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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及  基層勞工關注組 
就 ｢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 

向立法會提交之意見書 
 
1. 前 言 

 
特區政府早前委託香港大學周永新教授及其團隊，進行｢香港退休保障

的未來發展｣研究，研究建議香港推行老年金方案，包括開徵｢薪俸老年稅

｣、全民免審查、每名年齡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劃一可獲發三千港

元等，作為未來本港發展退休保障計劃的另一大重要支柱。事實上，本港

的退休保障計劃已在本地爭議了長達三十多年，是次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方

案，與回歸前社會討論的老年退休金計劃極為相似。本會贊同並支持研究

團隊建議的「全民老年金」方案，並促請特區政府儘快落實並推行「全民

老年金」方案，積極回應人口老化及長者晚年退休保障支援不足的問題。 
 
2. 抓緊｢人口機會窗口｣期  儘速落實全民退保 
 
 眾所周知，本港已踏入人口老齡化的階段，本地出生率亦有下降趨勢，

根據統計資料預期，香港社會踏入｢人口機會窗口｣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於

人口老齡化速度，勞動人口對青少年及兒童撫養與老人撫養均比較低)，香

港長者的人口比例將於 2015 年踏入 15%，若能及早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

將可減低未來公共財政負擔。因此當局應在這兩年內，儘快完善退休保障

計劃，確保每個市民不論貧富，均可享有基本退休生活保障。 
 
 過去多年，香港一直缺乏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不少長者早前辛勞工作，

晚年積蓄耗盡生活困苦，逼不得已依靠綜援或高齡津貼(生果金)維生。遲

至 2000 年本港始推行強積金，惟供款金額亦不足應付低收入勞工退休後

生活開支，反映全民退休保障的迫切性。 
 

本會認為，訂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的包括三大方面: (1)確保每位

市民可享有基本退休生活保障、(2)體現長者應有的基本權利，並非福利；

(3)參考世界銀行就退休保障提出的五支柱方案，完善本港退休保障各支

柱。 
 
3. 本會對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的意見 
 

本會支持本港應推行全民免審查的老年金方案，詳情如下: 
 

3.1 誰受惠？全民免審查 抑或保留經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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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誰能受惠方面，本會認為全民退保的目的是強調每位市民可享有基

本退休生活保障、並體現長者應有的基本權利，因此不應將方案視為純扶

貧方案，只針對貧窮長者提供支援，因此應屬免審查制度，全民皆可受惠。 
 
有意見認為當局可考慮完善現行的綜援、公共福利金計劃等制度，或甚

增加長者生活津貼金額，以完善全民退休保障。然而，現存各項計劃均帶

有福利性質，部分長者或因擔心被標籤為福利受助人而拒絕領取，再者，

這亦未能體現長者的權利，長遠亦未能引入僱主或僱員供款，令老年金方

案的財政的可持續性成疑。 
 
此外，為鼓勵就業人士為其退休生活儲蓄，本會同意當局亦可採納研究

報告的建議，參考澳洲和瑞典的做法，即符合資格領取老年金的長者，若

收入和資產超過特定的界限(數額可以是非常高)，他們將被視為自動放棄

權利，以免其他高資產長者申領老年金。這樣既可以減少方案的開支，亦

有助提高計劃在財政上的可持續性。 
 

3.2 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和方案本身的可持續性 
 
研究報告中引述的各項方案，抑或是周永新教授團隊提出的「全民老年

金」方案，均推算在未來有可能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然而，這並非否定

「全民老年金」方案的理由，因為各項推算中包括多項經濟狀況假設(例如:
本地經濟增長、政府收入、勞動人口變化等等)，只要現實狀況稍一變更，

結果可能截然不同。再者，以周教授方案為例，方案預計在 2026 年出現

入不敷支的情況，惟直至 2041 年期末結餘仍屬正數。由於政府統計處未

有提供 2042 年或以後本港人口趨勢的數據，屆時本港老齡人口亦極可能

已度過了高峰期，因此 2042 年或以後結餘不一定屬負數，甚至可出現正

增長。另外，按過去領取高額高齡津貼人數的經驗，約有百分之十適齡長

者不作領取。如推行「全民老年金」後，少於全數適齡長者領取的話，入

不敷支的情況將會推遲出現。本會建議，當局可於推行全民老年金計劃後

五至十年間，再次檢討計劃的成效、資金來源、每月發放金額等各項細節。 
 
3.3 ｢誰來付鈔｣的問題  加利得稅增財政來源 
 

｢誰來付鈔｣往往是社會上最受爭議的政治議題。作為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本會認為增加資金渠道極為重要，當中必須包括僱主、僱員和政府的

三方面供款。本會同意研究報告建議各收入階層勞工應付的｢薪津老年稅｣

稅額。此外，由於本港利得稅稅率處於近全球最低水平，以 2013-14 年度(修
訂預算)的利得稅為 1,195 億港元為例，若增加 1%，利得稅每年便可增加

70 億港元，有助增加稅收來源。本會促請當局增加利得稅 1%，甚至推行

更具社會財富再分配效果的累進利得稅，並將額外稅收撥入全民老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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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有效地發揮財富再分配的功能。 
 
 

3.4 與強積金的關係 
 
由於強積金設立的原意是市民各自為其個人退休生活作儲蓄供款，如將

僱主/僱員的強積金供款轉移至新的計劃，將有違強積金的原意，亦有損強

積金作為退休保障制度中第二及第三支柱的角色。再者，由於強積金供款

全屬個人資產，若資產轉移至新的計劃，極有可能引起社會人士不滿，甚

至引來司法訴訟等問題。若當局決心完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本會認為新

方案不應與強積金供款混為一談，兩者亦分開處理。此舉亦體現當局對完

善退休保障制度的決心和財政上的承擔。 
 
4. 改革現行退休保障制度其他支柱 
 
 除研究報告提及的老年金方案外，當局亦應改革現行制度，增強對退

休長者的支援，當中包括 :  
 
4.1 改革綜援制度 

 
4.1.1 申領綜援資格 

 
- 確認與家人同住長者獨立申領綜援的權利，避免與家人同住的赤貧長者

因現行規定而卻步申領綜援。 
 
4.1.2 在內地定居長者申領綜援規定 

 
- 放寬長者申領綜援在內地定居的規定，將現時只局限廣東省及福建省兩

省，逐步擴展至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例如：上海、北京等等，讓長者有

更多在內地定居的選擇。 
- 由於近年人民幣急速升值、內地消費物價屢創新高，導致綜援金購買力

大幅下跌，綜援基本金額及長期生活補助金不足以應付受助綜援長者在

內地生活開支。當局應擴大對在內地領取綜援長者的資助範圍，除現行

的基本金額及長期生活補助金外，還應考慮包括其他基本開支項目，包

括：租金津貼、水費津貼等等。 
- 特區政府應就在內地生活的最低生活開支展開定期調查，參考不同省市

的生活水平，制定港人在內地的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並每年進行預

測性的金額調整，確保綜援購買力，並以人民幣向參與計劃的受助長者

發放每月生活津貼，避免因人民幣升值削弱綜援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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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改革強積金 

 
- 取消僱主累算權益可對沖僱員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安排 
- 改革強積金，設立核心基金，並設定 0.75%管理費上限，以增加低收入

人士的強積金積蓄 
- 研究將強積金改為中央公積金。 
 
4.3 改革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 

 
- 放寬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規定，撤銷申請人需要緊接申請日期前已連續

居港最少一年的規定，並撤銷領取後的離港規定。 
- 為現在或曾經領取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提供免費公營醫療

服務。 
 
4.4 支援在內地生活長者 

 
- 除日常生活開支外，由於很多長者均需定期覆診及接受醫療治療，為強

化兩地融入及支援，特區政府可考慮與內地民政部門聯繫，提供醫療服

務支援，確保在內地的香港長者獲得適切的治療。 
- 為使計劃達到協助貧窮長者在內地獲得基本生活的政策目標，當局應加

強支援年齡較高的內地長者(例如：70 歲或以上)的醫療及生活需要，向

他們發放醫療費用補助金，以應付因年老而增加的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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