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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建議書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一. 前言 
面對香港人口老化、社會上貧富懸殊和通脹升溫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等問題，香港政府一直

沿用的三根支柱運作模式已經未能有效解決長者的退休生活。香港社會保障制度、強制性公積

金制度和個人自願性儲蓄已未能為現今和日後的社會民生作出保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為社會大眾和退休人士提供一個合理的退休生活保障。更何況香港政府推行的三根支柱根本沒

有考慮到無酬家庭勞動者（絕大部分都以婦女為主）和低收入基層人士（以婦女為多），根本

沒有照顧到女性退休後的生活保障。有見及此，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就著促請政府爭取設立全民

退休保障，為婦女們提供一個合理的生活保障。 

 
二. 意見: 

1.) 積極面對人口老化問題: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到了2039年，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數目將達至總

人口的28%1，屆時長者撫養比率將會由今天的18%，大幅上升至48.9%。而其中女性

的預計壽命更達到90.1歲，比男性的83.7歲高超過7.5%2，可見人口老化對婦女的影響

更大。雖然香港政府已深知人口老化的情況嚴重，但對於處理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

卻沒有爭取時間去計劃，以使日後的情況愈益惡化。對於高齡人口的急劇增長，長者

服務帶來的挑戰，計劃長遠的長者退休問題是刻不容緩的。 

  
2.) 婦女對社會的貢獻 

在現時的香港社會，雖然強積金為最主要的退休保障制度，但涵蓋面狹窄，對於為了

照顧家庭而不能全職工作(包括散工、零散工和家務助理)，甚或至放棄工作照顧子女的家

庭主婦排拒於外。而且很多低收入和零散工的婦女，本來的收入已經非常低，加上通脹問

題，又要照顧家庭等等的情況，根本很難有餘錢作為個人儲蓄，所以將來的退休生活又會

是如何呢？這些為整個社會默默付出的婦女理應得到社會的認同及肯定；但卻往往無法得

到應有的保障。這樣完全漠視了婦女對這個社會作出的貢獻，忽略了她們日後的生活保障。 

 
3.) 「三大支柱」不能保障長者的退休生活 

2.1)強積金: 
對於低收入人士、家庭主婦(無酬勞動者)、零散工根本完全發揮不到作用。再加

上強積金本身在運作上存有很多問題，除手續費高昂、風險要由個人來承擔之外，強

                                                 
1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 2010-2039》，第 28 頁，2010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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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制度更是對勞工的剝削，混淆了離職補償與退休保

障的分別，大大削弱了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的功能，故有等於無。 

 
2.2)綜援金和生果金: 

長者申請綜援要有資產審查、並且要求子女簽署沒有能力供養父母的證明書（俗

稱衰仔紙），令不少有需要的長者因家庭問題而無法申請。另外，很多長者都基於尊

嚴而拒絕申請，情願拾荒為生。故此，長者綜援根本沒有無障所有長者，並未能提供

一個「老有所養」的生活保障。 

 
3.3)個人自願儲蓄 
 低收入婦女、家庭主婦、零散工等，本身收入已非常低，加上通脹急劇上升，工

友生活足襟見肘，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根本沒有能力再為自己儲蓄。 
 
 
三. 總結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正正可以處理人口老化、保障婦女生活、提供穩定的長者生活，通

過社會資源再分配的機制，確保有一個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而且，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亦降低

因人口老化對政府所帶來的財政壓力，對政府財政的穩定性帶來一個正面的作用。 

 作為一個負責任和承擔的政府，應積極處理長者日趨嚴重的情況、面對三大支柱不足、沒

有保障婦女的退休生活等問題，以使長者在晚年得不到照顧。所以我們懇切要求政府盡快展開

討論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所有長者都得到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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