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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本港合資格長者現時若移居廣東或福建，香港政府為他們

制定了福利可攜性安排， 1 讓他們可繼續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下的長者福利，以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 2 
雖然這褔利可攜政策的原意，是讓長者福利受助人更靈活選擇居住

地，不過長者反應似乎相當冷淡。過去 10 年間，在廣東及福建省
養老計劃的綜援長者個案數目，累跌了 58% 至 2017 年的 1 399 宗，
佔整體綜援長者個案少於 1%。退出該計劃的受助長者中，約半數
表示是為了 "回港就醫 "而選擇返港定居。 3 雖然時任行政長官在
2011 年 10 月宣布政府會 "全面展開各種福利可攜性研究 "，包括
涵蓋醫院和診所服務，但政府至今尚未公布研究結果。 4 
 
1.2 應梁志祥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進行了專題研究，探討

選定地方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的福利可攜性安排。 5 由於澳洲及
瑞典已實施福利可攜性安排逾 50 年，本文將以兩地為選定地方，
作深入研究。由於本港並無供款式的社會保險制度，因此這類福利

不納入是項研究範圍。 6 此外，鑒於本港長者對醫療福利的關注，
因此在存在適用資料情況下，本摘要亦會着墨相關可攜性。本資料

                                           
1 可攜性是指為長期離港的受助人，繼續提供福利。  
2 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已分別於 1997 年 4 月及 2013 年 10 月，推出可攜性
安排。  

3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間，共有 400 名長者福利受助人退出綜援長者廣東
及福建省養老計劃，返港定居。當中 41%以 "回港就醫 "為理由退出計劃，其次是由
於 "在 廣 東 或 福 建 的 家 人 不 能 提 供 照 顧 "(21%)及 "未 能 適 應 在 廣 東 或 福 建 的
生活 "(10%)。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7)。  

4 請參閱 GovHK (2011b)。  
5 資料研究組在第六屆立法會推出一項新的試驗計劃，旨在加強為個別議員提供研究

支援服務。本研究是根據上述計劃而進行。  
6 有別於香港，澳洲規定僱主必須對僱員的社會保險帳戶作每月供款，供款額相當於

僱員每月收入的 9.5%，並透過稅務優惠鼓勵僱員作自願供款。瑞典的僱主須以其
僱員工資 20%，作社會保障供款；而僱員也須把其月薪的 7%作為供款。這些供款
式福利大多可以轉攜。除此以外，兩地也有為長者及殘疾人士而設的非供款式

福利，而這類福利則與香港的情況較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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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回顧香港在福利可攜性方面的主要發展，並介紹全球實踐

福利可攜性的概況，繼而論述澳洲及瑞典在有關方面的主要特點，

並於附錄所載的 5 個列表綜述相關資料。  
 
 
2. 香港福利可攜性的發展近況  
 
 
2.1 香港的綜援計劃是為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

更特別為 (a)60 歲或以上； (b)居港最少 1 年；及 (c)通過收入及資產
限額審查的合資格長者提供長者福利。 2017 年，單身長者 7 的
每月綜援標準金額為 3,485 港元，加上相關 "補助金 "和 "特別津貼 " 8 
後，受助人每月的綜援總額最高可達 10,000 港元。殘疾福利的
申請資格亦與綜援大體相若，僅撇除年齡限制。殘疾人士每月可

領取的標準金額為 4,215 港元或 5,930 港元，視乎傷殘程度而定。
綜援受助人，每年離港的總日數不可超過 180 天 (附錄：表 1)。  
 
2.2 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長者若為 (a)70 歲或以上；及 (b)居港
最少 7 年，便可獲發放免經濟審查的高齡津貼。 2017 年的高齡
津貼每月金額為 1,345 港元。 9 嚴重殘疾人士，不論年齡，只要
居港最少 7 年，均可領取免經濟審查的傷殘津貼。 2017 年的傷殘
津貼每月金額為 1,720 港元或 3,440 港元，視乎傷殘程度而定。
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受助人，每年離港的總日數不可超過 305 天。  
 
2.3 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政府為長者福利引入可攜性選項，
應與下列原因相關。首先，由於許多長者於年輕時從內地來港，

他們或會選擇於退休時返回內地定居。 10 其次，由於內地生活
成本一般較低，福利若然可以跨境轉攜，長者便可以相同福利

金額，在內地享有較佳的生活質素。 11 第三，長者受助人如選擇
居於內地，便不可領取部分綜援補助金和津貼，也不可享用房屋及

醫療方面的實質服務，變相節省政府開支。根據 1998 年公布的
一項專項研究，綜援長者在內地養老的計劃 "顯然可減輕政府的

                                           
7 為行文方便，本摘要盡量以單身住戶作為例子。  
8 除基本的標準金額外，受助人亦可獲發補助金 (例如社區生活補助金 )及津貼 (例如
電話費、特別膳食津貼 )，以切合其特定需要。  

9 香港的社會保障受助人，只可領取綜援或公共福利金計劃的任何一類津貼，但不可

同時領取兩者。  
10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間，約四至五成香港人於內地出生。這些香港人年老時或
會希望回內地與家人團聚。  

11 請參閱 Hong Kong Red Cro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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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財政責任 "， 12 並能紓緩政府在人口老化趨勢下所面對的
財政壓力。 13 
 
2.4 現時，只有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長者福利可攜

至內地兩個省份 (即廣東及福建 )， 14  而殘疾福利則仍未有可攜
安排。以下是長者福利可攜性的主要政策發展：  
 

(a)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此計劃自 1997 年
4 月起推出 (當時的中文名稱為 "長者定居廣東省續領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讓長者福利受助人可在廣東
定居，並能在綜援計劃下領取相同的每月標準金額和

每年的長期個案補助金，但不能領取因應受助人在本港

生活的需要而發放的其他補助金和津貼。此計劃的受助

人還須符合其他規定，例如 (i)須居港最少 7 年；及
(ii)須在港領取綜援最少 1 年。不過，受助人在領取福利
期間，無須居港。15 該計劃的適用範圍，於 2005 年 8 月
擴展至福建。  

 
 現時，社會福利署委任了一間非政府機構 (即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 )協助推行此計劃。其職責包括每年派人
前往該兩個省份進行家訪，監察受助人的情況，並確定

他們仍然合乎資格領取有關福利；及  
 
(b) 廣東及福建計劃：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在公共福利金計
劃下推出廣東計劃，為定居廣東的長者提供相同金額的

免經濟審查高齡津貼。在廣東計劃下， 70 歲或以上的
長者領取高齡津貼無須接受經濟審查 (與本地受助人
一樣 )，而年齡介乎 65 歲至 69 歲的長者，如通過經濟
審查，亦可在廣東計劃下領取高齡津貼。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起，上述廣東計劃的安排將透過福建計劃擴展
至福建 (圖 1)。  

  

                                           
12 該檢討由香港大學於 1998 年進行。請參閱 Hong Kong Red Cross (1998)。  
13 綜援長者個案宗數在 1992 年至 1997 年期間飈升 48%，政府於綜援方面的相關開支
亦由 24 億港元激增 3 倍至 94 億港元。  

14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政府把高齡津貼可攜性安排擴展至福建，並訂名為 "福建
計劃 "。  

15 可攜福利的長者受助人，無須符合上文提及在綜援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每年最低
留港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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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香港選定福利的可攜性安排  
 

 
香港  

內地  
其他地方  

 廣東  福建  其他省份  

綜援：長者個案            

公共福利金計劃：  
高齡津貼       @     

公共福利金計劃：  
傷殘津貼            

公共醫療服務            
 

註：  (@) 福建計劃將於 2018 年 4 月 1 日推出。  

 
 
2.5 福利可攜安排雖已實施 20 年，但對本港年長人口的吸引力
卻有限。以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為例，受助人數已由

2007 年 3 月高峰時的 3 308 人下降至 2017 年 12 月的 1 399 人，
累積跌幅高達 58%，亦佔綜援長者個案比率不足 1%。同樣地，
廣東計劃自 2013 年推出以來，受助人數亦持續呈現跌勢，至
2017 年年底已累跌 6%至 16 149 人，僅佔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長者
個案的 6%(圖 2)。  
 
 
圖 2 —— 廣東計劃下的個案數目   
 
 

 
 
數據來源：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17 194 17 145 15 885 14 600 16 149 

8.2% 7.4% 6.6% 5.7% 6.2%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年年底  

個案數目 佔高齡津點個案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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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大體而言，長者對於廣東及福建的福利可攜安排反應

冷淡，應與下列因素相關。首先，選擇於廣東及福建為內地定居地

的香港長者比例，於 2007 年至 2011 年期間已由 91%下跌至 81%。
因此，福利可攜安排的地域涵蓋範圍，是否過於局限，引發

關注。 16 其次，由於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金額，
不包括若干為長者基本生活所需而提供的補助金及特別津貼，參加

該計劃的長者實際收取的綜援金額，可能較於香港定居的相應金額

低約三成 (不包括因特別需要而發還的金額 )， 17 因而削弱有關計劃
的吸引力。第三，所有福利可攜計劃的受助長者，均須交還其原居

公屋單位，但考慮他們日後或會遷回香港，他們未必願意交還公屋

單位。 18 第四，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廣東計劃及
福建計劃下，每月發放的金額只會存入受助人在香港的銀行帳戶，

受助人以高昂費用把款項匯入內地。 19 最後，由於港人不能享用
內地的公共醫療服務優惠，他們可能需要負擔沉重的跨境醫療

費用。由於長者一般需要經常就診，他們寧可選擇接近香港資助

醫療設施的地方居住。  
 
2.7 除了上述現金福利可攜安排外，政府亦已推出數項試驗

計劃，協助本地長者在廣東生活。其中包括 2014 年 6 月推出的
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在兩間香港非政府機構分別在
廣東營辦的兩間安老院舍提供資助護理宿位。截至 2016 年 10 月
底，共有 132 名長者參與該計劃。此外，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推出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港深醫院 ")長者醫療券 ("醫療券 ")試點計劃，
讓合資格長者可在港深醫院使用醫療券，支付指定門診服務的

費用。該試點計劃有助居於內地的長者於深圳獲取所需的醫療

服務。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共有 1 060 名長者曾於港深醫院使用
醫療券。  
 
  

                                           
16 根據 2012 年一項關於退休計劃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本港有 4.0%的未來退休
人士打算於內地退休，另有 3.2%則有意於海外地方退休。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  

17 在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下，單身申請人每月領取的金額為 3,485 港元。
相比之外，在本港定居的受助人每月領取的金額可達 5,020 港元 (包括社區生活
補助金 330 港元、電話費 110 港元、特別膳食津貼 1,095 港元 )。請參閱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8a)。  

18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的申請人，可申請保留原住
公屋單位最多 3 個月，在這段寬限期內，他們可返回香港並繼續在原有單位居住。
他們也可向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申請 "保證書 "，讓他們日後若選擇回港
定居，毋須重新申請輪候公屋，便可獲編配合適的公屋單位。  

19 每宗匯款交易的費用據報可高達 240 港元。政府表示，考慮到涉及繁複程序和內地
有不同的法規，跨境自動轉帳或匯款的安排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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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利可攜安排的國際實踐  
 
 
3.1 世界各地的福利可攜性措施，大多為在全球一體化而不得

不到外地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並非為鼓勵長者到生活成本較低的

地方退休，紓緩政府的財政壓力。根據聯合國的資料， 2017 年
全球有 2.58 億人 (佔全球人口的 3.4%)在其原居地以外的地方
居住，高於 1965 年的 7 500 萬人相應數字 (佔全球人口的 2.3%)。
在僱員的跨國流動性日益增加下，移居外地人士有需要在下述兩

大範疇獲得保障，即 (a)他們在工作所在地向社會保險制度作出的
供款；及 (b)在原居地本可享有的非供款性質的福利，例如長者
退休金及醫療福利。一如上文所述，本摘要以後者作為研究重點。  
 
3.2 移居外地人士的原居地政府，通常會與移居國家簽訂雙邊

或多邊協議。 20 現時幾近所有主要歐洲國家均已簽訂此類社會
保障協議。 21 2004 年，歐洲聯盟 ("歐盟 ")在其規例內訂立了全面的
法 律 條 文 ， 確 保 社 會 保 障 福 利 可 在 所 有 成 員 國 之 間 轉 攜 ， 22 
使所有歐盟公民不會因為在歐盟境內遷移而損失任何社會保障福利

(包括供款式及非供款式的福利 )。  
 
3.3 就北美洲而言，加拿大對福利可攜性態度較為寬鬆，容許

居於海外的合資格加拿大公民，全面享有無須供款的全民老年及

醫療福利。 23 這與美國採取較嚴苛的方式形成對比，因為美國
公民若在海外連續居住 30 日或以上，將不會享有無須供款的
福利。 24 亞洲大部分地方 (例如新加坡、日本及內地 )，均不容許把
無須供款的福利跨境轉攜。 25 
  

                                           
20 根據協定，移居外地人士可累積 (即合併計算 )他們在原居地及移居國家申請社會
保障福利時所作的 "供款 "。這有助他們避免在財務上蒙受損失。而他們把社會保障
權益跨境轉移，亦不受他們的國籍及居住地所影響。  

21 除雙邊協議外，歐洲多個國家組織亦達成多邊協議，包括 (a)  12 個歐洲共同體成員
國； (b)  21 個歐洲議會國家； (c)  5 個北歐國家；及 (d)  4 個德語國家。此外，東歐國
家亦建立了雙邊社會保障協議的網絡。請參閱 Butcher and Erdos (1988)。  

22 舉例而言，歐盟於 2004 年 4 月實施 883/2004 號規例，以協調歐盟不同成員國的
社會保障制度。  

23 加拿大的醫療制度，為其國民提供海外緊急服務，發還金額可高達他們在其家鄉
省份接受同一治療所需的費用。請參閱 World Bank (2009a)。  

24 美國公民可在境外領取供款式的社會保障金。然而，發放予低收入長者及殘疾人士
的非供款福利 (名為 "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 ")，則不可跨境轉攜。  

25 2015 年 8 月，內地政府簡化了其海外公民申領基本儲蓄保險下的供款部分的
手續，藉以提高退休金供款的可攜性。不過，居於海外的內地公民，仍然不符合

資格領取非供款式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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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具體而言，非供款式福利的跨境轉攜制度設計上，大部分

政府均專注於三大特點，詳情載述如下：  
 

(a) 居住年期：很多原居國家規定，可攜福利受助人須於
申請前在當地最少住滿某個年期，作為他們的隱含

貢獻，雖然他們未必須要在該段居住期內工作。舉例

而言，申領加拿大可攜高齡福利的人士 (即在加拿大
境外申領者 )，自 18 歲起計必須在加拿大居住至少
20 年； 26 

 
(b) 福利可攜性涵蓋的海外地方：福利的跨境可攜性通常受
本地法例及雙邊或多邊社會保障協議所規管。以歐盟的

多邊協議為例，歐盟 28 個成員國的公民若在歐盟境內
遷移，他們的可攜社會保障及福利待遇可享有相同

權利。不過，他們的福利可攜性在歐洲境外則受到

限制；及  
 
(c) 海外福利金水平：英國發放予本地受助人的福利金額，
通常會按通脹或工資增長調整。但它向海外受助人發放

的福利，金額則會凍結於他們離開英國時的水平。  
 
 
4. 澳洲選定福利的可攜性安排  
 
 
4.1 澳洲 65.5 歲或以上的長者居民 27 可享有無須供款的高齡
福利 (即老齡養老金 )， 16 歲至 65.5 歲的殘疾居民則可申請無須
供款的殘疾福利 (即傷殘支援津貼 )，這兩項福利均須接受經濟
審查。 28 受助人若在本地申領福利，亦可同時領取養老補助金及
能源補助金，前者源於澳洲於 2000 年 7 月引入的商品及服務稅
後，援助受助人因稅項而導致的額外負擔；而後者則幫補電費開

支。上述福利受助人，必須於提出申請前在澳洲居住至少 10 年。
他們領取的每月津貼額，約為 1,774.7 澳元 (10,700 港元 )，包括
基本津貼、全額養老補助金及能源補助金 (附錄：表 2 及表 3)。   
                                           
26 相比之下，加拿大本地申領高齡福利的人士，僅須自 18 歲起計，在當地居住至少

10 年。  
27 澳洲居民是指居於澳洲並已取得永久居留許可的人士。  
28 澳洲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由 2007 年的 270 萬人上升約 40%至 2017 年的

380 萬人。長者在整體人口的比例，同期亦由 13%上升至 15%。殘疾人士的數目，
則由 2009 年的 400 萬人上升 8%至 2015 年的 430 萬人，在整體人口中的比例則
維持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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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澳洲政府援引歐洲的 "良好國際做法 "作為參考，並分別於
1949 年及 1953 年與新西蘭及英國簽訂雙邊協議，容許受助人把這
兩項福利轉攜。 29 此外，澳洲政府認為，凡為應付人生重大事故
(例如年老及嚴重殘疾 )而發放的福利，受助人應有權將之轉攜，
不論他們居於何地。 30 1973 年，澳洲制定首條有關福利可攜性的
本地法例，其後 "因應移民社群的訴求 "，容許把當地多項福利轉攜
至其他地方 (附錄：表 4 及表 5)。 31 
 
4.3 澳洲選定福利可攜性安排的主要特點，綜述如下。  
 

(a) 居住年期：老齡養老金及傷殘支援津貼的海外受助人，
一如本地受助人，須於提出申請前在澳洲住滿 10 年或
以上；  

 
(b) 福利可攜性涵蓋的海外地方：至目前為止，海外受助人
可在 31 個與澳洲簽訂了雙邊協議的國家 (例如加拿大、
美國、英國、日本及南韓 )領取福利金；  

 
(c) 海外福利金水平：就傷殘支援津貼而言，本地與海外
受助人領取的津貼金額相同。至於老齡養老金，若海外

受助人自 16 歲起計在澳洲居住至少 35 年，他們領取的
福利金額會與本地受助人相同。然而，若他們的居住

年期少於 35 年，政府便會採用比例可攜性規則，按
比例計算他們可獲發放的老齡養老金。 32 此項比例可
攜性規則，旨在使澳洲的制度，貼近與其簽訂雙邊協議

的夥伴所採用的供款福利制度。  
 
 至於額外補助方面，所有海外受助人只可享有養老

補助金的基本金額，即相等於本地受助人獲享金額的

62%，這主要是由於補助金的 "主要部分 "(例如商品及
服務稅、水電費、電話費等 )是按本地生活的情況而
計算；及   

                                           
29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of Australia (2001)。  
30 在 1972 年眾議院就於海外發放澳洲福利進行的辯論中，政府清楚表明 "若人們在
澳洲獲得社會福利，政府無權干涉該等人士選擇在何處領取其 福利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of Australia (2001) 及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Australia (1972)。  

31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 of Australia (2001)。  
32 概括而言，首 26 個星期在海外發放的老齡養老金，比率會與在澳洲境內發放的
相同。其後，海外養老金會根據下述方程式按比例發放： (申請人在澳洲居住的
年數  ÷  35 年 )  x  澳洲的養老金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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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可攜的醫療服務：與香港相似，澳洲並無為海外福利
受助人，提供任何可攜的醫療服務。  

 
 
4.4 澳洲的福利可攜性制度似乎反應不俗。 2014 年至 2017 年
期間，老齡養老金的海外受助人數由 87 000 人上升至 89 000 人，
在 3 年間增加了 2%。整體而言，約有 3%的澳洲國民在海外領取
養老金。  
 
 
5. 瑞典選定福利的可攜性安排  
 
 
5.1 瑞典於 1913 年推出無須供款的全民高齡及殘疾福利。
65 歲或以上長者如在瑞典住滿至少 3 年，可申請無須供款的 "保證
養老金 "。 33 有別於澳洲，瑞典不論保證養老金的申請人居住何
處，其養老金均按比例原則計算。大體而言，若申請人在 25 歲至
64 歲期間在瑞典居住滿 40 年或以上，視乎經濟審查結果，其每月
保證養老金金額可達 7,952 瑞典克朗 (7,550 港元 )。 34 殘疾人士如
至少 1 年不能全職工作，可以申請每月活動補償或疾病補償，
2018 年的補償金額達 8,152-9,100 瑞典克朗 (7,740-8,640 港元 )。
另外，視乎殘疾程度，申請人亦可獲發 1,344-2,576 瑞典克朗
(1,280-2,450 港元 )的額外傷殘津貼。  
 
5.2 瑞典政府在 1962 年將上述非供款式的福利列為可攜項目。
某程度上，這項福利可攜安排與 1957 年成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有關，因為後者表明人口自由流動是歐洲的基本自由。 35 而在
1960 年代初，當地社會亦有更多訴求，要求尊重人民自由進出
瑞典的社會權利，這亦促成福利可攜性的安排。  
  

                                           
33 瑞典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數目，由 2007 年的 160 萬人上升 25%至 2017 年的

200 萬人，長者佔整體人口的比例同期亦由 18%上升至 20%。殘疾人士的數目則在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間，維持在 150 萬人，佔人口的比例則由 16%微跌至 15%。  

34 若申請人事前居於瑞典不足 40 年，其保證養老金將以全額的四十分之一為計算
基準，按比例計算發放金額。  

35 《羅馬條約》 (Treaty of Rome)在 1958 年 1 月 1 日生效，歐洲經濟共同體亦由此
成立。條約中第 48 條規定成員國須廢除因國籍問題，在就業、薪酬及其他工作和
就業條件所衍生的歧視，保障勞工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自由流動。其後，歐洲

經濟共同體陸續在 1958 年頒布第 3 條規例和 1959 年頒布第 4 條規例，訂明協調
社會保障的措施。請參閱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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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關上文所述瑞典福利可攜性的主要特點綜述如下。  
 

(a) 居住年期：非供款式保證養老金的海外受助長者，與
本地受助人一樣，必須曾在瑞典居住 3 年或以上。同樣
的 居 住 年 期 要 求 ， 亦 適 用 於 本 地 及 海 外 殘 疾 福 利

受助人；  
 
(b) 福利可攜性涵蓋的海外地方： 2017 年，海外受助人
可 以 在 歐 洲 經 濟 區 (European Economic Area)、 瑞 士 及
加拿大合共 33 個國家收取其 (i)長者保證養老金；及
(ii)殘疾人士的活動補償或疾病補償福利金。 36 海外受
助人只需每年更新其 "在世證明文件 "，並呈交予瑞典
退 休 金 局 ， 便 可 在 該 33 個 居 住 地 收 取 瑞 典 的

福利金； 37 
 
(c) 海 外 福 利 金 水 平 ： 瑞 典 的 長 者 及 殘 疾 褔 利 的 海 外
受助人，與本地受助人一樣享有相同金額的福利金。

然而，旨在協助本地受助人應付日常生活、工作或學習

所需的額外傷殘津貼，則不可於瑞典境外地方領取；及  
 
(d) 醫療服務的可攜性：有別於香港和澳洲，瑞典的長者及
殘疾福利海外受助人，可在歐洲經濟區及瑞士享有醫療

服務優惠。這主要是由於歐盟對社會保障福利的可攜性

訂有規例。這些海外受助人可在其移居的國家，以適用

於當地居民的標準診金付費使用公共醫療服務。 38 
反之，歐洲經濟區及瑞士居民，亦可在瑞典使用類似的

本地醫療服務。  
 
 
5.4 在這些福利可攜安排下，瑞典的保證養老金的海外受助人

數目，由 2014 年的 97 000 人增加至 2017 年的 127 000 人，3 年間
增幅達 31%。整體而言，約有 5%的瑞典長者在海外領取保證
養老金。  
  
                                           
36 除歐盟 28 個成員國外，歐洲經濟區的成員亦包括冰島、列支敦士登和挪威。  
37 瑞典政府每年會寄出在世證明文件表格，給在海外領取瑞典福利的受助人，以證明
其仍然在生。在世證明文件必須由瑞典大使館、瑞典領事館或受助人居住地的社會

福利當局核證，並交回瑞典政府。  
38 在瑞典的公共醫療系統下，病人每年無須為診症及藥物費用，付出超過 2,200 瑞典
克朗 (2,150 港元 )。超出此限額的費用將獲豁免，由政府補貼。然而，瑞典的長者
及殘疾福利海外受助人，不能在境外享有同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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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6.1 現時香港只有長者福利可以跨境轉攜，但僅限於內地的

廣東及福建兩省。過去 20 年，領取此類可攜福利的長者人數，
呈現顯著跌勢，部分是由於缺乏跨境支援服務所致，當中長者能

負擔的醫療服務尤以為甚。  
 
6.2 澳洲的非供款式的長者及殘疾福利，可轉攜至 31 個國家。
海外受助人及本地受助人同樣須在澳洲居住至少 10 年，而海外
長者若於提出申請前在澳洲居住少於 35 年，政府會根據比例規則
向他們發放長者福利。澳洲政府並無為海外福利受助人，提供境外

醫療支援。  
 
6.3 瑞典的非供款式長者福利及殘疾福利，大致可轉攜至全球

33 個國家，當中以歐洲國家為主。大體而言，海外受助人及本地
受助人均須符合類似的申請資格，而兩者的福利金額皆須因應居住

年期按比例規則計算。有別於澳洲及香港，在歐盟的多邊承諾下，

瑞典的海外受助人可享有移居地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繳付費用與

移居地居民的標準診金相同。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余鎮濠  
2018 年 3 月 29 日  
電話： 2871 2142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
委員會 "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
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
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09/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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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1 —— 香港長者及殘疾人士福利的概況  
 
 綜援計劃下的長者福利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傷殘津貼  

受助人身處的地方  香港  廣東 /福建  香港  廣東 /福建  香港  香港境外  

(a)  跨境可攜計劃  -    -    -  -  

(b)  推出年份  1971 年 4 月  1997 年 4 月  1973 年 4 月  2013 年 10 月  1973 年 4 月  

不適用  (c)  經濟審查        65-69 歲  
  70 歲 + 

  

(d)  申請資格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70 歲或以上  65 歲或以上  任何歲數  

不適用  

-  香港居民身分        

-  取得香港居留權的最低年期  
1 年  7 年  

7 年  7 年 ( 1 )  

-  最低居港期  1 年  1 年 ( 1 )  

-  領取福利期間的居住地方  
(一年內的離境寬限 )  

香港  
(180 日 )  

廣東或福建  
(180 日 )  

香港  
(305 日 )  

廣東或福建  
(305 日 )  

香港  
(305 日 )  

-  其他資格  
沒有  

 已領取綜援
至少 1 年。  

沒有  
 證明為嚴重
殘疾。  

(e)  每月獲發放金額 ( 2 )    標準金額  
  補助金  
  特別津貼  
 3,485-10,000
港元以上  

  標準金額  
  補助金 ( 3 )  
  特別津貼  
 3,485-3,667
港元  

劃一金額：  
 1 ,345 港元  

劃一金額：  
 普通傷殘津貼：

1,720 港元  
 高額傷殘津貼：

3,440 港元  
 

註：  (1 )  申領傷殘津貼的 18 歲以下人士可獲豁免有關要求。  
 (2 )  綜援及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的每月平均金額，是根據單身人士個案計算。  
 (3 )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受助人，僅可獲發標準金額及每年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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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2 —— 選定地方為本地受助人而設的非供款式長者福利  
 
 香港  澳洲  瑞典  

(a) 計劃 /措施  綜援計劃下的長者福利  高齡津貼  老齡養老金  保證養老金  

(b) 經濟審查          

(c) 申請資格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70 歲或以上  65.5 歲或以上  65 歲或以上  

-  最低居住年期  1 年  1 年  10 年  3 年  

-  居住地方  
(一年內的離境寬限 )  

香港  
(180 日 )  

香港  
(305 日 )  

澳洲  
(不設限制 )  

瑞典  
(不設限制 )  

(d) 福利金額      

-  標準金額        * 

-  特別津貼及補助金       
(全額 )  

 

-  估計每月獲發放金額水平  3,485-10,000 港元以上  1,345 港元  可達 10,700 港元  可達 7,550 港元  
 

註：  (*)  標準金額視乎在瑞典的居住年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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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3 —— 選定地方為本地受助人而設的非供款式殘疾福利  
 
 香港  澳洲  瑞典  

(a) 計劃 /措施  傷殘津貼  傷殘支援津貼  殘疾福利  

(b) 經濟審查        

(c) 申請資格     

-  年齡  不限  16-65.5 歲  65 歲以下  

-  最低居住年期  1 年  10 年  沒有特別規定  

-  居住地方  
(一年內的離境寬限 )  

香港  
(305 日 )  

澳洲  
(不設限制 )  

瑞典  
(不設限制 )  

-  其他特別資格   殘疾情況將持續不少於
6 個月。  

沒有   接受日常生活照顧達 1 年
或以上。  

(d) 福利金額     

-  標準金額        

-  特別津貼及補助金      
(全額 )  

  

-  估計每月獲發放金額水平  1,720-3,440 港元  可達 10,700 港元  9,020-11,09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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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4 —— 選定地方為海外受助人而設的非供款式的可攜長者福利  
 
 香港  澳洲  瑞典  

(a) 計劃 /措施  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

養老計劃  
高齡津貼  

(廣東計劃 /福建計劃 )  
老齡養老金  保證養老金  

(b) 可攜性          

(c) 申請資格      

-  年齡  60 歲或以上  65 歲或以上 ( 1 )  65.5 歲或以上  65 歲或以上  

-  在原居國家的最低居住年期  7 年  1 年  10 年  3 年  

-  在定居國家的居住地方  
(一年內的離境寬限 )  

廣東或福建  
(180 日 )  

廣東或福建  
(305 日 )  

31 個國家  
(不設限制 )  

歐洲經濟區、瑞士

及加拿大  
(不設限制 )  

-  其他特別資格   領取綜援至少 1 年。   沒有   

(d) 福利金額      

-  標準金額        ( 2 )   ( 2 )  

-  特別津貼及補助金  長期個案補助金     
(基本金額 )  

 

-  估計每月獲發放金額水平  3,485-3,667 港元  1,345 港元  可達 10,000 港元  可達 7,550 港元  
 
 

註：  (1 )  年齡介乎 65 至 69 歲的申請人，須接受經濟審查才可獲發的高齡津貼。 70 歲或以上的申請人則免經濟審查。  
 (2 )  標準金額視乎在原居國家的居住年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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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表 5 —— 選定地方為海外受助人而設的非供款式的可攜殘疾福利  
 
 香港  澳洲  瑞典  

(a) 計劃 /措施  傷殘津貼  傷殘支援津貼  殘疾福利  

(b) 可攜性        

(c) 申請資格     

-  年齡  

不適用  

16-65.5 65 歲以下  

-  在原居國家的最低居住期  10 年  沒有特別要求  

-  在定居國家的居住地方  
(一年內的離境寬限 )  

31 個國家  
(不設限制 )  

歐洲經濟區、瑞士及加拿大  
(不設限制 )  

-  其他特別資格  沒有   接受日常生活照顧 1 年或
以上。  

(d) 福利金額     

-  標準金額  

不適用  

    

-  特別津貼及補助金    
(基本金額 )  

  

-  估計每月獲發放金額水平  可達 10,000 港元  7,740-8,64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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