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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規劃無心肝 全民退保唔好拖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下稱“聯席”) 旨在團結民間力量，爭取在港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以解決因人口老化帶來的嚴重長者貧窮問題，並讓全港長者退休後能得到基本尊嚴生活的保障。聯席

過去強烈要求曾司長正視人口老化問題，及落實設立全民養老金，以達致「老有所養」。 
  
政府提倡「居家安老」，但只集中討論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提供，其實是忽略長者需要及實際處

境；聯席認為，政府除了制訂措施提供服務外，更重要的是要為全港市民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保障年

老退休生活。 
 

長者貧窮問題嚴重 

現時大部份長者面對退休金/養老金不足的問題。據統計署報告題示，現時全港118萬長者中，有8成

長者沒有退休金/ 長俸；但同時亦有8成長者表示希望留在家中安老，不會入住老人院；而亦有接近6
成的長者只有不超過五萬元的資產，甚至有一成以上長者仍需要為基本生活而工作。這些數字已具體

反映現時長者的貧困狀況；可是，現時政府在名義上提出「居家安老」，實際上只討論社區照顧及支

援服務，卻沒有回應退休保障的問題，是根本性地忽略現時貧困長者的處境。聯席認為，政府必須設

立全民退休保障，確保長者退休後老有所養，才可以兌現「居家安老」。 
 

強積金問題嚴重 

強積金制度自二千年實施至今已運作整整十年，其成效一直備受質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早前曾表示，目前有約 220 萬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按平均回報率為 5％計算，月入 5000 元以下的

僱員，由 39 歲供款至 65 歲，最終只可取得 16.9 萬元；若 60 歲才開始供款，他所得的強積金累算權

益就僅有 3.6 萬元。事實上，打工仔的強積金繼 2008 年出現負回報後，早前發生的歐元債務危機再

一次一鋪“打沉”強積金，有財務機構統計今年首五月強積金回報跌近 5%，平均每人蝕 7000 元。強積

金本身風險高，無法確保低收入人士能獲得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且忽略婦女及殘疾人士退休的需

要。平等機會委員會早前亦公開呼籲政府認真研究有否其他退休保障的選擇，以免日益老化的香港社

會墜入貧富縣殊的巨大鴻溝中。雖然政府有意在年內進行強積金十年檢討，但據悉只集中在技術層面

的檢討，毫不討論政策是否能夠讓市民退休後有足夠的保障。 

 

政府卸膊 未有規劃退休保障 

今日政府推動討論「居家安老」，卻沒有具體推動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社會一直建議政府設立全民養

老金；可是政府過去以一次性措施作回應長者需要，對於人口老化問題卻欠缺長遠眼光。今天的長者

要依賴生果金及綜援金維生，甚至退而不休，勞碌一生；歸根究底是特區政府長期向財團及商家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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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施政失衡引致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人口老化及貧富懸殊問題未解決，香港的深層矛盾便進一步惡

化；設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實在刻不容緩。可是，勞工及福利局過去多年來仍以“現時正進行三

條支柱可持續性研究” 及“中央政策組正進行研究”為藉口，遲遲不肯向社會交代有關的進展及結果。 

人口老化危機深 設立全民養老金 

事實上，面對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上漲的情況下，政府為了展現改革醫療制度的決心及對市民的承

擔，早已在 2008-200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承諾從財政儲備中撥出 500 億，以推動醫療改革。可是，就

全民退休保障問題上，卻多次避而不談；聯席認為，政府同樣是責無旁貸，並須及早預留 500 億元啟

動基金備用，以顯示對全港退休長者的承擔，推動社會討論全民退休保障。 
  
聯席認為，作為負責任，有承擔的政府，應該以民為本，立刻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開放討論及進行廣

泛諮詢；以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最後，我們重申： 

 

1. 政府需要為人口老化作長遠規劃，撥備 500 億作為全民退休保障的啟動基金； 

 

2. 立法會必須盡快成立工作小組，展開研究及推動政府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3. 政府必須就其提出的三條支柱檢討制訂具體工作時間表。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2010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