住私人樓宇 公屋/社會房屋 無須付租金 

人次 % (N=64) 人次 % (N=24) 人次 % (N=14) 

 租金 44 68.8 8 33.3 0 0.0 

 食物 29 45.3 12 50.0 8 57.1 

 子女教育 38 59.4 15 62.5 12 85.7 

 供養家人 13 20.3 3 12.5 2 14.3 

 交通 5 7.8 4 16.7 2 14.3 

 醫療 2 3.1 0 0 3 21.4 

 社交 1 1.6 2 8.3 0 0.0 

租住私樓並有領取到兒童津貼的受訪者中，有 68.8%將職津用於住屋方面開支，其次有 59.4%

受訪者將職津用於子女教育開支； 

租住公屋/社會並有領取到兒童津貼的受訪者中，有 62.5%將職津用於子女教育開支，其次有

50.0%為食物方面， 

無須支付租金並有領取到兒童津貼的受訪者中，有 85.7%將職津用於子女教育開支；其次

57.1%用於食物方面。 

 

 

 

 

 

 

 

 人次 %(N=196) 

 住屋 120 61.2 

 食物 105 53.6 

 子女教育 70 35.7 

 供養家人 27 13.8 

 醫療 21 10.7 

 社交 10 5.1 

 購置傢私/電器 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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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職津計劃的意見 

你是否滿意職津申請手續 

 
人數 % 內容輯錄 

十分不滿 16 7.7 
~手續繁複,多文件交 

~職員成日打電話來問東問西，好多野要解釋，戶口有收入要寫得清楚，令自已困 

 擾，如果唔係要睇醫醫 生要錢，一早就想放棄 

~我是住寮屋劏房，只有租單，沒有租約，他們需要提供証明，當中需要的証明更 

 拖延了我的申請約半個月時間，又要傳真，較麻煩。 

不滿 25 12.0 

 一般 66 31.6 
 

 滿意 90 43.1 
~過程順利，自己資料齊，不用額外申請資料 

~老闆又肯配合出薪金証明,只是需要花時間申請 

~批款都快 

~在職邊個經主任跟進好 
 十分滿意 12 5.7 

 總數 209 100.0 
 

有 19.7%受訪者不滿意職津申請手續，有 48.8%表示申請手續感到滿意。有 31.6%對申請手

續滿意為一般程度。 

 

你是否滿意明愛協助？ 

受訪者有 94.8%對明愛協助申請職津計劃感到滿意，其中表示十分滿意佔 62.7%。 

 

 

 

 
人數 % 內容輯錄 

 十分不滿 0 0.0  

 不滿 0 0.0  

 一般 3 1.4  

 滿意 67 32.1 ~我揸的士，要自報入息唔太明 D 表格掂寫，明愛姑娘可幫忙解決點樣做。 

~明愛姑娘介紹點樣申請職津，話比我告知自己合資格，之前一直以為不合資格。 

 在填表過程很細心地解釋，如沒有明愛職員協助，未必會申請，因要要交的文件 

 好多好煩。 

~告知有職津協助填表，協助與職津辦職員聯絡，沒有社工協助也一定申請不到。 

~我乜都唔識，成隻盲頭烏蠅，來明愛教我很多申請程序，俾我知道要做準備 D 乜 

~初來香港時任何事也不敢過問，明愛職員直接向我解釋點樣申請， 我好得很感動， 

 因為大陸不會有這些友善的協助。 

 十分滿意 131 62.7 

 無答 8 3.8  

 總數 20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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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否繼續申請職津？ 

 

 

 

受訪者有 86.1%表示會繼續申請職津；不

會以及未決定各 4.8%；沒有回答 4.3%。 

 

 

如會繼續申請職津，會否需要明愛協助？ 

 

 

會繼續申請職津的受訪者，有 86.7%表示

需要明愛協助，不需要明愛協助有 13.3。 

 

你對政府在職經濟措施有何意見： 

1. 放寬申請資格 

入息太高，單身好難合資格 

自己工作有勞損導致無法返全職，只可以做替工，入息低但又唔夠工時，覺得好唔合理 

建議職津放寬甚至取消工時限制，特別對於部份要兼顧照顧家人的人，未必能滿足工時要求 

我認為這個津貼有些不合理，因為我老公加班，人工都是多勞多得，但就因為超入息限額不能申請 

可申請埋交通津貼更好 

點解做小販不批,都是想自食其力. 

2. 提高津貼額 

雖然香港生活水平好高，但基層街頭生活真的很困苦，開支很大，對基層人士應該要有更多補貼  (受訪

者租住私樓，租金$3000,一人家庭收入$11000) 

希望多一些其他津貼 (受訪者租住私樓，租金$9000,一家三口，家庭收入$16800) 

3. 簡化申請手續 

手續繁複，一時一樣改來改去 

手續麻煩，簡化需提交的證明文件 

如真想幫助街坊，減少問長問短，並要體諒街坊對文件要求不靈活又僵化，如要求多多，需要給予更多

協助。 

4. 儘快處理住屋問題 

加快上樓最實際，幫助在職家庭減輕住屋上的經濟負擔。 

處理住屋問題，好多家庭租屋都好貴，快啲上樓可以減輕好多住屋上的經濟壓力。 

解決住屋問題，快 d上公屋，唔洗涯貴租， 即刻經濟輕鬆好多。 

加多啲津貼，租屋經濟壓力太大，減輕住屋負擔已經可以舒緩很大壓力 

  人數 % 

 會 180 86.1 

 不會 10 4.8 

 未決定 10 4.8 

 無答 9 4.3 

 總數 209 100.0 

  人數 % 

 需要明愛協助 156 86.7 

 不需明愛協助 24 13.3 

 總數 1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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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析 

1. 受訪者處境 

   申請職津的受訪者主要從事非技術（清潔、搬運、保安等工作）、工藝/技術（司機、廚師、 

   裝修等工作）、服務及鎖售、文書支援等基層工作。約八成受訪者每月工作時數超過 192 

   小時，工作時間頗長。 

申請職津的受訪者普遍來自基層家庭，以租住劏房、公屋或寮屋為主。 

申領職津前，超過九成受訪家庭處於僅夠開支或入不敷支的經濟狀況。三人以上的家庭中，

有七成家庭只靠一人的工作收入維持生計，家庭人數愈多，在職成員需要供養的家庭成員

愈多，經濟壓力愈大，有五成受訪者表示負擔最重是租金開支 

以租住單位類型分類，租住私樓的受訪者每月需支付的租金中位數四千元，佔每月家庭入

息中位數 33%；而租住公屋/社會房屋的受訪者，每月需支付的租金中位數$1462，佔每

月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2.5%。其中租住私人單位受訪者有 98.4%表示租金構成家庭經濟

負擔，較租住公屋/社會房屋的受訪者為多。 

   過去一年，近七成的受訪家庭表示曾出現經濟困難，最後要靠節省日常生活開支（節省食 

   物、減少社交及子女活動開支）及借貸應付。 

 

2. 申領職津的結果及幫助： 

   放寬申請條件後，超過九成申請職津的受訪者申請成功，獲得津貼。而單身人士今年更可 

   以以一人家庭的資格申請而受惠。但仍有 6.2%合資格家庭最終因為文件繁複而放棄申 

   請，未能受惠。 

   整體而言，成功申領職津的受訪者普遍認為津貼對他們有幫助。以五分為幫助程度的最高 

   分數，受訪者給予職津幫助程度的平均分為 3.9 分。更有六成四的受訪者給予四至五分， 

   表示津貼對他們的幫助頗大。 

   領取津貼後，受訪者主要用於四方面的開支，分別是住屋、食物、子女教育與供養家人。 

   調查發現有領取兒童津貼的受惠家庭中，會因應他們租住不同的居所而將津貼投放在不同 

   的開支用途。以受惠者將津貼用於生活開支的首三位計算，租住私人樓宇並領有兒童津貼 

   的受惠家庭，近七成會把津貼用作支付租金，其次才是子女教育和食物方面的開支；租住 

   公屋或社會房屋並領有兒童津貼的受惠家庭，超過六成會把津貼用作支付子女教育開支， 

   其次才是食物及租金方面的開支；而無須支付租金並領有兒童津貼的受惠家庭，近八成半 

   家庭會把津貼投放在子女教育，其次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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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領有兒童津貼並居住在公屋或無須支付租金的受惠家庭，多數會選擇將津貼用 

   作子女教育開支用途。相反，領有兒童津貼的私樓租客，由於租金負擔比公屋租戶高，普 

   遍會將津貼用來支付高昂的租金，而未能用作子女教育的用途。此舉實有違職津紓緩跨代 

   貧窮的原意及目的，同時亦顯示高昂租金可能是私樓租戶致貧的主因之一。 

 

 

 

 

調查建議 

 

1. 簡化申請手續及文件，讓更多合資格的家庭受惠。 

2. 建議向申領兒童津貼而租住私樓的家庭發放額外津貼，令兒童津貼能真正用於兒童身

上，達致紓緩跨代貧窮的原意。 

3. 受訪者對政府有關支援在職人士的經濟措施，有以下的建議：  

 租住私樓的受訪者認為雖然職津對他們有幫助。但若能夠儘快上公屋，更有助他們

減輕經濟壓力及負擔，建議政府儘快處理房屋問題。 

 受訪者表示如政府有心協助基層家庭，宜進一步優化職津申請：放寬申請資格、簡

化申請手續及提高津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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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在職家庭津貼對改善基層經濟狀況調查 

 
 

 

 

姓名：                    電話：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單親  □單身(曾結婚) 

住屋類型：□租住劏房/床位  □租住獨立單位  □公屋  □寮屋  □自置居所 □其他：               

租金：$               

 

同住家庭成員 

(關係如：配偶/子

女) 

年齡 職業 
每月 

薪金 

每日 

工時 

每週工

作 

日數 

在學子女 

(年級) 
備註 

1. 自己        

2.         

3.         

4.         

5.        

家庭收入每月收入：$                

 

你現時家庭經濟狀況係點呢？  □入不敷支   □僅夠應付開支      □足夠並有盈餘  

你/你的家庭每月開支負擔最重那方

面？負擔最重的三項開支 

以 1,2,3 排列 (1為負擔最重) 

項目 

 住屋開支(租金水電費) 

 食物 

 交通費 

 醫療費 

 供養家人 

 子女教育費 

 社交費 

 其他(註明) 

 

過去一年，家庭有冇出現經濟困難時？□有      □冇 

  如有，你會點應付？  

  □向親友借錢    □向銀行/財務公司借貸      □節省子女補習/課餘活動費 

  □節省食物開支  □減少社交開支   □其他：                                

 

 

 

問卷調查樣本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在職家庭津貼對改善基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 2018 年 10 月 

 

14 

 

 

申領在職家庭津貼-後續跟進問卷調查 

 

1. 職津辦批淮你的申領嗎？ 

   □有津貼額：$                            

         □基本津貼 (144-168 小時/單親 36 小時) 

         □中額津貼 (168-192 小時/單親 54 小時) 

         □高額津貼(192 小時以上/單親 72 小時) 

         □有月份未獲批款(月數：          ) 

        工時少於 192 小時或有未能批款的原因：                                                         

                                                                                                  

  

  □冇點解？□自行放棄申請 註明：                                                                

              □職津辦取消申請 註明：                                                                  

              □其他：                                                                             

 

2. 已申領職津能否幫到你/家庭？0 至 5 分 (0 無幫助  5 分極大幫力)               分 

   

3. 你獲得職津的金額，主要用於生活那些開支(可選其中最三項) 

職津金額用於主要開支 

以 1,2,3 排列 

項目 

 住屋開支(租金水電費) 

 食物 

 交通費 

 醫療費 

 供養家人 

 子女教育費 

 社交費 

 其他(註明) 

 

 

4. 你是否滿意職津申請手續：□十分不滿   □不滿  □一般    □滿意  □十分滿意 

  原因：                                                                                              

 

5. 你是否滿意明愛協助？□十分不滿   □不滿  □一般   □滿意  □十分滿意 

  不滿意原因：                                                                                  

  滿意最能幫到你 D 乜嘢？                                                          

 

6. 你會否繼續申請職津？□會需否明愛的協助？□需要   □不需要  

                      □不會原因：                                                                 

                      □未決定原因：                                                             

  

7.你對政府在職經濟措施有何意見：                                                                            

                                                                                               

                                                                                   

問卷調查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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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職工發展計劃 

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3 樓 3 室 

電話：27413767  傳真：23100166 

電郵：cdldp@caritassws.org.hk 

明愛單親家庭互助中心 

炮台山道 28A 號 

電話：28870567  傳真：28876617 

電郵：cdspfc@caritassws.org.hk 

明愛漢民/深井/青龍頭社區發展計劃 

深康路 40 號深井青年中心 

電話：24917078  傳真：24169243 

電郵：cdst@caritassws.org.hk 
明愛居民互助中心 - 深水  

石硤尾街 52-56 號東廬大廈地下 10 號舗 

電話：29949309  傳真：23703628 

電郵：cdssp@caritassws.org.hk 

明愛亞洲外地勞工社會服務計劃 

北角炮台山道 28A 號 

電話：21475988 傳真：21475388 

電郵：cdamp@caritassws.org.hk 

明愛洪水橋/朗邊社區發展計劃 

洪水橋盈福街 7 號多福樓地下 B 舖位 

電話：24782655 傳真：24791635 

電郵：cdhsk1@caritassws.org.hk 
明愛基層男士互助中心 

大坑東棠蔭街 17 號大坑東社區中心 107 室 

電話：23843733 傳真：27797827 

電郵：cdmc@caritassws.org.hk 

明愛長洲西灣社區發展計劃 

長洲西灣贊端路自助美經援村 91 號 2 樓 

電話：29811081  傳真：29868249 

電郵：cdcc@caritassws.org.hk 

明愛元朗鄉郊社區發展計劃 

元朗錦上路祠堂村 152 地下 

電話：2476969 3 傳真：24787010 

電郵：cdyl@caritassws.org.hk 
明愛葵涌居民互助中心 

葵涌大連排道 132 號 TLP 132 1 樓 C 室 

電話：23371037  傳真：25584633 

電郵：cdkc@caritassws.org.hk 

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 

長洲西灣贊端路自助美經援村 91 號 2 樓 

電話：25506469 傳真：25501347 

電郵：cdpfl@caritassws.org.hk 

明愛龍躍頭社區發展計劃 

粉嶺龍躍頭新屋村 22C 及 22D 號地下 

電話：26690001 傳真：26690327 

電郵：cdlyt@caritassws.org.hk 

明愛婦女發展計劃 

西灣河街 131 號利基大廈 1 樓 7-8 室 

電話：25677544   傳真：25677174 

電郵：cdwp@caritassws.org.hk 

明愛西貢社區發展計劃 

對面海康健路 140 號萬宜魚村廣發樓 45 及 46

號地下 

電話：27925506 傳真：27929689 

電郵：cdsk@caritassws.org.hk 

 

 

mailto:cdpfl@caritassws.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