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促進年長人士

就業的措施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IN13/17-18 
 
 
1. 引言  
 
 
1.1 隨着本港人口趨向老化，社會日益關注如何促進 50 歲及
以上年長人士 1 就業的議題。由於勞動人口預期於 2022 年左右便
會漸趨縮減 2，社會普遍認為更多年長人士投身職場，不單有助維

持本港經濟增長及幫補他們的生計，亦可減輕醫療和福利系統的

負擔。本港年長人士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3  雖在 2007 年至
2017 年期間，由 37%顯著上升至 43%，但較年長人士若要重返
職場，仍存有挑戰，尤以長者 4為然，原因是部分僱主對他們的

技術水平或生產力存有負面觀感。舉例來說，香港長者的勞動人口

參與率於 2017 年只有 11.0%，較諸日本和新加坡分別為 23.5%和
26.8%的相應數字，比率未及兩地的一半。有意見認為，兩地政府
在職場實行積極老齡化政策，故能有效推動較年長人士就業所致。  
 
1.2 應黃國健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就選定地方促進年長

人士 (尤其是長者 )就業的政策措施進行研究。 5   日本和新加坡
獲選定為進一步研究的對象，因為 (a)兩地是全球人口預期壽命
最長的其中兩個地方 6，因而面對沉重的人口老化壓力；以及

(b)兩地政府均有推行多項措施促進年長人士就業。   

                                           
1 為方便表述， "年長人士 "在本文指為 50 歲及以上的人士。  
2 根據最新的勞動人口推算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本地勞動人口將於 2021 年
達至 368 萬人的高峰，然後長期持續趨跌。在隨後的 2021 年至 2041 年的
未來 20 年間，本地勞動人口將遞減 204 000 人，減幅為 6%。詳見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  

3 勞動人口參與率指特定年齡組別投身勞動市場的人口比例，包括就業或失業
但正在求職的人士。  

4 "長者 "在本文指為 65 歲及以上的人士。  
5 該項研究要求是根據一項試驗計劃而提出，在該計劃下推行的新服務旨在
加強對第六屆立法會個別議員的研究支援。  

6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新加坡居民於 2016 年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
84.2 歲，日本則為 82.9 歲，兩者皆位列全球首 6 位之內。在 2016 年，香港
男性的預期壽命為 81.3 歲，女性則為 87.3 歲，但未有納入上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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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資料摘要會先審視本港年長人士的就業趨勢，繼而論述

他們在職場面對的挑戰，以及政府近年推行的相關支援措施。本文

繼而重點載述日本和新加坡兩地推動年長人士就業的主要政策

措施，並附以兩個列表綜述相關資料 (附錄 I - II)。  
 
 
2. 本港年長人士的近期就業趨勢  
 
 
2.1 大體而言，本地僱員踏入 50 歲後，便會基於多項因素
(將於下節討論 )而面對就業壓力，更會隨着年齡日高而逐漸退出
勞動市場。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勞動人口的年齡越高，

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便越見下滑。在 2017 年， 50 歲以下人士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高企於 80%，但在 50-54 歲的年齡組別則跌至
78%。在 55-59 歲的年齡組別中，勞動人口參與率更跌至 68%。
在 60-64 歲的組別中，相關數字為 46%，而在 65 歲及以上的組別
中，相關數字進一步下跌至 11%。換言之，中年人士及長者面對的
職場挑戰性質大致相若，但所受的影響則隨年齡而增加 (圖 1)。  
 
 

圖 1 —— 2007年至 2017年間香港各主要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2.2 在勞動人口中，年長人士的人數在 10 年內飆升 62%至
2017 年的 124 萬人，主要因為這個年齡組別的人數隨人口老化而
增加。由於整體勞動人口在 2007 年至 2017 年間的增幅顯著放緩
至僅 7%，年長僱員的比例亦由 22%躍升至 34%。再者，這些僱員
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同期亦由 37%升至 43%，這反映年長人士就業
對本地經濟日益重要 (附錄 I 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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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002 年至 2017 年間香港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及勞動人口
參與率  

 

  
 
 
2.3 至於長者僱員的具體情況，勞動人口中的長者人數在過去

10 年顯著飊升 198%，至 2017 年的 126 500 人，而其勞動人口
參與率亦在同期由 5.2%倍增至 11.0%。然而，長者於 2017 年在
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約為 3.5%。  
 
2.4 年長工作人口的主要社會經濟特徵簡要綜述如下：  
 

(a) 教育程度較低：在勞動人口中，年長人士的教育程度

普遍較低。截至 2017 年，年長就業人士只有 21%
曾接受高等教育，只是整體勞動人口 42%相應比例的
一半。而長者的相關比例更低，僅為 14%；  

 
(b) 受僱於較低技術行業：在 2017 年，約 56%年長工作
人口和 67%長者工作人口受僱於技術要求較低的職位
(例如服務和銷售人員、工藝人員、機器操作員和
非技術工人 )，高於整體工作人口的 42%；  

 
(c) 工時較短：在 2017 年，約 23%年長工作人口和 35%
長者工作人口每周工作少於 35 小時，兩者皆高於整體
工作人口的 20%相應數字。這可部分歸因於長者屬意
從事較具彈性、兼職或自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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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 業 收 入 較 低 ： 在 上 述 背 景 下 ， 年 長 工 作 人 口 在
2017 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 15,000 港元，較全港
整體數字低 12%。而長者工作人口的每月收入更只得
10,200 港元；及  

 
(e) 失業率較低：在 2017 年，年長人士的失業率為 2.7%，
長者僱員則為 1.9%，兩者均明顯低於香港 3.4%的整體
失業率。這現象或可歸因於不少年長人士如在一段

時間後仍未覓得工作，便乾脆離開勞動市場。  
 
 
3. 本地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政策措施  
 
 
3.1 年長僱員在就業市場的去留，受到多項社會及經濟因素

影響。當中部分人士是自願離開，部份則與社會結構性因素或職場

挑戰相關。下文為影響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的常見因素：  
 

(a) 職場的退休年齡：有別於日本和新加坡，香港並無法定
退休年齡。現時，公務員的退休年齡約為 55-65 歲，
視乎入職政府的年份而定。由於不少私營企業亦把退休

年齡界定於這個年齡範圍，勞動人口參與率自 55 歲起
顯著下跌； 7 

 
(b) 提早離開就業市場：部分年長僱員或會基於健康欠佳、
料理家務和照顧家人等原因，選擇在年屆退休之齡前

離開勞工市場。提早退休的人數多寡，可間接反映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的統計數字。
在 2016-2017 年度，提早退休人士提取的強積金權益
總額為 21 億港元，是年屆 65 歲正常退休年齡人士提取
金額的五分之二； 8 

  

                                           
7 2016 年的退休人士總數為 116 萬人，在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中佔頗大比重。

Se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c)。  
8 強積金制度容許年滿 60 歲的僱員提早退休並提取強積金儲蓄，較 65 歲的
法定年齡早 5 年。在 2016-2017 年度，在正常年齡退休的人士提取合共
55 億港元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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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技術過時：不少健康的年長人士希望繼續從事經濟
活動，但礙於技術錯配原因，部分或未能如願。此外，

部分僱主認為年長僱員未能符合知識型經濟下的較高

技術要求。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 2016 年的
一份研究報告， 56%受訪僱主認為年長僱員 "不願改變
固有工作方式 "， 54%認為聘用年長僱員會令 "生產力
下降 "； 9 

 
(d) 職場被指有年齡歧視的情況：另有意見聲稱部分僱主對
年長僱員持有負面觀感，包括 (i)年長僱員的薪酬相對
其生產力處於偏高水平；及 (ii)較年長僱員的僱員補償
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較為高昂。 10  根據上述平機會
研究報告， 67%的受訪者認為 50-59 歲的人士在職場
較易受年齡歧視，而 60 歲及以上人士的相應數字更高達
78%；11及  

 
(e) 欠缺彈性的職場工作安排：不少年長人士 (尤其是退休
人 士 )希 望 透 過 更 具 彈 性 的 工 作 安 排 (例 如 兼 職 或
彈性工作時間 )，重投就業市場。 12  然而，現時並非
很多僱主可作出相應工作安排。  

 
 
3.2 政府在 2013 年公布的人口政策文件中，表明政策目標之一
是鼓勵 "更多市民工作和延長工作年期 "。 13 大體而言，促進年長
僱員就業可帶來多重社會及經濟效益。首先，本地勞動人口預期
將於至 2041 年的未來 20 年間，減少約 20 萬人，因此， " 釋放
現有人口的潛力 " 對經濟持續增長，甚為重要。第二，香港不少
退休人士仍健康良好，繼續在良好的職場環境中工作，可有助

保 持 長 者 的 身 心 健 康 。 第 三 ， 退 休 人 士 可 利 用 工 作 收 入
幫補生計，有鑑強積金計劃成員於 2017 年底的平均權益只有

                                           
9 請參閱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10 僱主按《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投購保險的保費，據報會隨僱員年齡變化。
然而，相關保費水平的公開資料非常有限。  

11 根據平機會的調查，對 50 歲或以上年長人士的年齡歧視可以不同形式
出現， 2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失去升職機會、在相同職位得到較少報酬 (24%)
或被視為架構重組的裁員目標 (20%)。請參閱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12 在平機會的調查中， 36%年長人士表示屬意從事兼職或自由職業。  
13 請參閱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s Office (2013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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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00 港元，這等金額不足以支持可能長逾 10 年的退休生活。 14 
第四，工作收入有助紓緩貧窮。以長者為例， 2016 年的在職長者
貧 窮 率 只 有 8.2%， 遠 低 於 非 在 職 長 者 的 34.1%貧 窮 率 。 15 
最後，市民若從工作得到收入，有助減少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需要，從而紓緩政府整體福利開支的壓力。  
 
3.3 政府表示已推行下述 "多管齊下的策略 "，促進年長人士
就業：  
 

(a) 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自 2015 年 6 月起，政府率先將

公務員退休年齡由 55-60 歲延長至 60-65 歲，視乎職系
和入職年份。 16 至今，約 23 000 名新入職公務員的
退休年齡已相應延長，佔整體公務員人數約 15%。
然而，鮮有私營企業僱主作出類似的延長退休年齡安排

的報導；  
 
(b) 向聘用年長人士的僱主發放津貼：勞工處在 2001 年
推出 "中年就業計劃 "，透過向聘用合資格人士的僱主，
每月發放培訓津貼，促進 40 歲及以上人士就業。由
2013 年起，僱主聘用每名僱員可獲發的津貼金額為
3,000 港 元 ， 為 期 最 多 6 個 月 。 17  在 2013 年 至

2017 年間，該計劃為 50 歲及以上人士作出的就業
安排，每年平均達 1 420 次； 18 

 
 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宣布優化 "中年
就業計劃 "，對象是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 60 歲及以上
人士。在優化計劃下，僱主聘用 60 歲及以上人士可

                                           
14 有關數字為強積金計劃基金總淨資產值除以強積金計劃參與成員的數字。  
15 貧窮率已計及政府的恆常現金收益項目。請參閱 Commission on Poverty (2017)。  
16 自 2015 年 6 月起，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已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紀律
部隊人員則由 55 歲提高至 60 歲。在 2000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間入職的
現職公務員及紀律部隊人員，可分別選擇於 65 歲及 60 歲退休。請參閱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2018)。  

17 "中年就業計劃 "的每月津貼由 2003 年的 1,500 港元逐步提高至 2013 年的
3,000 港元，涵蓋範圍亦於 2015 年 9 月由全職工作擴大至兼職工作。截至
2014-2015 年度的 4 個財政年度，在 "中年就業計劃 "下發放的津貼總額為
1,300 萬港元。  

18 請參閱 Labour and Welfare Burea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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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發的在職培訓津貼將增至每月 4,000 港元，而發放
津貼的最長期限則由 6 個月延長至 12 個月； 19 

 
(c) 年長僱員培訓計劃：現時，僱員再培訓局為全港不同
年齡的市民提供培訓課程，涵蓋 28 個行業類別。僱員
再培訓局在 2016 年完成一項有關年長人士培訓需要的
專題研究後，推出特別為年長僱員而設的課程，當中

包括 "職場再出發 "課程，旨在協助學員 (i)建立自信心；
(ii)提升溝通技巧；及 (ii i)掌握電腦應用和職業英語
知識，藉此為重投職場做好準備； 20 

 
(d) 年長僱員招聘會：勞工處偶有為年長人士和長者舉辦
招聘會。例如，在 2017 年 7 月的一個招聘會，為中年
人士和長者提供多達 2 500 個主要屬於零售、飲食和
物業管理行業的職位。約 58%的空缺為全職職位，其餘
42%為兼職職位。然而，政府未有公布有關成功獲聘的
相關資料； 21 及  

 
(e) 年齡友善職場的公眾教育：雖然有調查結果顯示，約

70%的受訪者支持香港制定反年齡歧視的法例，但政府
仍認為無需要就此立法。 22 反之，當局一直採取自願
遵行方式，鼓勵僱主參考良好做法。政府於 1997 年
發布 "僱傭實務指引 ⎯⎯消除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 "，以及
於 2015 年發布 "家庭友善及友待年長人士僱傭措施 "，
介紹選定機構的良好做法。  

 
 

  

                                           
19 由於政府仍未公布優化 "中年就業計劃 "的推行詳情，現時尚未清楚該津貼
金額是否亦適用於 40 至 59 歲人士。  

20 在 2008 年至 2017 年間， 50 歲及以上人士的再培訓學員比例由 32%上升至
55%。而 65 歲及以上人士的相關比例則由 6%上升至 24%。請參閱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2018)。  

21 請參閱 GovHK (2017)。  
22 請參閱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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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述大部分措施，除了是適用於所有年齡人士的一般措施

外，便是讓僱主自願遵行的指引。 23 "中年就業計劃 "似乎是本港
僅有專為年長人士而設的就業措施。儘管如此，該計劃在 2017 年
只能促成 1 463 宗年長人士成功獲聘的個案。相對於同年勞動人口
中多達 120 萬的年長人士，年長人士成功獲聘的比例甚低。  
 
 
4. 日本促進年長僱員就業的措施  
 
 
4.1 由於數十年來生育率持續下降，但人口越趨長壽，日本

成為了全球人口最高齡的國家。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當地長者

人口的比例，在 2017 年已升至 27.3%，遠高於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 (" 經合組織 ")全部 35 個成員國的平均 16.6%的水平。 23F

24 在
2000 年至 2016 年間，日本的勞動人口已減少約 93 萬人或 1.4%，
這對宏觀經濟狀況帶來各種影響，包括 (a)窒礙經濟增長； (b)老年
撫養比率 24F

25在 1990 年至 2016 年間上升近 2 倍，由 17.3 升至
45.3；及 (c) 稅基收窄，影響公共財政。 25F

26 根據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國民會議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form)的政策建議，
讓國民延長工作生涯，是解決困境的最佳方法。 26F

27 
 
4.2 除此以外，日本視年長僱員就業為協助長者維持生計的

政策方案。在 1990 年代之後的 20 年間，日本經濟增長停滯不前，
在 1995 年至 2016 年間，日本固定受聘僱員的月均工作收入，
更下跌 13%。此外，在 2016 年，日本退休人士的每月年金，
只相等於退休前平均收入約 40%，遠低於經合組織平均為 63%的
比例。由於年金收入不足，在 2014 年，日本長者貧窮率為 19%，
遠高於經合組織 12.5%的平均數字。 27F

28 日本不少長者因而須繼續
工作，賺取額外收入以幫補生計。  
                                           
23 其他為合適年齡組別人士提供的就業援助計劃，包括由 2005 年起為提升
求職人士就業競爭力而推出的工作試驗計劃。在該計劃下，求職人士不論

年齡，如在選定機構接受為期 1 個月的培訓，可獲發 7,600 港元的一筆過
津貼。  

24 香港預期要到 2031 年才會達到相同的人口老化水平。請參閱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  

25 老年撫養比率指 65 歲及以上人士的數目相對每 100 名 20 至 64 歲適齡工作
人士的比率。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26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27 請參閱 Matsuura (2009)。日本政府最近的政策目標是構建 "無分年齡的社會 "，
讓市民不論年齡，均可按志向和能力工作。  

28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7)。  

https://www1.jobs.gov.hk/1/0/WebForm/information/tc/wts/info_worktrial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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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至 於 促 進 年 長 僱 員 就 業 的 政 策 措 施 ， 日 本 政 府 早 於

1970 年代，便已及早採取措施以協助年長僱員，但部分措施其後
被取消，由其他積極老齡化的政策取代。 29  下文概述日本在
1990 年代以後採取的較近期措施 (附錄 II)：  
 

(a) 提高法定最低退休年齡至 60 歲：有別於香港，日本
訂 有 法 定 退 休 年 齡 。 自 《 高 年 齡 者 僱 用 安 定 法 》

("Law Concerning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of Older Persons")
的修訂在 1998 年 4 月生效後，日本的最低退休年齡
定為 60 歲，高於早年工商界慣常採用的 55-60 歲退休
年齡。推遲退休年齡對延長較年長僱員的工作生涯，

有直接影響；  
 

(b) 提高可領取年金的年齡至 65 歲：在日本，受僱人士
年滿 60 歲，可領取劃一金額的年金。為鼓勵較年長僱
員繼續就業，可領取年金的年齡逐步提高，由 2004 年
提高至 62 歲、2007 年至 63 歲、2010 年至 64 歲及
2013 年至 65 歲。領取老齡基礎年金的人士可選擇延遲
至 70 歲或以上才領取款項，屆時每月領取的款額會較
標準金額高出 42%； 30 

 
(c) 強制規定僱主為較年長僱員提供工作至 65 歲：日本
政 府 於 2004 年 6 月 再 次 修 訂 《 高 年 齡 者 僱 用

安 定 法 》 ， 規 定 由 2006 年 4 月 起 ， 僱 主 須 採 取

以下 3 項措施的其中一項，讓年滿 60 歲最低退休年齡
的僱員繼續工作。這 3 項措施包括 (i)取消退休年齡；
(ii)將退休年齡提高至最少 65 歲；或 (ii i)如退休年齡
低於 65 歲，推行繼續聘用制度。  

  

                                           
29 例如，日本政府在 1976 年規定企業須有 6%僱員為年齡介乎 60-65 歲的
較年長人士，但此項沒有約束力的指標已在 1986 年取消。當地亦在 1990 年
制定法例，如僱主在聘用的僱員有超過 4%年齡介乎 60-64 歲，可獲發資助，
但此項資助計劃亦在 2007 年取消。  

30 如領取年金人士選擇提早在 60 歲領取年金，每月領取的金額將較標準金額
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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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述最後一項措施選項，推行形式可以是在同一公司

延長較年長僱員的聘用期，31 或以雙方協定的薪金或
福利等條款，重聘較年長僱員， 32 又或由聯營公司或
附屬公司聘用較年長僱員。由於違例僱主須受罰，有關

措施能確保大部分年齡介乎 60 至 65 歲且身體健康的
僱員，可繼續留任工作；  

 
(d) 向讓較年長僱員留任的僱主提供資助：日本政府向
僱 主 提 供 多 種補 助 金 和 資 助， 以 促 進 較 年長 人 士

就業。首先，如僱主將退休年齡提高至 65 歲，可一筆
過獲發補助金，款額介乎 10 萬日元 (6,950 港元 )至
150 萬日元 (104,250 港元 )。如將退休年齡進一步提高
至 66 歲或以上，甚或取消退休年齡，最高補助金額會
增加 7%。如僱主讓 66 歲及以上員工繼續留任，亦可
一筆過獲發最高 100 萬日元 (69,500 港元 )的補助金。
在 2017 年，日本政府預留 19 億日元 (1.32 億港元 )的
撥款，用於發放以上補助金。  

 
 第二，僱主如改善較年長僱員的工作環境，將獲發
一筆過款項，以支付因應較年長僱員所需而安裝或改善

機動設備、工作方法和環境的開支，補助金額相等於

開支的 45%至 60%，或就每名受僱逾 1 年的 60 歲或
以上僱員獲發 285,000 日元 (19,807 港元 )，以較低金額
為 準 。 每 間 工 商 機 構 最 高 可 獲 發 1,000 萬 日 元

(695,000 港元 )的補助金。在 2017 年，相關的資助預算
總額為 6.31 億日元 (4,300 萬港元 )。  

 
 第三，僱主如將 50 歲及以上僱員的聘用條款由固定
年期改為永久聘用，將可獲發補助金，款額視乎僱員

人數和合約條款的變動而定，但僱主可就每名合資格

僱員獲發最高 48 萬日元 (33,360 港元 )的補助金；  
  

                                           
31 在法案通過前，某些公司或會重新聘用年屆退休年齡的僱員，但大部分僱員
的薪金遠低於過往水平。  

32 根據僱傭保險法例，年滿 60 歲的僱員如繼續受聘但薪酬被削減 25%以上，
可領取福利款項，金額相等於僱員 60 歲時所領薪酬的 0.44%至 15%。此外，
為支持再就業政策，自 2017 年 1 月起，供款式僱傭保險的覆蓋範圍已擴大
至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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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向新聘較年長僱員的僱主提供資助：首先，由 40-59 歲
人 士 和 60 歲 及 以 上 人 成 立 的 新 企 業 ， 如 聘 用

較 年 長 僱 員 ，32F

33  將 可 分 別 獲 發 最 高 150 萬 日 元

(104,250 港元 )和 200 萬日元 (139,000 港元 )的資助。
第二，僱主透過職業介紹所聘請長者僱員擔任全職工作
至少 1 年，可一筆過就每名合資格僱員獲發最高
70 萬日元 (48,300 港元 )的資助。 33F

34 第三，僱主如聘用
透過職業介紹所求職遇到困難的 60 至 64 歲人士，可
另外一筆過獲發最高 60 萬日元 (41,700 港元 )的資助；  

 
(f) 由銀髮人力資源中心安排臨時工作：銀髮人力資源中心

(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ers)(簡稱 "銀髮中心 ")由國家和
地方政府資助，為 60 歲及以上的會員提供社區為本的
就業 機會。銀髮中 心首先匯集各 方 (即 政府、工 商
企業、非政府機構和個人 )的外判工作，然後分派予
銀髮中心會員。 34F

35  這些工作一般屬彈性和兼職性質
(如大廈看更或辦公室接待 )，並無保證收入。大致
而言，每名銀髮中心會員於 2016 年每月平均可工作約
10 天 (每 周 工 作 20 小 時 或 以 下 )， 每 月 收 入 約
35,800 日元 (2,470 港元 )。銀髮中心現時在日本各地
設有逾 1 300 個地方分部，共有 72 萬名會員，每年
合約總額 3,130 億日元 (22 億港元 )；及  

 
(g) 反年齡歧視立法：在 1990 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爆破後，
不 少 中 年 人 士 和 長 者 據 稱 因 年 齡 歧 視 而 未 能 覓 得

工作。 35F

36 為此，日本在 2001 年修訂《僱用對策法》
(Employment Measures Act)，規定僱主除非有合理理據，
否則必須 "致力 "避免設定招聘年齡限制。該法例在
2007 年再作修訂，訂明僱主負有法律責任在招聘方面
提供平等機會。  

                                           
33 僱主須聘用至少 1 名 60 歲及以上人士，或兩名 40-60 歲人士。  
34 僱主聘用全職僱員 (每周工作逾 30 小時 )，可一筆過獲發最高 70 萬日元

(48,300 港元 )的補助金；如聘用僱員每周工作 20 至 30 小時，則可獲發最高
50 萬日元  (34,500 港元 )的補助金。  

35 2016 年，銀髮中心男性會員的平均年齡為 72.4 歲，女性會員則為 71.8 歲，
而 63%的會員為 65-74 歲。銀髮中心前身是 1974 年在東京推行的一項為
較年長人士提供合約兼職工作的試驗計劃，該試驗計劃其後在 1980 年
獲當時的勞動省認可，列為一項獲該政府部門支持的全國計劃。  

36 請 參 閱 Taylor et.al (2008)。 就 業 困 難 亦 可 能 關 乎 日 本 一 貫 傾 向 聘 用 應 屆
畢業生，以及普遍不願意聘用 40 歲及以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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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日本推行的上述各項政策措施，加上較年長人士在經濟上

需賺取收入以維持生計，似乎有效促進當地年長人士就業。

首先，60-64 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穩步增長，由 2006 年的 55%
升至 2011 年的 60%，並於 2017 年進一步升至 68%。某程度上，
這可歸因於當地強制規定僱主須為較年長僱員提供工作至 65 歲，
即使他們已屆 60 歲的最低退休年齡 (圖 3)。其次，年長人士佔勞動
人口的比例，由 2007 年的 38%升至 2017 年的 40%。第三，工作
收入佔日本長者人口收入約 40%，較經合組織約 20%的水平高出
一倍。然而，這亦意味日本的年金收入偏低。  
 
 
圖 3 —— 2011 年至 2017 年間日本、新加坡和香港較年長人士的

勞動人口參與率  
 

 
 
 
 
 
 
 
 
 
 
 
 
 
 
4.5 然而，日本有意見關注到，年長僱員的就業雖有增長，

但受聘工作的質素卻未見同步改善。根據勞動政策研究及研修機構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在 2007 年進行的調查，
60 歲及以上的僱員中，有 83%受聘於臨時或合約職位，全職固定
受聘的僱員只有 12%。每月收入方面，該等僱員如在 60 歲後
獲延任受聘，只有 42%可賺取與過往相同的薪酬。至於在 60 歲後
按合約條款獲重聘的僱員，他們則要面對幅度介乎 20%至 50%的
減薪。 37 
  

                                           
37 請參閱 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2017)。  

60至 64歲人士的勞
動人口參與率 

65歲及以上人士的勞
動人口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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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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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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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加坡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措施  
 
 
5.1 新加坡的居住人口同樣正急速老化，當地 65 歲及以上長者
人口比例由 2007 年的 8.5%顯著上升至 2017 年的 13%，並預期到
2030 年時上升近倍至 25%。撇除外來工人，新加坡本地居民的
勞動人口預計自 2020 年以後漸見縮減。按照一項計量經濟研究的
預測，勞工供應增長每下跌 1%，便會令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每年
下降至少 0.5 個百分點。 38 
 
5.2 基 於 上 述 背 景 ， 新 加 坡 政 府 積 極 善 用 較 年 長 僱 員 。

在 1993 年，新加坡政府制定《退休年齡法令》 (Retirement Age Act)，
將法定最低退休年齡定為 60 歲。自 1990 年代以來，新加坡政府
倚靠三方委員會 (Tripartite Committee)(包括政府、工會和僱主 )的緊密
合作，推出多項專為促進年長人士就業而設的政策和法例。 39 
 
5.3 下文概述新加坡政府在過去約 20 年推行的主要政策措施：  
 

(a) 提高法定最低退休年齡至 62 歲：在《退休年齡法令》
制定 6 年後，新加坡政府在 1999 年修訂該法例，
將最低退休年齡提高至 62 歲，並一直有效至今。
該法例過往訂有一項條文，容許僱主將 60 歲及以上
僱員的薪酬削減最多 10%，以減輕相關開支對僱主的
影響，但有關規定已在 2017 年 7 月取消；  

 
(b) 限制僱員提早一筆過提取退休儲蓄：新加坡居民過往
年滿 55 歲後，即可全數提取在公積金制度 (Central 
Provident Fund)下的累計退休儲蓄。為減少市民提早退休
的意欲，新加坡於 1987 年在公積金制度下推出最低
存款計劃 (Minimum Sum Scheme)，規定成員帳戶須存有
最 低 結 餘 ， 用 於 每 月 發 放 年 金 ， 為 期 約 20 年 。

自 2013 年起，當地頒布強制規定，在 1958 年後出生的
公積金成員如在退休帳戶存有最低結餘，便須購買

                                           
38 請參閱 Strait Times (2017a)。  
39 三方合作伙伴即人力部 (Ministry of Manpower)、全國職工總會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及新加坡全國僱主聯合會 (Singapore National Employers Federation)。
例如，三方委員會在 1997 年提出將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2 歲。其後，
較年長僱員就業能力三方委員會 (Tripartite Committee on Employability of Older 
Workers)於 2005 年成立，提出制定重新僱用法例。  



 

14 

年金，在 65 歲起可領取終身年金。 40 此外，如有成員
把首次領取每月年金的年齡由 65 歲延遲至 70 歲，則每
延後一年，年金款額即可增加 7%。所有這些安排均
提供額外誘因，鼓勵較年長人士繼續就業；  

 
(c) 立法保障僱員重聘權利至 67 歲：在 2012 年 1 月，帶著
重要標誌性的《退休年齡法令》經大幅修訂，成為

《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 (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新法例強制規定僱主在僱員達到 62 歲最低退休
年齡後，以固定年期合約或每年可續合約的方式，重聘

有關僱員至 65 歲，而其薪酬與福利按生產力、職務和
職責等合理因素而釐定。  

 
如僱主已嘗試所有方案後，仍無法重聘合資格的較年長

僱員 41，作為最後辦法，僱主須向受影響僱員一筆過

支付相等於其 3.5 個月薪酬的僱傭援助金 (Employment 
Assistance Payment) ， 金 額 下 限 為 5,500 新 加 坡 元

(31,020 港 元 ) ， 上 限 則 為 13,000 新 加 坡 元

(73,060 港元 )。有關款項旨在協助僱員在覓得新工作前
渡過難關。  

 
由 2017 年 7 月起，強制重新僱用年齡由 65 歲提高至
67 歲，而僱主可將重聘責任轉移至其他僱主；  

 
(d) 向僱用 55 歲及以上年長僱員的僱主提供薪酬資助：
特別就業補貼 (Special Employment Credit)計劃自 2011 年起
推 出 ， 旨 在 提 升 較 低 技 術 僱 員 的 就 業 能 力 。

自 2017 年中開始，僱主如以最高 4,000 新加坡元
(22,600 港元 )月薪僱用合資格僱員，每月可獲發薪酬
補貼，金額按年齡組別分級釐定，最高為月薪 11%，
直至 2019 年底。 42 

                                           
40 現時規定的退休帳戶最低結餘是 6 萬新加坡元 (372,000 港元 )。年金款額視乎
成員所選的計劃而定，標準預設計劃的金額介乎 720 新加坡元 (4,046 港元 )至
2,060 新加坡元 (11,577 港元 )。  

41 僱員須有令人滿意的工作表現，並且健康良好。合資格僱員達到退休年齡
前，須已受聘 6 個月，而重新僱用的條款須經僱傭雙方同意。人力部負責
處理任何有關糾紛。  

42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僱用 55-59 歲僱員的補貼金額為薪酬 3%， 60-64 歲
僱員為 5%， 65 歲及以上僱員則為 8%。如僱用 65 歲及以上僱員，可額外獲
發 3%獎勵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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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僱用 40 歲及以上的較高技術僱員，例如專業
人員、經理、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僱主自 2015 年起
可在職業支援計劃 (Career Support Programme)下每月獲發
資助。現時，在聘用僱員首 6 個月期間，僱主每月可獲
發還相等於僱員薪金 50%的資助，其後 6 個月為 30%，
第三個 6 個月期間則為 20%。資助為期 18 個月，總額
上限為 42,000 新加坡元 (236,040 港元 )；  

 
(e) 減低僱用年長僱員的僱主公積金供款：自 1988 年起，
僱主的公積金供款比率會隨僱員年齡增加而減少，以

提升較年長僱員的就業能力。這可歸因於在按年資釐定

薪酬的架構下，年長僱員薪金一般較高。現時，僱主就

65 歲及以上長者僱員供款的比率為薪金總額 7.5%，
低於 35 歲及以下年輕僱員 17%供款比率的一半；  

 
(f) 向因應較年長僱員所需而重新設計工作間和流程的僱主
發放補助金：新加坡在 2016 年 7 月推行經改善的優化
職場計劃 (WorkPro)，如企業因應 50 歲或以上較年長
僱員的需要而推行以下措施，可獲發放一筆過財政

資助： (i)重新設計工作間或工作流程； (ii)提供彈性
工作安排；及 (ii i)為較年長僱員採取年齡管理措施。
每名僱主可獲發最高 48 萬新加坡元 (270 萬港元 )的
補助金；  

 
(g) 提供財政資助以鼓勵低收入僱員繼續就業：就業補助
計劃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在 2007 年推出，
提供誘因予 35 歲及以上、月薪低於 2,000 新加坡元
(11,300 港元 )的低收入和低技術僱員，繼續就業。為了
向較年長僱員提供額外誘因， 60 歲或以上僱員領取
收 入 補 助 的 全 年 金 額 上 限 定 於 3,600 新 加 坡 元

(20,340 港元 )，較 35-44 歲僱員的 1,500 新加坡元
(8,430 港元 )上限高出逾倍。 40%的補助款項會以現金
方式直接發放，其餘 60%則會撥入僱員的公積金帳戶；  

 
(h) 保障僱員免受年齡歧視：新加坡並無針對年齡歧視的
全面法例，但《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訂有條文，保障

年齡未滿指明最低退休年齡的僱員，免於純粹因年齡

而遭無理解僱。該法例亦就違法解僱和不合理拒絕重聘

的情況，訂定補救方法。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資料，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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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在當地並不普遍，當局在 2017 年只接獲 42 宗相關
投訴；43 及  

 
(i) 為較年長僱員提供再培訓：新加坡政府在 2016 年
投入約 4 億新加坡元 (23 億港元 )，為僱員培訓課程提供
資助，以提升僱員的技術。 44  此外，政府亦撥款約
3,700 萬新加坡元 (2.08 億港元 )，為 25 歲及以上人士
提供 500 新加坡元 (2,810 港元 )的再培訓補貼，至今有
12 萬人受惠，當中 63%為 40 歲及以上人士。然而，
根據一項早前在 2009 年完成的研究，目前僅獲有限
實質數據顯示再培訓課程對 "較年長僱員的就業機會和
持續就業帶來影響 "。 45 

 
 
5.4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部分措施看來或對新加坡年長人士的

就業情況，帶來一定影響。例如，《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在

2012 年制定後，當地年滿 62 歲而希望繼續工作的私營機構僱員，
幾乎全部 (99%)獲邀重新僱用。 46 此外，約 98%獲重聘的僱員未有
被 削 減 薪 酬 。 47  與 此 同 時 ， 政 府 透 過 特 別 就 業 補 貼 (Special 
Employment Credit)計劃向僱員發放逾 30 億新加坡元  (169.5 億港元 )
的薪酬資助。2013 年，共有 445 000 名僱員及 100 000 名僱主受惠
於該計劃，當中 65 歲及以上的僱員約有 120 000 人。在 2017 年，
於該計劃的推行期延長至 2019 年後，分別有 350 000 名僱員及
93 000 名僱主受惠。此外，自 2007 年以來，在就業補助計劃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下已有 830 000 名僱員獲發約
55 億新加坡元 (310 億港元 )的薪酬補助。 48 
 
5.5 以上措施的政策成效亦反映於新加坡年長人士的就業

趨勢。首先，在 2011 年至 2017 年間，50 歲及以上年長勞動人口
總共增加 25%，而 65 歲及以上長者勞動人口則大增 92%。   

                                           
43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2018a)。  
44 請參閱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7)。  
45 請參閱 The Sloan Centre of Aging and Work (2009)。  
46 根據人力部經濟組 (Economics Unit)的資料，僱員接受重新僱用邀請的比率在

2012 年為 98.1%。經濟組亦估計該法例每年平均令較年長人士的就業率增加
1.6%。然而，一項政府研究的結論認為，這項政策成效亦可歸因於其他
因素，包括政策推行前的 "勞動市場緊絀 "及 "外來工人的政策收緊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2017a)。  

47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2018b)。  
48 請參閱 Ministry of Manpower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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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 2011 年至 2017 年間， 55-64 歲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
參與率由 63.4%升至 69.5%，長者組別的比率亦由 20.4%升至
26.8%。第三，由於年長僱員人數迅速增加，他們佔整體勞動人口
的比例在同期由 30.1%升至 34.4%，長者組別則由 3.7%幾乎倍增至
6.5%。第四，由於年長僱員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在 2017 年有
50%的年長僱員從事低技術或藍領工作，而長者組別的比例更高達
68%。最後，長者的每月工作收入偏低。例如， 60 歲及以上全職
僱 員 於 2017 年 的 每 月 總 收 入 中 位 數 約 為 2,000 新 加 坡 元

(11,240 港元 )，只是新加坡整體勞動人口相應數字的 47%。  
 
 
6. 觀察所得  
 
 
6.1 香港的長者勞動人口參與率，在 10 年內倍增至 2017 年的
11.0%，但相對於日本和新加坡的 23.5%和 26.8%相應數字，比率
未及一半。除了適用於所有年齡組別的一般計劃外，透過 "中年
就業計劃 "向僱主每月發放培訓津貼，似乎是本港僅有專為促進
年長人士就業而設的措施。  
 
6.2 相反，日本和新加坡兩地政府為促進年長人士就業而推行

的措施，則較香港為多。具體而言，這些計劃包括 (a)制定特定
法例，強制規定僱主須重新僱用年長僱員； (b)僱主如讓較年長
僱員留任或聘請這類僱員，可獲發資助； (c)向較年長僱員提供
資助，鼓勵他們留任工作； (d)支援政府資助機構，為長者安排
彈性和短期工作；及 (e)提供法定保障，使僱員在職場免受年齡
歧視。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張志輝  
2018 年 7 月 13 日  
電話： 2871 212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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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1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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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香港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的社會經濟特徵  

 
 年長人士勞動人口  

(50 歲及以上 )  
長者勞動人口  
(65 歲及以上 )  

整體勞動人口  
(15 歲及以上 )  

 2007 2012 2017 2007 2012 2017 2007 2012 2017 

1.  人口數目  2 069 100 2 504 500 2 893 900 812 800 916 700 1 153 800 5 699 600 5 985 500 6 156 500 

2.  勞動人口數目   766 100 1 025 900 1 243 600 425 000  64 800  126 500 3 405 800 3 516 300 3 639 800 

3.  勞動人口參與率 (%)  37.0% 41.0% 43.0% 5.2% 7.1% 11% 59.8% 58.7% 59.1% 

4.  就業人口   733 400  997 500 1 209 600  42 100  64 300  124 100 3 260 500 3 392 000 3 516 400 

5.  失業人口   327 000  284 000  341 000  5 000  5 000  2 400  145 300  124 300  123 400 

6.  失業率  (%)  4.3% 2.8% 2.7% 1.1% 0.8% 1.9% 4.3% 3.5% 3.4% 

7.  工作人口的教育水平 (%比重 )  

 -高中及以下  84.5% 81.8% 78.6% 81.8% 82.1% 86.1% 67.8% 63.4% 57.9% 

 -高等教育及以上  15.5% 18.3% 21.4% 18.1% 17.9% 13.9% 32.2% 36.6% 42.2% 

8.  行業 (%比重 )  

 -管理及專業僱員  30.6% 32.7% 34.6% 36.1% 36.9% 28.6% 38.7% 41.1% 43.3% 

 -較低技術僱員 49 60.8% 58.8% 55.6% 56.8% 59% 66.8% 44.5% 43.9% 42.4% 

9.  每周工作時間 (%比重 )  

 -少於 35 小時  14.8% 17.8% 22.7% 21.6% 27.8% 35.4% 12.8% 16.4% 20.3% 

 -35 小時或以上  85.2% 82.2% 77.3% 78.4% 72.2% 64.6% 87.2% 83.6% 79.7% 

10.  每月收入中位數 (港元 )  $9,500 $12,000 $15,000 $7,000 $9,000 $10,200 $11,000 $13,000 $17,000 

 

                                           
49 包括服務和銷售人員、工藝和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和裝配員，以及非技術工人，但不包括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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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選定地方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主要措施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A)  2017 年主要勞動人口統計數字  

(a) 50歲及以上人士佔勞動人口的比例  34.1%。  39.9%。  34.4%。 

(b) 55-64 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64.2 (50 至 64 歲)。  75.3%。  69.5%。 

(c) 65歲及以上人士佔勞動人口的比例  3.5%。  12.2%。  6.5%。 

(d) 65歲或以上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11.0%。  23.5%。  26.8%。 

(B) 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主要措施  

(a)  法定最低退休年齡   無。   60 歲。  62 歲。 

(b)  續聘或重聘較年長僱員的法例   無。   必須續聘或重聘有關僱員
至 65 歲。 50 

 必須安排重聘有關僱員
至 67 歲。 51 

(c)  向僱用較年長僱員的僱主提供
資助  

 僱用 40 歲及以上人士，
可獲資助 3,000 港元，
為期 6 個月。  

 僱用 60 歲及以上人士，
可獲資助 4,000 港元，
為期 6 至 12 個月。  

 提高退休年齡至 65 歲或
以上，甚或取消退休

年齡，可獲資助 10 萬日元
(6,950 港元 )至 160 萬日元
(111,200 港元 )。  

 僱用 55 至 64 歲及
人士，可獲 3%-5%薪酬
補貼，而僱用 65 歲及
以上人士，可獲 11%
補貼。  

(d)  重新設計工作間的資助   無。   開支的 60%(或就僱用每名
60 歲以上僱員獲發
285,000 日元
(19,807 港元 )，以較低金額
為準 )，上限為 1,000 萬日元
(695,000 港元 )。  

 就重新設計工作間獲發
最高 30 萬新加坡元
(169 萬港元 )。  

                                           
50 根據《高年齡者僱用安定法》的規定。  
51 根據《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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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選定地方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主要措施 (續 ) 
 
 香港  日本  新加坡  

(e) 針對年齡歧視的法定保障   無。  《僱用對策法》。 52 
 

 《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 53 

(f) 其他措施   為年長人士舉辦
招聘會；  

 為較年長人士舉辦
再培訓課程。  

 分階段提高領取年金的
年齡至 65 歲及獎勵延遲
領取年金的人士；  

 由銀髮人力資源中心安排
臨時工作；  

 向僱用較年長僱員的
較年長企業東主提供

資助。  

 限制提早提取公積金
儲蓄；  

 減低僱主的公積金供款；  

 向 60 歲及以上低收入僱員
提供資助，全年金額上限

為 3,600 新加坡元
(20,340 港元 )。  

 
 
  

                                           
52 日本雖未有單獨針對年齡歧視立法，但《僱用對策法》訂有提供平等機會的相關保障，包括關乎年齡的保障。  
53 新加坡雖未有單獨針對年齡歧視立法，但《退休與重新僱用法令》保障僱員免因年齡而遭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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