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  
 
 
目的  
 

受扶貧委員會的委託，周永新教授擔任總研究顧問

的團隊已完成香港退休保障未來發展的研究。研究報告已提上

扶貧委員會 2014 年 8 月 20 日的會議上討論，並在同日全面公

開。  
 
 
背景  
 
扶貧安老為工作重點  
 
2.   就處理老年貧窮問題，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中表示

會「研究如何引入短、中、長期措施，改善現時的社會保障及

退休保障制度」。為落實競選承諾，行政長官在 2012 年 7 月

上任後以扶貧安老助弱作為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並在過

去兩年引入多項措施改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制度，當中包括

實施長者生活津貼  (至今約有 42 萬名長者受惠 )、落實高齡津

貼廣東計劃 (至今有超過 1 萬 7 千名長者受惠 )、將長者及合資

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擴展至更多公共交通工具

(現時每日平均有 62 萬長者人次享用計劃 )、倍增長者醫療券

的金額至每年 2,000 元等。  
 
3.   扶貧委員會在 2012 年 12 月重組時，行政長官將退

休保障課題交予委員會進行研究。這項研究隨後被納入委員會

其下的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的職權範圍

內。  
 
 

立法會 CB(2)2237/13-14(01)號文件 



-  2  - 
 

展開退休保障研究  
 
4.   在 2013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指出社會保障和退

休保障是探討貧窮問題經常遇到的課題。在退休保障方面，行

政長官指出他「在政綱中提出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

及早籌謀。政府會鞏固和優化現行制度下的三根支柱，即個人

儲蓄和家庭資源、社會保障制度及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

今 (2013)年 4 月開始實施的「長者生活津貼」，在綜援和高齡

津貼 (俗稱「生果金」 )之間，加入一層新的經濟支援。有意見

認為，政府應檢討長者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生果金三者之間

的關係。我們亦注意到有意見要求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另一些

意見則認為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全民退休保障會大大加重長

遠公共財政負擔，不加稅難以成事。僱主、僱員及政府三方供

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建議同樣富爭議性，而且也涉及負擔能力和

可持續性等問題。專責小組會以開放、務實及審慎的態度，深

入探討退休保障，客觀分析不同意見，就退休保障的路向建立

共識」。  
 
5.   2013 年 3 月，專責小組委託由周永新教授領導的香

港大學研究團隊，就香港的退休保障未來發展進行研究。去年

12 月，研究團隊出席了立法會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聽

取議員對退休保障的意見。  
 
6.   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中亦有提及團隊的研

究。他表示「政府會以開放及務實的態度，考慮退休保障的未

來路向」。  
 
 
最新發展  
 
7.     研究報告初稿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遞交，並已於 8
月上旬定稿。該報告的內容主要涵蓋：  
 

(a) 從文獻檢視其他地方的經驗；  
 

(b) 從會議、焦點小組、公眾諮詢平台搜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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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量化模式分析五個選定的坊間方案 1；以及  
 

(d) 研究團隊的「全民老年金」建議。  
 
8. 在扶貧委員會 2014 年 8 月 20 日的會議上，委員會

首次獲悉和討論研究報告。在該會議上，周永新教授向委員會

簡介報告的內容。扶貧委員會衷心感謝周永新教授及團隊過去

一年多的努力，並表示報告為未來退休保障的討論，提供一項

有用的參考。委員會亦備悉今次的研究由團隊獨立進行，政府

並無作任何方向性或具體方案的引導。為了讓社會大眾更好掌

握這議題，並保持扶貧委員會工作的透明度，委員會同意全面

公 開 報 告 ， 並 已 將 報 告 全 文 上 載 其 網 頁

(www.povertyrelief.gov.hk)供市民查閱。  
 
9.  聽取了團隊的報告後，扶貧委員會與團隊就報告內

容交換意見。有委員指出改善退休保障的基本方向是引入全民

免審查劃一金額的新計劃，還是建基於現行制度，通過經濟審

查將有限的公共資源集中幫助最有需要的長者，是值得深思的

課題。其他委員 (特別是那些與報告內個別全民免經濟審查方

案有關聯的委員 )表示會審視研究團隊對他們提出的個別方案

所作的分析，並會考慮團隊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是否為一個

可行的替代方案。  
 
10.   扶貧委員會委員也關注到改善退休保障對公共財政

的深遠影響，以及「誰人付鈔」的關鍵問題。有委員擔心增加

公共開支以改善退休保障福利，會令政府的財政情況惡化。長

遠而言，會令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早前推算因人口老化而預

期的結構性財赤問題提早出現。亦有委員指出不論加稅、抑或

要求僱主和僱員額外供款等融資方案，都很有爭議性，而要求

僱主和僱員額外供款的性質等同徵稅。就「轉移」強積金供款，

有委員憂慮此舉會削弱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支柱的功能，認為

並不可取。此外，委員留意到報告中涵蓋的所有全民免審查方

案，長遠而言，在財政上都難以符合可持續性的要求。  
                                           
1  團隊原先選取了六個坊間方案進行推算分析，包括三個分別來自香

港工會聯合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和公共專業聯盟的全民劃一

金額、免經濟審查方案；兩個來自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和新民黨的優

化現行須經濟審查社會保障的多層方案；以及羅致光博士的年金計

劃。然而，由於年金計劃涉及大量假設性數據，團隊最終未有就方

案作出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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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鑑於退休保障是一個極度複雜的議題，不單影響全

港市民，更會對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和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帶

來深遠的影響，扶貧委員會委員同意要小心行事，並認為須要

更多時間全面了解及審視報告內容和討論相關議題。委員會將

盡快再召開會議，就研究團隊的報告及相關議題作進一步及更

深入的討論。  
 
 
總結  
 
12.  請小組委員會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扶貧委員會秘書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勞工及福利局  
二零一四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