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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6 日工友權益聯社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見 
 

工友權益聯社 (工社) 於 1999 年 6 月成立，以社區為本的組織手法協助失業及基層工友建立自助

互助的組織，共同爭取合理的工作權益及生活保障，實踐基層工友之間互助共生的理念。 
 
「芳姐 61 歲，在連鎖餐廳做洗碗工，每天工作 8 小時，食飯休息無工錢，月入不足 8000 元；年

屆 72 歲的譚伯做外判清潔工，每天 9 小時工作，月入 8000 多元，工傷也不敢放病假，一年只放

三天假回鄉探親；50 多歲的陳女士在私營安老院工作，每天工作 12 小時，月入 9000 餘元……」。

他們都是來自基層即將或已經退休的工友，為了生活今天仍堅持努力工作，然而可以賺取的就是每

小時 32.5 元的工資，到他們無法繼續靠工作養活自己之時，他們真的可以活得安心、過尊嚴的退

休生活？ 
 
眾所周知，強積金條例是政治妥協的產物，正因法例容許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對沖」，

變相削減基層工友的退休保障，結果制度不但未能即時解決結構性老年貧窮問題，亦無助退休長者

獲得基本生活保障。今天，來自商界背景的黃友嘉成為積金局新主席，他清楚表明對取消強積金與

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對沖」持保留態度，更預告將來要增加強積金供款及建議強積金累積供款用

作購買房屋。儘管強積金問題為人詬病，政府仍然高唱這根支柱是穩固的，只要稍為微調或優化制

度便能保障市民退休生活。 
 
事實上，政府過去一直強調「養老」是個人、子女、家人的責任，政府應集中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

人，因此對於長者晚年的支援就更為嚴苛，綜援制度十六年來未有檢討改善，社區照顧服務、長者

住宿照顧服務藉「服務券」進一步引入經濟審查；以「扶貧」之名將基本需要變為短期需要，並改

以「關愛基金」作一次性津貼。以上種種，政府旨在強化一套公共理財哲學：政府資源不是無限，

只能「應洗則洗」，為免增加社福的每年經常性公共開支，只能集中資源扶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政

府以為秉持這種剩餘福利觀下的福利政策就可以限制或減少社福開支，可是卻出現「越扶越貧」的

現象，最有需要的人總是被各種形式的經濟審查措施篩出「扶貧」之列，結果貧窮率竟然高達 30.5%。 
 
兩年前，政府委託周永新教授就全民退休保障進行研究，並為民間六個不同融資方案進行精算；研

究結論清楚指出帶有經濟審查的退休保障方案（包括現存制度）均未能解決財政可持續的問題，更

無助減輕社會結構性長者貧窮問題。報告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倡議的「全民養老金方案」在人

口老化下，仍可持續運作至 2041 年，財政盈餘累積 1270 億元，在香港出現經濟危機情況下財政仍

能保持穩健。可惜政府並未有採納研究結論及建議，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相反，刻意製造

社會分化，先是歪曲事實，誤導公眾「全民退保一定爆煲」，再而假藉公眾諮詢意圖推翻周教授的

研究結論及基礎；更拒絕以不同退休保障融資方案作為年底諮詢的內容，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我們相信，經過多年的討論及精算專家証實「全民方案」在財政上可持續，社會對全民退休保障已

有共識，政府不能「輸打贏要」並須履行責任，在此重申下列要求： 
 

1) 政府以「港大周永新教授研究報告」６＋１方案的研究結論為基礎，制訂公眾諮詢的框架，並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2) 反對政府將優化強積金計劃及檢討綜援的建議一併放在年底的公眾諮詢內，意圖轉移視線，影

響諮詢結果； 
3) 政府在公眾諮詢完成後，將《2015 年財政預算案》中承諾預留的 500 億，在本屆政府任期內直

接撥作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啟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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