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動力就《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的意見 

 

全民退保制度概念是靠年輕人供款給上一代，退休後便由新一代供養。但香港人

口老化的趨勢不斷加劇，根據長遠財政計畫工作小組推算，本港人口老化，就算

不增加任何新福利，到 2029 年就會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屆時要靠動用儲備、

加稅或舉債來彌補。 

 

國際不少經濟學者先後指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是「龐氏騙局」，所謂「龐氏騙局」，

原理是：「我要求你現在定期繳交一筆錢給我，你便可以享受不錯的回報」，而回

報就是騙子用你的錢投資獲利而得來的。騙子靠不斷地有新血加入騙局，加入的

人愈多，排在前面的人就有錢分。但當有一天，不再有人願意加入，騙局便即時

「爆煲」，排在前面的人就沒錢分了，所付的錢付諸流水。 

 

目前香港 65 歲以上人口共約 85 萬人，每人每月可得 3000 元計算，即每個月的

養老金支出近 26 億元，一年便要 310 億元！而香港人口老化的趨勢不斷加劇，

估計到了 2029 年，全港至少 20%人口超過 65 歲或以上，屆時由極少數勞動人口

供養上一代長者，豈不等同害苦年輕人？ 

 

更糟時是，屆時勞動人口太少，交的稅不足以供養老者，計劃爆煲收場，令現時

每月付錢供養長者的人，老去時不能得到年輕人供養，只有付出而沒有收獲的供

款制度，就是騙局了。如果要政府出手動用公帑補貼，則嚴重影響庫房收支平衡。 

 

事實上，世界上不少國家曾推行類似全民退保的養老計劃，德國實行官民商三方

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政府每年要補貼達 7,000 億港元；法國推行養老金，

欠債高達 9 萬億港元。毗鄰的台灣，其推行的勞工保險基金，將會在 15 年後面

臨破產危機，台灣政府「拍心口」稱必要時會包底，動用公帑找數。 

 

其實年青人如能及早做業主，老來甚少依賴福利。如果政府肯改變怪獸家長式規

管市民，開放強積金，讓市民自行決定做首期買樓或投資，又何需再搞派錢式退

休保障？反觀強推全民退保，讓年輕人百上力斤，更難儲蓄，不利為年老退休生

活計劃。豈不是好心做壞事、扶貧變造貧？ 

 

如果政府肯放手，讓打工仔動用自己的強積金存款做首期買樓，甚至做定期，他

們自然可為退休之路好好打算，沒必要推出這種派錢式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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