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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全民退保 確保老有所養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下稱：聯席) 自 2004 年起成立，由全港八十多個不同類別的民間團

體組成，包括社福機構、工會、婦女、長者、青年、宗教、基層及殘疾人士團體等。過去

八年，聯席一直倡議政府就全民退休保障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提交具體方案及諮詢公眾，

並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以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結構性長者貧窮問題。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統計署早前發表主題報告，估算在現時全港約三百萬名勞動人口中，有 120 萬人並未能受惠於任何

退休金計劃；亦有 170 萬人並未能自行預備退休後的開支；另有 60 萬人口已預計退休後仍需為生

活/經濟問題繼續工作；在梁振英政府民望長期低下時，只有一成人認為仍對政府有信心，社會保

障是最後的依靠。然而，在對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趨勢下，聯席認為政府不應再拖延推動社會落實

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因此，民間倡議低收入補貼時，必須同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訂下時間表，

落實路線圖，確保老有所養。 

 

制度必須以「個人」為申請單位 

聯席重申，任何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必須以個人為申請單位。過去綜援除標籤效應外，同時亦因與

家庭同住長者必需獲子女同意簽發「衰仔紙」才可申請，造成不少家庭矛盾，長者最終亦不能受惠。

民間團體在過去多年已要求政府重新檢討綜援制度，但是政府充耳不聞。聯席憂慮在沒有全民退休

保障下，以家庭為單位設立低收入補貼，只會再一次忽略與貧窮家庭同住長者的生活需要。 

 

不過，政府往往就是在綜援制度外訂下種種框架，企圖轉移視線，但最終還是治標不治本。政府

2012 年通過的長者生活津貼正是一先例，在現有的制度(綜援及生果金)下中間落墨，透過「申報」

這語言偽術迴避「審查」的問題；但可惜至今申領長者生活津貼人數只有三十二萬，亦未如政府推

銷時預計有四十多萬人受惠；聯席亦非常憂慮政府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的目標是減少拾荒的長者人

數。事實上，聲稱「簡單申報」的長者生活津貼實際上是非常繁複，最終受害的還是貧困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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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時今日社會在已有種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配套下，不同組別的貧窮數字仍持續高企，是源

於「不患寡而患不均」。據樂施會數字顯示，2012 年第四季中，全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的入息中位

數是最貧窮一成住戶的 26.3 倍，貧窮人士未能透過現行社會的種種制度脫貧。不過，社會上仍經

常有人讒言說要透過勞力獲得社會第一分配；但低收入人士並未能勞動後透過最低工資追上生活水

平，達致自給自足。事實上，是否最低工資水平仍然太低，基層不能透過第一分配自給自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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