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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本研究報告概述澳洲的退休金制度及就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作分析比較。

2. 自 1997年 7月 1日，澳洲強制所有僱員作退休金的儲蓄。澳洲的退
休金是僱員為退休而作的儲蓄。退休金制度旨在就退休、死亡及

殘疾等情況提供保障。僱主、僱員及政府 (視乎僱員經濟情況審
查的結果而定 )均須向該制度作出強制性的供款。退休金計劃的
權益即時全屬僱員所有。該制度大致上由私營公司營辦。

3. 在澳洲，由 1998年開始，基金的新成員會有權隨意選擇加入任何
基金。由 2000年開始，基金的所有成員會有權選擇加入任何基
金。此外，在受託人委員會中，勞資雙方均有數目相等的代表。

4. 澳洲政府鼓勵以年金形式提供權益，以確保退休人士在晚年得到

一串不斷的穩定的收入。有關人士一次過收取整筆款項，款額又

在某限額以上，就不獲得稅項寬減。

5. 在香港，僱員賺取少於規定的最低收入水平的收入，會獲得豁免，

無須供款，但他們可選擇供款。然而，他們的僱主必須供款。在澳

洲，僱員賺取少於規定的最低收入水平的收入，也獲豁免供款，而

他們有權選擇由僱主供款或收取等額的工資。

6. 香港強積金制度的行政費用比澳洲退休金制度的行政費用稍高，

原因是當局就強積金制度訂有若干附加的規定，有關人士須繳付

專業賠償擔保保險徵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徵費及補償基

金徵費。

7. 在澳洲，由於成員會有權自由選擇加入任何基金，因此其權益會

可以轉移。僱員可開立超過一個帳戶。現在權益可以部分轉移，

所需費用由政府管制。

8. 在香港，當局將設立行業計劃，以保障建造業及飲食業的僱員。

澳洲的行業計劃普遍，其保障範圍包括多種行業。

9. 香港及澳洲政府擔當監管角色。兩 不就投資回報提供保證。兩

個政府均不作為最終保證人，但兩者都透過若干途徑確保成員權

益獲得保障。



香港及澳洲

的退休金制度：總覽

第一部  ─  導言

1. 背景

1.1 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是一種僱員為退休而作儲蓄的方式。所有

退休金供款都繳付退休金基金。倘僱員收入為人均收入的兩倍或以

上，政府不會為該僱員作出供款。退休金供款以累積利息複式計算，

在成員退休時發放。當基金成員退休時，這筆款項會以一筆款額或每

月發放的退休金的形式，或兩者兼備的形式，發放給基金成員。

1.2 自八十年代以來，澳洲政府的退休收入政策一直都是趨向設

立強制性退休金制度。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澳洲的退休人士依賴社會

保障退休金，而該退休金是由政府透過一般稅收予以撥款。澳洲大部

分人口沒有參加任何退休金計劃，也無規定退休金權益必須保留至退

休時方可動用，所以，退休金權益可能會被提早提取而失去保障退休

的作用。由於澳洲人口漸趨老化，勞動人口要負擔退休人士，感到十

分吃力。退休金制度倘能容許保留權益至退休時才以年金形式發放，

似乎是一個解決方法。

1.3 本研究報告概述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此外，有兩份研究報告

對參與退休金運作的計劃管理人和政府擔當的角色作出比較深入的探

討：《香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度：受託人、投資經理及託管人》
(RP04/PLC) 及 《 香 港 及 澳 洲 的 退 休 金 制 度 ： 政 府 的 角 色 》
(RP05/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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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

2.1 澳洲的退休金計劃在 1983年至 1996年經歷了極大的增長。在
1983年，澳洲勞動力的 40%左右，包括兼職僱員的 8%，參加了退休金
計劃。自始以後，政府公布多項措施，以提高參加退休金計劃的人

數。因此，在 1996年，勞動力的 92%已參加退休金計劃，這包括兼職
工人的 70%左右。在 1997年 7月 1日，澳洲強制所有僱員參加退休金計
劃。政府會供入等額供款 (共同供款方式 )，唯僱員須通過經濟情況審
查，凡收入為人均收入兩倍或以上的人士均不獲得政府的供款。

2.2 八十年代以來所推行的各項改革，會使僱員在 2002年 7月 1
日，得以累積其薪金的 15%作退休金權益。這退休金權益的組成將如
下：

• 僱主供款 9%；

• 僱員供款 3%；及

• 政府供款 3%。

2.3 表 1撮述澳洲政府自八十年代起實施的有關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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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澳洲實施有關退休金制度的主要措施

年份 措施 政策目的

1985 加 入 一 項 由 僱 主 供 款 3%的 退 休 金 權
益。

擴大退休金的保障範

圍

1988 向僱主供款及退休金收益徵收一項 15%
的稅項

提高稅收

1992 《退休金保證 (行政 )法》規定僱主應把
規定的最低款額供入退休金基金。這

項僱主供款是可以扣稅的。僱主倘不

遵守此項規定可被罰繳交一項不能扣

稅的退休金保證費及其他罰金。

經規定的最低供款初步訂為3%，其後逐漸
增至2002-03年度的9%供款比率。

把僱主供款定為強制

性，以進一步擴大退

休金的保障範圍。

1993 制定《退休金行業 (監管 )法》 把退休金行業的主要

規管機構，即保險及

退休金監察委員會的

權力予以增加。

1994 引入“合理權益限制”的概念，把退

休金權益款額至澳幣 418,000元 (以一次
過形式提取 )及至澳幣 836,000元 (最少
一半款項是以一次過形式提取 )的稅項
寬減予以限制。低於該限制，稅率為

15%；高於設限制，稅率為30%。

削減收入豐厚的退休

人 士 可 享 的 稅 項 寬

減，並鼓勵更多人採

用年金提取形式。

供款必須全數歸屬於計劃成員，並保

留至最少 55歲 (並以把保留供款歲數增
至 60歲為目的 )。

集中重點把退休金制

度作為一種提供退休

後收入的制度。

1995 僱員最低供款額起初在 1997-98年為薪
金 的 1%， 至 1999-2000年 及 以 後 增 至
3%。政府會供入等額供款 (共同供款方
式 )，唯僱員須通過經濟情況審查，凡
收入為人均收入兩倍或以上的人士均

不獲得政府的供款。

對僱員而言，退休金

制度將成為強制性。

這 制 度 已 在 1997年

7月 1日實施。

通過經濟情況審查的

共同供款方式減少對

較高收入組別的稅項

寬減。

資料來源： 互聯網，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主頁   http://www.isc.gov.au/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退休金》 ,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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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澳洲的退休金制度

3. 澳洲退休金制度的結構

3.1 圖 1顯示澳洲退休金制度的基本結構。

圖 1 －  澳洲退休金制度的結構

資料來源： 澳洲房屋及都市研究中心，《澳洲的退休金行業》， 199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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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

僱主供款

3.2 《退休金保證 (行政 )法》規定僱主須按規定的最低款額向退
休金基金作出供款。此規定適用於所有低於 70歲的僱員。這項僱主最
低供款是可以扣稅的。法例規定的最低供款最初訂於 3%，其後遞增至
2002-03年度的 9%。倘僱主未能遵照規定作出供款，該名僱主必須向
澳洲稅務局繳交等同短付供款的退休金保證費，並加上可能引致的行

政及利息罰款。退休金保證費與退休金供款不同，不能扣稅。澳洲稅

務局隨後會作出安排，將短付數額付入該名受影響僱員的退休金基

金。

僱員及政府供款

3.3 在 1995年，澳洲政府通過規定退休金計劃成員強制供款，擴
大退休金制度的範圍。當局規定計劃成員的供款，最初在 1997-98年
度為其薪金的 1%，在 1998-99年度增至 2%，而在 1999-2000年度及以後
則增至 3%。計劃成員倘通過經濟情況審查，政府會作出等額供款，即
款額與其作出的供款相同。倘僱員收入為人均收入的兩倍或以上，政

府不會為該僱員作出供款。就僱主、僱員和政府作供款的實施時間和

供款額，請參閱附錄 I。

權益

3.4 根據所得稅法例，成立退休金基金的唯一目的是在基金成員

退休、死亡或傷殘時，為他們提供保障。退休權益是通過下述兩種計

算方法向計劃成員提供保障：

• 界定權益基金   退休權益是以退休時所支取薪金的
倍數或以一指定數額計算；

• 界定供款基金 (累積基金 )   退休權益是根據在供款
期內累積的供款額加上投資盈利計算。

3.5 成員有權從兩種計算方法作出選擇。這個計算方法是用作計

算退休權益的總額。這個總額亦是僱員退休後至逝世的期間的生活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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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款

3.6 當一位澳洲僱員達到 55歲的退休年齡時，他（她）可以從所
屬的退休金計劃提取退休金權益。提款形式有二：年金或者一次提清

（整筆退休金）。澳洲政府用財政方法鼓勵退休人士以年金形式提

款，以碓保退休人士在退休後能享有一串不斷的悉穩定收入。

3.7 為此，澳洲政府對退休人士以年金方式提款不征稅。假如退

休人士以一次提清形式提款，必須就合理權益限制以上的款額納稅。

合理權益限制自 1994年引入澳洲退休金規管制度，這限制是澳幣
418,000元（約港幣 245萬元） 1的一次提清款額，或是澳幣 836,000元
（約港幣 490萬元）的一次提一半權益。若退休人士以一次提清形式
提款，合理權益限制以上的款額須納稅 30%，而「合理權益限制」以
下的款額須納稅 15%。

3.8 在澳洲，成員只可以在退休後才可以提取權益。預先提取退

休金權益是不允許的，因為供款保存是至退休人士 55歲。例外情況
（即在退休或 55歲以前提取權益）是死亡，完全殘或喪失工作能力，
提早退休或者永久離開澳洲。

3.9 然而，澳洲小額帳戶成員獲準許隨時從退休金持有帳戶儲備

（儲備）把權益轉移至任何一個退休金計劃。這個儲備是根據澳洲

《 1995年小額退休金帳戶法》成立的，目的是保障小額成員權益不受
行政費用侵蝕。儲備由澳洲政府管理，每一位成員只開設一個帳戶，

存載所有前度或現任僱主的退休金供款。帳戶成員不需支付行政費用

或開戶費用（加入費用） 2；若帳戶結存低於澳幣 1,200元（約港幣
7,032元），可獲的利息與基金平均回報相同。這樣，儲備對小額帳戶
成員的作用，就是一個另類託收機制。為鼓勵成員把供款轉存退休金

計劃，若帳戶結存高於澳幣 1,200元（約港幣 7,032元），就不獲利
息；要把帳戶結束時，亦不需支付帳戶結束費（退出費用 )3。

                                                
1 以澳幣 1.00元 =港幣 5.86元的兌換率計算。此兌換率為 1997年首 10個月的平均
兌換率。

2 當成員把權益由一個基金轉往另一個基金時，後者收取的是加入費用。
3 當成員把權益由一個基金轉往另一個基金時，前者收取的是退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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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

3.10 由僱主、僱員及政府作出的供款均交給基金管理人。基金管

理人可能是個人或公司，負責退休金基金的日常運作。基金管理人保

存基金成員的檔案、支付權益、處理成員的申索、向成員及受託人提

交報告、和擬備基金呈報表予規管當局。基金管理人是由基金受託人

委任。

3.11 退休基金就基金成員組合分為 5類：

• 豁免基金   基金成員人數少於 5名；

• 行業基金   基金成員來自某一行業或一系列行業；

• 公司基金   基金由公司或集團公司組成；

• 公共機構基金   基金是為聯邦及省政府而成立；及

• 零售基金 (集成基金 )   基金讓不同的僱主和個人可
根據單一份集成信託契約去運作。

3.12 附錄 II列出各類基金的詳情。每一類基金都有兩種權益計算
方法（表 2）。

表 2  －  退休基金按類及按權益計算方法

計算方法

基金種類
界定權益 界定供款 (累積 )

豁免基金 薪金的倍數或一指定金額 供款  + 盈利

行業基金 薪金的倍數或一指定金額 供款  + 盈利

公司基金 薪金的倍數或一指定金額 供款  + 盈利

公共機構基金 薪金的倍數或一指定金額 供款  + 盈利

零售基金 (集成基金 ) 薪金的倍數或一指定金額 供款  + 盈利

資料來源：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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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

3.13 個人受託人營辦的退休基金是由受託人委員會控制，公司受

託人管理的退休基金則由董事局控制。法例規定，受託人委員會需由

僱主和僱員相等數目的代表組成。受託人有法定職責營辦基金。有關

受託人比較深入的分析，請參閱研究報告《香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
度：受託人，投資經理及託管人》 (RP04/PLC)。

投資委員會

3.14 雖然基金的投資策略是由基金受託人負責制定，許多基金的

受託人已把投資的職能授予投資委員會執行。投資委員會負責監察基

金在投資方面的表現，並就最恰當迎合基金具體要求的投資策略提供

意見。不過，受託人仍須就基金的投資決定負上法律責任。

3.15 基金的投資管理職能可在基金內部執行，或可透過聘用外間

的投資經理執行，又或同時透過該兩種途徑執行。投資經理負責在受

託人具體規定的投資範籌內，為其所管理的基金取得在可能的情況下

最理想的回報。有關的投資指引細則在關於受託人，投資經理及託管

人比較深入的分析，請參閱研究報告《香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度：受
託人、投資經理及託管人》 (RP04/PLC)。

其他計劃管理人

3.16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受託人都獲得外間計劃管理人提供協助，

他們包括託管人、專業顧問、銀行家、保險業人士、律師、核數師及

精算師。然而，如上文所述，受託人營辦基金負有法定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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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3.17 政府擔當的角色是監管；它不為投資回報提供保證。當基金

錄得嚴重損失，而有可能影響整個退休金制度的完整性時，政府會向

所有基金徵費，以彌補該基金的損失。不過，政府不當最後擔保人。

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3.18 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是負責規管保險及退休金管理行業

的法定機構。該委員會負責監督退休金的管理和營辦，並有權對基金

進行審核及調查。所有基金都需要在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註冊，

才可以獲得稅務優惠。此外，有關基金若希望獲該委員會發給一份遵

從法規證明書，便須向該委員會提交周年申報表。

澳洲稅務局

3.19 負責執行課稅制度的澳洲稅務局會以 15%的優惠稅率，向退
休基金的收入徵稅。該收入是指僱員、僱主及政府的供款在當年投資

時所賺取的盈利。

3.20 當成員退休時，成員有兩種形式提取權益，即年金形式或一

次過形式。如果以年金形式提取權益，政府並不徵稅。如果以一次過

形式提取權益，而金額不超過合理權益限制，稅率為 15%；若一次過
提取的超過合理權益限制，稅率為 30%（表 3）。

表 3 －  權益的稅務處理

提取形式 稅務處理

年金形式 不徵稅

一次過形式   -  金額不超過合理權益限制  *

- 金額超過合理權益限制

15%稅率

30%稅率

註釋： * 合理權益限制現水平為澳幣 418,000元（ 1997最新數字）
資料來源： 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3.21 有關政府角色比較深入的分析，請參閱另一份研究報告《香
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政府的角色》 (RP05/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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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澳洲退休金制度的主要特徵

屬強制性質

4.1 根據《退休金保證 (管理 )法》，由 1992年 7月 1日開始，所有
僱主必須向退休基金供款，否則須繳付不能扣稅的退休金保證費，連

同其他罰款。由 1997年 7月 1日起，所有僱員及政府也須向退休基金供
款。

提供全面保障

4.2 《退休金保證 (管理 )法》適用於所有僱主 (包括政府以及並非
為本土居民的僱主)，就其所僱用的僱員，無論是全職僱員、兼職僱員或

者散工。

由私人機構營辦

4.3 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是由私人機構營辦 (退休金持有帳戶儲備
除外，詳情見 5.6段 )。雖然公共機構基金是為澳洲政府而成立，但該
類基金亦是由私人機構營辨的。

權益全屬僱員所有及可保存

4.4 所有供款即時全屬僱員所有，並可保存至 55歲的退休年齡為
止。政府打算將保存期限延長至 60歲，雖然未定實行的時間。

以僱主為本

4.5 目前，成員必須參加由僱主選定的退休基金。不過，這個制

度會有所改變，並逐漸轉為以僱員為本。由 1998年開始，新成員可自
由選擇他們希望參加的基金。自 2000年起，所有成員均可自由選擇他
們希望參加的基金。此外，若果成員前度僱主屬於不同類別的退休基

金，成員可擁有超過一個帳戶。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估計，在

1996年，每名工人平均擁有帳戶 2.5個。

相等代表規則

4.6 基金成員人數在 50名或以上的，必須遵從相等代表規則，即
基金必須有相等數目的成員代表及僱主代表擔任個別受託人或受託人

公司的理事。規模較小的基金 (成員人數在 5至 49名之間 )可遵守此項條
文或委任一名獨立受託人。基金成員人數少於 5名的無需遵守相等代
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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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  分析

5. 香港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及澳洲退休金制度的比較

5.1 為方便參閱，香港強制性公積金制度及澳洲退休金制度的比

較，以表格形式作出。表 4至 11就以下方面作出比較：

• 表 4-主要特徵；

• 表 5-供款；

• 表 6-權益；

• 表 7-行政費用；

• 表 8及表 9-成員選擇基金及轉移性；

• 表 10-行業計劃；及

• 表 11-基金保障。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度  :  總覽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12頁

主要特徵

表 4 －  香港及澳洲退休金制度主要特徵的比較

主要特徵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宗旨 為退休、死亡及殘疾

等情況提供保障

為退休、死亡及殘疾

等情況提供保障

性質 " 強制性
" 私營
" 以僱主為本

" 強制性
" 私營
" 以僱主為本 (但逐漸
趨向以僱員為本 )

保障範圍 " 年齡介乎 18歲至 65歲的僱
員，包括兼職僱員 (僱用
期不少於 60天 )

" 65歲以下的自僱人士

" 所有 70歲以下的全
職、兼職僱員及散

工

豁免 " 從外地前來本港工作的僱員
" 根據現行的法定計劃獲得
保障的僱員

" 受僱於歐洲聯盟辦事處的僱
員

" 家庭傭工或自僱小販
" 於本條例生效時年齡已達

64歲的僱員

" 所有18歲以下的兼職
僱員

" 在澳洲以外地方工
作

" 在澳洲工作並持有
413類別簽證或臨時
入境證的外籍僱員

相等代表規則 # $
(只適用於有 50名或
以上成員的基金 )

資料來源 :  強制性公積金辦事處 (下稱 “強積金辦事處 ”)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
會

5.2 兩個制度的主要分別是，在澳洲，受託人委員會或理事委員

會裏，勞資雙方有相等的代表，但香港，則無此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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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

表 5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供款的比較

供款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供款率 " 最低法定供款：
僱主  - 5%
僱員  - 5%
政府  - 0%

" 就自僱人士而言：
該名人士 - 5%
政府  - 0%

" 現時最低法定供款：
僱主  - 6%
僱員  - 1%
政府  - 1%

" 目標是到2002至03年度：
僱主  - 9%
僱員  - 3%
政府  - 3%

最低收入 1 每月港幣 4,000元 每月澳幣 900元
(港幣 5,274元 )2

最高收入 每月港幣 20,000元 每月澳幣 7,240元
(港幣 42,426元 )

拖欠供款的罰則 " 罰款 -港幣 5,000元或
拖欠款額的 10%，以
數額較大者為適用

" 利息 -可達拖欠款額的
15%

" 罰款 -澳幣 50元 (港幣
293元 )+每 名 僱 員 澳
幣 30元 (港幣 176元 )

" 利息 -10年期國庫債券
的收益

註釋： 1. 最低收入只影響僱員供款。無論僱員收入如何，僱主必須供款。
2. 以澳幣 1.00元 =港幣 5.86元的兌換率計算。此兌換率為 1997年首 10
個月的平均兌換率。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3 兩個制度的僱主及僱員供款率有所不同。政府的供款率也有

分別：香港政府無須向強積金供款，而澳洲政府則須視乎僱員經濟情

況審查的結果作出供款。

5.4 另一項主要分別是須供款人士的最低收入水平。在香港，僱員

賺取少於港幣4,000元的收入，獲豁免供款，但他們可選擇供款。然而，
他們的僱主必須供款。在澳洲，僱員賺取少於澳幣 900元的收入，亦獲
豁免供款，他們也可選擇要求僱主供款或收取等額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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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表 6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權益的比較

權益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產生方法 純粹累算權益 累算及界定權益

提取形式 一次過支取款項 一次過支取款項，

或領取退休金

(以年金形式提取 )，

或混合兩種形式。

歸屬情況 即時全屬僱員所有 即時全屬僱員所有

保存權益 直至 65歲 直至 55歲

可獲准提早提取

權益的情況

" 死亡

" 完全殘疾或 喪失工
作能力

" 在 60歲至 64歲期間
提早退休

" 永久離開本港

" 小額不動帳戶 *

" 死亡

" 完全殘疾或 喪失工
作能力

" 在 55歲至 64歲期間
提早退休

" 永久離開澳洲

註釋： * 小額不動帳戶指累算權益不足港幣 5,000元且僱員已停止工作至少一
年的帳戶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5 除了表 4所列的分別外，澳洲政府還鼓勵以年金形式提供權
益，確保退休人士在晚年有一串不斷和穩定的收入。為了達到這個目

標，當局實施合理權益限制。有關人士一次過收取整筆款項，而款額

在合理權益限制以上，就不會獲得稅項寬減。

5.6 在香港，如屬小額不動帳戶（即累算權益不足港幣 5,000元

且僱員已停止工作至少一年的帳戶），有關權益可獲准提早提取。在

澳洲，通常不准提早提取權益。然而，澳洲退休金持有帳戶儲備的

（小額）成員可隨時選擇把帳戶的結餘轉移至任何退休金基金。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及澳洲的退休金制度  :  總覽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15頁

行政費用

表 7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行政費用的比較

行政費用

（佔資產值的%）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受託人費用

" 基本運作規定

" 附加的強積金規定

" 專業賠償擔保保險

規管機構徵費

投資收費

補償基金的徵費  *

0.55至 1.20

(0.50至 1.00)

(0.00至 0.05)

(0.05至 0.15)

0.08至 0.10

0.25至 1.00

0.03

可達 0.80

0.04

0.20至 1.00

0.00

合計 0.91至 2.33 可達 1.04至 1.84

註釋： * 只是香港強積金制度收取補償基金的徵費；該徵費是一種向計劃徵

收的稅項，目的在彌補基金因失當或違法的行為所招致的損失 (詳
情見表 11 及 5.13段 )。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7 與澳洲退休金制度的行政費用比較，香港強積金制度的行政

費用稍高，原因是香港訂有若干附加的強積金規定、基金需繳付專業

賠償擔保保險徵費、強積金辦事處徵費及補償基金徵費。

5.8 兩地都採取了措施以保障成員的權益免受行政費用侵蝕。澳

洲的成員保障標準 4規定，行政費用不得高於投資回報。香港的受託人

須披露強積金產品的收費組合。至於有些計劃，其收費組合可能令小

額累算權益帳戶或小僱主單位需繳付較高費用，有關的受託人必須向

強積金管理局提交基金的統計資料呈報表，以便有效監察。

                                                
4 成員保障標準適用於其權益少於澳幣 1,000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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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選擇基金及轉移性

表 8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轉移性的比較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成員能否選擇基金

(詳情見表 9)
#

(僱員必須參加僱主的
計劃，但他們可為以

前工作所累積的權益

自由選擇計劃 )

$

(由 1998年開始，新成
員可選自由擇加入任

何退休基金，自 2000
年起，所有成員均可

自由選擇他們希望參

加的基金。 )

部分轉移 # $

退出費用 無 $

(可達權益的 2%，但若
有關權益的總值少於

澳幣 1,000元，則可獲
豁免繳交退出費用 )

註釋： * 退出費用是指成員的權益由一個基金轉往另一個基金時，前者所收

取的費用。成員因退休或死亡而提取的權益是無需繳交退出費用。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9 在香港，僱員必須參加由現在的僱主選擇的計劃。僱員可選

擇維持以前工作所累積的權益，或選擇轉往新僱主所選的計劃，或選

擇他們喜歡的計劃。但是，部份轉移是不容許的。因此，基金的轉移

性在香港只適用於累積的權益。

5.10 澳洲目前的情況也是一樣。然而，在澳洲由 1998年開始，澳
洲退休金新成員可自由選擇加入基金。自 2000年起，所有成員均可自
由選擇他們希望參加的基金。故此，在澳洲有關權益將完全可轉移。

權益現在也可以部分轉移。然而，成員如要退出，則必須繳付費用，

該項收費由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管制。香港沒有就退出退休金計

劃要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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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成員選擇基金及轉移性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1997

當僱主選擇某一基金，僱主

及 僱 員 的 供 款 也 存 入 該 基

金。

當僱主選擇某一基金，僱主及僱員

的供款也存入該基金。

1998 與 1997年時的情況相同

若僱主選擇基金 X，他的供款及僱
員A的供款也存入基金X。

但是，新僱員 B有權選擇另一基金
（例如基金 Z）。僱主及僱員B的供
款也存入基金 Z。

2000 與 1997年時的情況相同

僱員A選擇基金Y而僱員 B選擇基金
Z，僱主及僱員的供款也分別存入
他們選擇的基金。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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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計劃

表 10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行業計劃的比較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行業計劃 當局將為某些行業內

部勞工流動性高的行

業設立行業計劃

行業計劃普遍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11 香港政府將會設立行業計劃，以便為建造業和飲食業的僱員

提供保障。行業計劃旨在解決某些行業內部勞工流動性高及並無固定

支薪模式的行業所遇到的問題。 例而言，建築業工人的僱用期極

短，甚至按日受聘。因此，他們會在極短期內或按日支取工資。行業

計劃有助解決這類問題。

5.12 澳洲的行業計劃普遍，主要是因為在許多行業裏都有較成熟

的僱主協會及僱員工會。設有行業計劃的包括建築、醫療、紡織、製

衣、清潔及保安護衛業。

5.13 在香港，強積金辦事處可豁免一個行業參與某行業計劃，使

其無須遵守 60天僱用期的參加資格規定。在澳洲，行業基金的運作環
境與其他基金的運作環境相同，不同之處是行業基金的經營方式是以

行業而非以僱主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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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保障

表 11 －  香港及澳洲制度中基金保障的比較

香港強積金制度 澳洲退休金制度

有否基金保障 $
補償基金

$
退休金保障帳戶

保障範圍  -
導致損失的原因

獲法院裁定有失當

或違法的行為

訛騙或盜竊

管理人 強積金管理局

(強積金管理局可於日後覆
檢這個角色，以研究應否

委任管理人 )

保險及退休金

監察委員會

創辦基金 港幣 3億元
(由政府提供 )

無

徵費 " 向計劃徵費
" 資產值的 0.03%

" 累積至補償基金達到港
幣 9億元上限 (當達到上
限，便會停收徵費 )

" 向基金徵費
" 資產值的 0.05%(只會
在需要提供財務協助

時徵收 )
" 不設上限，但由於當
局只會在需要時才會

徵費，所以帳戶餘額

維持在低水平

機制 1. 強積金辦事處在知悉可
能出現申索個案時 (例如
在接獲投訴後 )，會對個
案展開調查

2. 如因有失當或違法行為而
招致損失，當局會進行全

面調查

3. 如計劃管理人不能償付損
失，強積金辦事處會向原

訴法庭申請動用基金作出

補償

1. 受託人向財政部長申
請財務協助

2. 部長命令保險及退休金
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

3. 如因有訛騙或盜竊的
行為而招致損失，而

有關損失會影響退休

金計劃的完整性，當

局會徵費

(註：這種情況至今從未發
生)

索償限制 無 無

政府當最終保證

人

# #

資料來源： 強積金辦事處和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

5.14 兩個政府均設立機制，以確保有關權益得到保障，而索償亦

無限制，但兩個政府均並非最終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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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結果撮要

6.1 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旨在就退休、死亡及殘疾等情況提供保

障。僱主、僱員及政府 (視乎僱員經濟情況審查的結果而定 )均須向該
制度作出強制性的供款。該制度大致上由私營公司營辦。

6.2 在澳洲，成員將有權隨意選擇加入任何基金。此外，在受託

人委員會中，勞資雙方均有數目相等的代表。

6.3 在澳洲，到 2002至 2003年度，澳洲僱主、僱員及政府向該制
度所提供的供款總額會達到僱員薪金的 15%。僱員如收入少於規定的
最低收入水平，則會獲得豁免，無須供款，而他們亦有權選擇由僱主

供款或收取等額的工資。在香港，僱員賺取少於規定的最低收入水平

的收入，會獲得豁免，無須供款，但他們可選擇供款。

6.4 澳洲政府鼓勵以年金形式提供權益，以確保退休人士在晚年

得到一串不斷和穩定的收入。有關人士一次過提取整筆款項，而款額

在某限額以上，就不會獲得稅項寬減。

6.5 與澳洲退休金制度的行政費用比較，香港強積金制度的行政費用

稍高。

6.6 在澳洲，成員會有權自由選擇所加入的基金，權益因而會以

全部轉移；現在亦允許權益部分轉移。

6.7 在香港，當局將設立行業計劃，以保障建造業及飲食業的僱

員。澳洲的行業計劃普遍，其保障範圍包括多種行業。

6.8 兩個政府並非最終保證人，但兩者均透過若干途徑確保權益

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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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澳洲退休金制度最低供款額

供款以僱員收入的％計算

僱主 僱員 政府

財政年度 “小 ”僱主 “大 ”僱主

1992至 93 3 4/5* (註 3) - -

1993至 94 3 5 - -

1994至 95 4 5 - -

1995至 96 5 6 - -

1996至 97 6 6 - -

1997至 98 6 6 1 1

1998至 99 7 7 2 2

1999至 2000 7 7 3 3

2000至 01 8 8 3 3

2001至 02 8 8 3 3

2002至 03 9 9 3 3

註釋： 1) 澳洲的財政年度由 7月 1日開始，至翌年 6月 30日結束。

2) “大 ”僱主指在 1991至 92基準年發放薪酬超過澳幣 100萬元的僱主，而
“小 ”僱主指在該基準年發放薪酬不超過澳幣 100萬元的僱主。

3) * 在 1992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 “大 ”僱主供款為 4%；由 1993年 1月 1
日起為 5%。

4) － 表示 “不適用 ”。

5) 政府供款取決於僱員經濟狀況審查結果而定。

資料來源：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退休金》,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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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按類別劃分的退休基金

(截至 1996年年底 )

基金類別 基金數目 資產 (以澳幣億元
計算 )

帳戶數目

（萬個）

豁免 142,885 (97.2%) 276 (10.2%) 30 (1.3%)

行業 103 (0.1%) 168 (6.2%) 560 (35.0%)

公司 3,400 (2.3%) 528 (19.5%) 130 (8.1%)

公營機構 79 (0.0%) 691 (25.4%) 240 (15.0%)

零售 574 (0.4%) 659 (24.3%) 650 (40.6%)

小計 147,041 (100.0%) 2,323 (85.6%) 1,610 (100.0%)

儲備 0 (0.0%) 390 (14.4%) 0.0 (0.0%)

總計 147,041 100.0% 2,713 100.0% 1,610 100.0%

註釋： 1. 括弧內的數字是佔每欄總數的百分比。
2. 儲備是指退休金持有帳戶儲備，它根據澳洲《 1995年小額退休金
帳戶法》成立（詳情見 3.9段）。

資料來源： 互聯網，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主頁 -http://www.isc.gov.au/

截至 1996年年底，共有 147 041個退休基金在澳洲營辦，管
理總資產值達澳幣 2,713億元。大多數基金 (97%)為豁免基金（即成員
少於 5人），但其所管理的資產及所擁有的帳戶不太重大（圖 2至圖
4）。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公共機構基金是為澳洲政府而成立，該類基
金卻是由私人機構營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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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基金類別（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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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基金資產（以澳幣億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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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基金帳戶數目（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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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互聯網，保險及退休金監察委員會主頁 -http://www.is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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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退休金制度的立法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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