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利事務委員會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新民主同盟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見 

 

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本港退休保障三根支柱，為強積金、個人儲蓄和社會保障。但

強積金根本未能協助僱員儲錢，不單被僱主用作對沖遣散費，僱員同時亦要自行

承擔投資風險，難以保障退休生活。而樓價高企、人工升幅永遠跑輸通脹的現況

下，工友要依靠個人儲蓄達至解決退休生活保障，根本是奢望。政府聲稱優化和

鞏固現時多根支柱的模式，包括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但長者生活津貼設有資產

限制，更要對申請者的配偶進行審查。既未能全面幫助有需要的長者，更進一步

分化不同階層的長者。而早前長者生活津貼由 2,200 元增加至 2,285 元，增幅只

有 3.86%，較通脹為底，一再引證政府無意對市民的退休保障有所承擔。所謂退

休保障三根支柱，只是政府推卸處理市民退休生活保障責任的託辭。 

 

縱使，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委託港大講座教授周永新的研究團隊，研究不同

的退休保障方案，並檢視坊間方案的財政持續性，團隊初步分析出六個具代表性

的方案作精算，研究可持續性，以探討未來退休保障制度的發展，並和政黨及團

體見面，以及和僱主僱員代表進行焦點小組討論，希望團隊年中前提交的報告，

為社會提供討論基礎。 

 

就此可見，近期政府從姿態上強調重視退休保障，強調研究與討論。但民間並不

敢寄予厚望，恐怕研究與討論之後，是再研究與討論，甚至乎是深化研究與討論，

最終是無日無之的研究與討論。回歸十七年，特區政府處事口惠而實不至，拖字

訣為其決策的最高指令，香港人已見慣了受夠了。 

 

另一邊廂，曾俊華早前不斷放風，指預算案會減少紓困措施，及設立未來基金，

儲起財政盈餘應付不時之需，只是大肆玩弄財技，企圖將無指定用途的未來基金，

繞過立法會程序，無需向市民負責，反映政府的守財奴角色。而一個負責任的政

府應盡快成立養老基金，由勞資及政府三方供款，長遠解決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

問題。 

 

特區政府對長者的退休生活，沒有任何承擔，更沒有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制

度。所以，新民主同盟認為為解決人口老化，以及完善本港退休保障制度，設立

全民退休保障是刻不容緩的，並應在應屆政府任期內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預留五百億元啟動種子基金，就全民退休保障制定時間表及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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