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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過去 20 年，多個地方包括香港均透過推行兒童發展戶口或
其他類型的個人戶口計劃，實施資產為本的社會政策，以鼓勵市民

建立資產及人力資本，為未來籌謀，並提倡自力更生。兒童發展

戶口計劃甫自兒童出生後，便為其開立儲蓄或投資戶口，讓家長及

兒童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累積資產，輔以公帑獎勵及／或配對款項，

作未來教育和醫療等用途。  
 
1.2 不同地方推行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的計劃目標、涵蓋範圍

與戶口特色均有分別。香港的兒童發展基金 ("基金 ")於 2008 年
成立，是一項針對特定兒童群組的計劃，旨在藉師友配對和儲蓄

配對款項，鼓勵兒童規劃人生和培養正面態度，以減少跨代貧窮。

有別於香港，新加坡和英國等海外地方則推行涵蓋範圍較廣的全民

兒童發展戶口計劃，以公帑協助兒童建立金融資產。  
 
1.3 新加坡兒童發展戶口計劃的獨特之處，在於透過將計劃

連結參加者的教育和公積金戶口，為新加坡市民構建自出生至年長

階段的全面資產建立制度。英國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雖在運作 6 年
後，因當地政府財政緊絀而由免稅儲蓄戶口計劃所取代，但有關計

劃備受公眾歡迎，成功令參與計劃的家長改變儲蓄習慣，累積資產

用於子女的未來發展。  
 
1.4 應蔣麗芸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擬備本資料摘要，以

研究新加坡和英國的全民兒童發展戶口計劃，涵蓋的資料包括

(a)計劃目的和涵蓋範圍； (b)戶口特點； (c)戶口行政和款項管理；
及 (d)推行計劃的經驗和成效。香港、新加坡和英國兒童發展戶口
計劃的主要特點以列表形式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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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兒童發展基金  
 
 
2.1 在香港，政府於 2008 年成立基金，旨在幫助 10 至 16 歲或
正就讀小四至中四的弱勢社群兒童。 1 基金資助由非政府機構和
學校推行的計劃。每項計劃為期 3 年，包含 3 個元素，分別是個人
發展規劃、目標儲蓄計劃和師友配對計劃。基金透過各項計劃，

鼓勵相關非政府機構和學校招收的合資格參與學員 (a)規劃人生；
(b)養成儲蓄習慣；及 (c)累積無形資產，例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
和社交網絡。上述 3 個元素的設計，旨在擴闊參與學員的視野、
提升其能力和個人質素，豐富他們的社會經驗，益惠學員日後的

發展，協助他們建立無形資產，擺脫貧窮。  
 
 
目標儲蓄計劃的特點  
 
2.2 基金計劃鼓勵參與學員訂下每月儲蓄 200 港元的目標，為
期兩年。計劃的營辦機構或學校會透過企業及私人捐助，提供

一比一的配對捐款。除此以外，參與學員再會獲得由政府提供的

一比一配對獎勵。每名參與學員在兩年期內的儲蓄總額最多

可達 14,400 港元 (即參與學員、捐款者和政府各供款 4,800 港元 )， 2 
以在目標儲蓄計劃屆滿時，在友師的指導下實踐其個人發展方案。

每月儲蓄款項一般會存入以計劃營辦機構或以參與學員／家長名義

開立的銀行戶口。在任何情況下，計劃營辦機構可考慮與相關銀行

磋商，以訂立有助簡化儲蓄監察程序的戶口服務安排。  
 
 
兒童參與情況及計劃成效的評估  
 
2.3 自基金於 2008 年成立以來，政府已注資合共 9 億港元，
旨在支援約 30 000 名基層兒童。至今，在基金下已推出 7 批
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計劃和 5 批校本計劃，估計惠及逾 17 000 名

                                           
1 目標學員的家庭須符合以下條件： (a)家庭入息低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
的 75%；或 (b)正在領取政府的經濟援助，例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在職家庭
津貼或學生資助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資助。  

2 在 2016 年或之後推出的計劃，政府的財政獎勵由 3,000 港元的定額獎勵，
調整為每名參與學員最多 4,800 港元的一比一配對獎勵。然而，如參與學員
在 兩 年 目 標 儲 蓄 期 內 儲 蓄 的 金 額 少 於 3,000 港 元 ， 政 府 仍 會 提 供 定 額

3,000 港元的特別財政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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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根據政府截至 2017 年 3 月的資料，在已完成的計劃中，
97%的參與學員可達至每月儲蓄 200 港元的目標。 3 
 
2.4 根據一項由政府委託進行並於 2017 年完成的評估研究，
結果顯示基金計劃能有效提升參與學員在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方面

的能力。相對於在該研究下進行抽樣對照比較的非參加者組別，在

態度與行為上，被抽樣訪問的基金計劃參與學員 (a)在學習上顯示
更大動力和興趣； (b)對學業抱較高期望和更有志於達成目標；
(c)較能建立持續儲蓄習慣；及 (d)有更正面積極的取向面對未來。
然而，有關研究建議在可行情況下，就基金參與學員進行追蹤

研究，以了解基金計劃紓緩跨代貧窮的長遠成效。 4 
 
 
兒童發展基金的不足  
 
2.5 然而，部分持份者關注到基金計劃涵蓋的兒童人數有限。

根據政府的資料，經政策介入後， 2016 年約有 172 000 名 18 歲
以下兒童處於貧窮狀態， 5 佔該年齡組別兒童人口的 17.2%。基金
成立 10 年來，只有約 17 000 名基層兒童參與基金計劃。有意見
關注到，由於計劃屬自願性質，或會主要惠及較主動尋找發展機會

的兒童，而忽略性格較被動的兒童。 6 有見及此，有持份者一直
要求擴大基金計劃的涵蓋範圍。 7 
 
2.6 此外，部分持份者關注到目標儲蓄計劃累積的款項較少，

不足以供學員參加長遠個人發展計劃，亦無助他們紓緩貧窮。社會

亦有意見認為政府與私人機構應增加配對供款，以提高基金計劃的

儲蓄金額。 8 
 
2.7 由於基金計劃涵蓋的兒童人數有限，加上累積的款項

不多，部分持份者建議在香港成立全民及長期的兒童發展戶口

                                           
3 有關資料由社會福利署提供。  
4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So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5 貧窮線定於稅前和社會福利轉移前，按住戶人數劃分的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

的 50%。請參閱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7)。  
6 請參閱智經研究中心 (2017)。  
7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5)及星島日報 (2017)。  
8 請參閱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5)
及有線新聞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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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由政府、家庭及其他第三方供款，甫自兒童出生起便開始

累積資產，讓兒童能為將來未雨綢繆，促進向上流動和紓緩跨代

貧窮。 9 然而，部分持份者對建議有保留，原因是家境較好的家庭
或已利用私人市場的金融產品為子女儲蓄，未必願意受制於公共

儲蓄戶口計劃的規限。另外，考慮到現時附帶類似建立資產功能的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有所不足 (如管理費高昂 )，部分持份者亦對有關
建議存有批評。 10 
 
2.8 對於成立全民及長期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的建議，政府

認為，不論兒童的經濟條件而劃一提供一筆款項供未來使用，也許

並非鼓勵兒童為未來籌謀的最有效方法，亦非有效調撥公共資源的

措施。政府表示已採取多方面及針對性的方法扶助本地兒童發展，

尤其是來自弱勢社羣的兒童，並指這個模式更能善用有限的公共

資源。除了基金外，政府表示一直透過多項學生資助計劃 11 及
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 12 令基層兒童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亦有推行其他政策措施針對性地支援兒童將來成長後的各項需要，

例如房屋和醫療。 13 
 
 
3. 海外地方推展兒童發展戶口計劃的概況  
 
 
3.1 兒童發展戶口計劃在全球各地相應推展，是深受資產為本

政策自 1990 年代以來的廣泛發展所影響。這項政策的發展是基於
被動式收入援助和附帶資產審查規定的公共援助計劃，對鼓勵自力

更生的成效有限。資產為本的社會福利政策在某程度上建基於為

未來儲蓄、投資和累積資產的概念，而非像收入援助計劃般，全然

以提供收入和即時使用的概念為本。前者有助於改善參加者的經濟

狀況及提升增長，後者則屬於社會福利。資產為本政策的設計，亦

在於改善參加者的人生機會，並讓他們在行為及心態上逐步作出

轉變，透過累積資產，令他們的經濟狀況更趨穩定，使他們更懂得

籌劃前途。 14  
                                           
9 立法會曾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會議上辯論 "倡議成立 '嬰兒基金 '"的議案。  
10 請參閱 Official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7)。 
11 資助計劃的例子包括中、小學生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12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的例子包括為清貧大學生提供 "院校宿舍津貼 "及增加 "專上
學生資助計劃 "下的學習開支助學金。  

13 請參閱 Official Records of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7)。 
14 請參閱 Johnson, A. K. and Sherraden, M. (1992)及 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2016)。  



5 

3.2 然而，鑒於資產為本政策的行政開支高於其他直接提供

現金援助的措施，政策的成本效益一直備受關注。現行就資產為本

政策所作的研究並無全面評估該政策的成本效益。資產為本社會

政策的另一限制是，在缺乏政府協助下，基層人士要從微薄收入

撥出一部分金錢用作儲蓄，或會令他們難以應付日常基本開支，

因此，該政策未必能有效應對財富不均的社會問題。 15 
 
3.3 海外地方會因應不同的政策目標，推行針對特定兒童群組

或全民性質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針對特定兒童群組的計劃有南韓

的兒童發展戶口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計劃及台灣的兒童及少年
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方案，兩者都是以弱勢兒童為對象的長期

措施，有別於香港僅為期 3 年的基金計劃。全民計劃的特點是覆蓋
全民，為當地所有兒童長期累積資產，例如新加坡的兒童培育共同

儲 蓄 ( 嬰 兒 獎 金 ) 計 劃 (Child Development Co-Savings (Baby Bonus) 
Scheme)("共同儲蓄計劃 ")、英國的兒童信託基金 (Child Trust Fund)
計劃，以及加拿大為應付兒童教育需要而設的教育儲蓄計劃

(Education Savings Programme)。  
 
3.4 下文將聚焦研究新加坡和英國具備以下特點的全民兒童

發展戶口計劃： (a)自兒童出生起長期累積資產； (b)款項可作多項
用途；及 (c)可將款項轉移至其他建立資產的戶口。  
 
 
4. 新加坡的兒童培育共同儲蓄 (嬰兒獎金 )計劃  
 
 
4.1 新加坡政府於 2001 年 4 月推出共同儲蓄計劃，是政府多項
支持新加坡兒童發展及提高生育率的措施之一。共同儲蓄計劃是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轄下的全民
計劃，涵蓋所有為新加坡公民的初生嬰兒和年齡不超過 12 歲的
兒童。 16 共同儲蓄計劃是全面資產建立機制的重要部分，連結
其 他 建 立 資 產 的 帳 戶 ， 如 中 學 後 延 續 教 育 戶 口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ccount)，支援新加坡兒童的長遠發展。  
  

                                           
15 請參閱 McCauley, C. (2011)。  
16 當地並無就參予計劃的父母訂明公民身份方面的具體資格準則。儘管如此，
在新加坡出生的兒童，其父親或母親須為新加坡公民，並在其出生時已合法

結婚，兒童方可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如兒童的父母未有結婚，則兒童只有

在母親為新加坡公民的情況下，方可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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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儲蓄計劃的特點  
 
 
政府優厚的首筆供款及共同儲蓄供款  
 
4.2 共同儲蓄計劃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現金獎勵及兒童培育

戶口 (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津貼。 17 現金獎勵是為初生嬰兒父母
的相關護理自付開支提供津貼。首兩名子女的現金獎勵為每名

8,000 新加坡元 (46,100 港元 )，第三名及其後的子女則為每名
10,000 新加坡元 (57,600 港元 )。津貼會存入父親或母親的銀行
帳戶。 18 
 
4.3 兒童培育戶口是一個賺取利息的特別儲蓄帳戶，讓父母可

在 12 年內建立資產， 19 以應付子女未來的需要。開立帳戶後，
新加坡政府會發放首筆 "起步 "供款，金額是 3,000 新加坡元
(17,280 港元 )。 20 父母或其他人可在兒童年滿 13 歲前，存款至其
兒童培育戶口，以獲得政府指定限額的供款。 21 下表 1 是目前
政府向兒童培育戶口發放的津貼的明細表。  

                                           
17 現金獎勵只適用於合法結婚夫婦所生的兒童，以鼓勵婚後生育。兒童培育
戶口津貼則適用於所有兒童，包括未婚父母所生的兒童，以支援兒童的成長

和發展。  
18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會定期檢討及改進共同儲蓄計劃，為新加坡兒童的發展
需要提供更好的支援。自 2015 年起，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將現金獎勵津貼的
金額增加 2,000 新加坡元 (11,520 港元 )及擴大涵蓋範圍至第五名及其後
子女。  

19 自 2013 年 1 月 起 ， 儲 蓄 年 期 由 6 年 延 長 至 12 年 ， 適 用 於 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出生的兒童。  
20 "起步 "供款在 2016 年 3 月推出以前，新加坡政府只會向兒童培育戶口發放
指定限額的配對供款。根據最新安排，政府調低了配對供款上限，而兒童

培育戶口津貼的最高金額則維持不變。  
21 有關當局會在參與者年滿 13 歲時結束其兒童培育戶口，把帳戶結餘轉移至
參與者的教育戶口，即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然而，若父母在兒童培育戶口

的儲蓄未達配對供款上限，可在參與者年滿 18 歲前繼續在中學後延續教育
戶口儲蓄，以獲政府共同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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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兒童培育戶口津貼明細表 (1) 
 

出生  
次序  

兒童培育戶口政府所作的供款  假設父母供款

至配對上限後

的累積儲蓄 ( 2 )  
(D)=(A)+[(B)x2]  

"起步 "津貼  
(A) 

整段儲蓄期間的

1:1 配對上限  
(B) 

最高供款  
(C)=(A)+(B) 

首名及第

二名子女  

3,000 新加坡元  
(17,280 港元 ) 

上限  
3,000 新加坡元  

(17,280 港元 ) 

上限  
6,000 新加坡元  

(34,560 港元 )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 

第三名及

第四名

子女  

上限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 

上限  
12,000 新加坡元  

(69,120 港元 ) 

21,000 新加坡元  
(120,960 港元 ) 

第五名及

其後子女  
上限  

15,000 新加坡元  
(86,400 港元 ) 

上限  
18,000 新加坡元  

(103,680 港元 ) 

33,000 新加坡元  
(190,080 港元 ) 

註：  (1 )  新加坡政府在 2016 年 3 月改善了發放兒童培育戶口津貼的安排並推出 "起步 "
供款。兒童培育戶口津貼明細表適用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或以後出生的
嬰兒。  

 (2 )  假設父母不會提取任何儲蓄，而款額不包含已賺取的利息及政府的額外供款。  
數據來源：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7)。  

 
 
4.4 根據上表及假設父母儲蓄至配對上限，並且沒有花費任何

儲 蓄 ， 首 名 或 第 二 名 子 女 的 兒 童 培 育 戶 口 的 累 積 儲 蓄 可 達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其中不包含已賺取的利息及政府的
額外供款。  
 
 
 2001 年至 2013 年間的參與率和供款  
 
4.5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最新資料， 21F

22  由 2001 年至 2013 年
期間，已開立的兒童培育戶口約為 297 000 個，2001 年至 2005 年
出生組羣的參與率達 97%，而 2006 年至 2013 年出生組羣則是
95%。父母供款方面，在這段期間，首名及第二名子女 22F

23 的兒童
培育戶口中， 48%帳戶的儲蓄達到配對上限； 23F

24 而新加坡政府就有
關戶口所作的共同供款達 14 億新加坡元 (86.8 億港元 )，即每個
帳戶的平均共同供款金額約為 4,700 新加坡元 (29,140 港元 )。  

                                           
22 請參閱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6a及 2016c)。  
23 所指的是在 2006 年至 2013 年出生的兒童組羣。  
24 在 2016 年 3 月前出生的合資格兒童培育戶口參與者，共同儲蓄計劃的配對
供款上限設在 6,000 新加坡元 (34,560 港元 )及不獲起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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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供款  
 
4.6 除了首筆供款及共同供款，新加坡政府在國家財政穩健

時，亦會以特殊措施方式，向兒童培育戶口發放額外供款，以協助

目標羣組的家庭。例如，在 2015 年預算案中，新加坡政府向所有
6 歲或以下兒童的兒童培育戶口發放額外供款。以家庭的房屋價值
評估， 25  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合資格兒童可獲 600 新加坡元
(3,384 港元 )的供款。家庭經濟狀況較佳的兒童，供款則減半為
300 新加坡元 (1,692 港元 )。政府在 2015 年發放的額外供款總額
達 1.26 億新加坡元 (7.11 億港元 )，惠及約 230 000 名兒童。 26 
 
 
使用累積儲蓄應付教育及醫療需要  
 
4.7 在共同儲蓄計劃下，父母可以靈活提取現金獎勵以支付

子女各類開銷，但不能從兒童培育戶口內的累積款項提取現金。

父母只能為以下目的以轉帳方式動用兒童培育戶口的款項：

(a)幼兒中心、在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註冊的幼稚園和特殊
教育學校等核准機構的教育開支及核准的醫院、診所、藥房和眼鏡

公司的相關開支；或 (b)購買政府許可的醫療保險計劃。父母也可
就上述目的，將款項用於戶口持有人的兄弟姊妹身上。  
 
4.8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資料，在 2001 年至 2013 年期間開立的
所 有 兒 童 培 育 戶 口 中 ， 被 提 取 的 金 額 達 15.6 億 新 加 坡 元

(96.7 億港元 )。用於支付幼兒中心和幼稚園等教育服務的費用，
佔期間動用了的款項的 85%，其餘則用於醫療相關的服務上。 27 
  

                                           
25 房屋價值是假設物業出租而估算其全年租金收入所得的價值。  
26 請參閱 Singapore Government (2018)。  
27 請參閱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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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其他為兒童長期發展而設立的建立資產計劃  
 
4.9 共同儲蓄計劃其中一個特點是連結政府成立的其他全民

建立資產計劃，讓新加坡市民由出生至老年都可得到全面支援。在

共同儲蓄計劃下，參與者年滿 13 歲時，當局會結束其兒童培育
戶口，並會把帳戶結餘轉移至該兒童的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該

戶口是一個可賺取利息的教育戶口，由教育部管理，以協助父母為

子女的專上教育儲蓄及鼓勵新加坡市民完成專上教育。 28,  29 根據社

會及家庭發展部，首個擁有儲蓄年期為 12 年的兒童培育戶口的兒
童組羣於 2006 年出生，該等戶口於 2019 年才屆滿，因此目前仍未
有與轉移額相關的數據。  
 
4.10 在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計劃下，父母的儲蓄若未達兒童

培育戶口的配對供款上限，可於參與者年滿 18 歲前，繼續在中學
後延續教育戶口儲蓄，以便領取政府的配對供款。除了父母的

儲蓄，政府亦會以特殊措施方式，向年齡介乎 7 歲至 20 歲的帳戶
持有人發放供款，以協助家庭為子女的專上教育儲蓄。中學後延續

教育戶口的帳戶結餘所賺取的利息與公積金 (Central Provident Fund)
普通戶口所賺取的利息相同， 30 目前是每年 2.5% 。表 2 列出若將
表 1 中的兒童培育戶口儲蓄，全數轉移至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繼續
累積後，預期可得的儲蓄。  
  

                                           
28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亦連結兒童的教育儲蓄金帳戶 (Edusave Account)。這是政府
在 1993 年成立的另一個人帳戶，以便兒童在 7 歲至 16 歲時獲得政府的
供款，作為支付核准增益計劃的援助。在帳戶持有人年滿 17 歲時，教育
儲蓄金戶口的帳戶結餘會轉移至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  

29 在兒童合資格獲得政府發放的特別供款的首年，或其兒童培育戶口或教育
儲蓄金戶口的帳戶結餘轉移至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時，教育部會自動為兒童

開立有關帳戶。  
30 公積金是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計劃，讓新加坡市民可以為退休預留款項。
計劃同時兼顧新加坡市民的醫療、置業及家庭保障需要。公積金的普通戶口

是為置業、保險、投資和教育累積儲蓄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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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預期可累積的儲蓄  
 

出生次序  

兒童培育戶口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  

假設父母供款至配對

上限後的累積儲蓄 ( 1)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以

年利率 2.5%，經 8 年
複合增長後的預期儲蓄 ( 2 )  

首名及第二名子女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  

10,965 新加坡元  
(63,200 港元 )  

第三名及第四名子女  21,000 新加坡元  
(120,960 港元 )  

25,586 新加坡元  
(147,400 港元 )  

第五名及其後子女  33,000 新加坡元  
(190,080 港元 )  

40,207 新加坡元  
(231,600 港元 )  

註：  (1 )  假 設 父 母 不 會 提 取 任 何 儲 蓄 ， 而 款 額 不 包 含 已 賺 取 的 利 息 及 政 府 的 額 外
供款。 (參考表 1 D 欄 )  

 (2 )  假設 (a)父母在帳戶結束前已儲蓄達兒童培育戶口的配對供款上限； (b)他們在
8 年內不會從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提取任何儲蓄；及 (c)不包含政府的額外
供款。  

數據來源：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7)及 The Straits Times (2016c)。  
 
 

4.11 雖然政府沒有為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預設定期／固定

供 款 ， 但 該 帳 戶 儲 蓄 保 證 享 有 與 公 積 金 普 通 戶 口 相 同 的

2.5%年利率。假設不包含任何政府的額外供款，在首名子女
年滿 13 歲時，若將其兒童培育戶口的全數供款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轉移至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待其年滿 21 歲時，
該戶口的累積儲蓄將達 10,965 新加坡元 (63,200 港元 ) 31 (表 2)。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的帳戶結餘將會在戶口持有人年滿 31 歲時
轉移至其公積金普通戶口，或轉移至其兄弟姊妹的現有中學後延續

教育戶口。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的特別供款  
 

4.12 在 2008 年至 2015 年間，新加坡政府向合資格新加坡市民
的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發放了 5 次供款，共 10 億新加坡元
(56.4 億港元 )。 32,  33 政府會根據以兒童的家庭房屋價值所評估的

                                           
31 舉例來說，在專上教育方面的開支，受歡迎的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如商業
及 社 會 科 學 課 程 ， 在 2018-2019 學 年 的 每 年 學 費 介 乎 8,200 新 加 坡 元

(47,200 港元 )至 13,050 新加坡元 (75,200 港元 )。  
32 請參閱 Singapore Government (2018)。  
33 第一批擁有儲蓄年期為 12 年的兒童培育戶口的兒童是於 2006 年出生，他們
從未獲得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的特別供款，亦沒有已開立的中學後延續教育

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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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狀況及其年齡，以決定供款金額。年齡介乎 13 歲至 20 歲
的兒童會獲得較多的供款。根據以往發放的 5 次供款，政府為每個
中 學 後 延 續 教 育 戶 口 發 放 的 累 計 供 款 可 達 2,400 新 加 坡 元

(14,000 港元 )，約佔理工學院課程的一年學費約 80%。在動用款項
方面，據報在 2015 年，在 17 歲至 25 歲的新加坡市民中，超過
一半動用了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的款項，大部分是用於支付大學

學費。 34 
 
 
共同儲蓄計劃的管理  
 
4.13 社 會 及 家 庭 發 展 部 根 據 兒 童 發 展 共 同 儲 蓄 法 (Child 
Development Co-Savings Act)及相關規例，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管理共同
儲蓄計劃。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委任 3 間銀行為兒童培育戶口的管理
代理人，為父母提供銀行帳戶以收取及累積政府發放的兒童培育

戶口津貼、儲蓄他們的供款及為獲核准的開支付費。不同銀行所

提供的個人兒童培育戶口，其帳戶結餘利率及其他優惠也略有

不同。 35  例如，一間銀行為兒童培育戶口的結餘提供 2%的
年利率，且不設儲蓄上限，而另一間銀行則為首 36,000 新加坡元
(207,360 港元 )提供 2%的年利率，其後的結餘則只獲 0.05%的
年利率。然而，有關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和兒童培育戶口的代理銀行

就共同儲蓄計劃所承擔的管理開支，現時未有相關資料。 36 
 
 
推行經驗和成效  
 
 
建立資產以應付兒童的發展需要  
 
4.14 共 同 儲 蓄 計 劃 是 新 加 坡 完 整 綜 合 的 建 立 資 產 制 度 的

一部分，為新加坡市民不同年齡階段的需要而設。該制度是透過

資產為本的帳戶，由政府與市民合作建立資產。政府以共同儲蓄及

額外供款開展建立資產的過程，而帳戶持有人則透過帳戶建立

                                           
34 請參閱 The Straits Times (2015a)。  
35 銀行為兒童培育戶口提供的其他優惠包括指定商店的折扣優惠或購買指定
保險產品可享獎賞或折扣。  

36 新加坡政府在 2018 年的預算中撥出約 10 億新加坡元 (57.6 億港元 )，用於
營運共同蓄儲計劃及其他支援婚姻和生育的計劃，涵蓋津貼供款和管理

開支。然而，當局未有提供各項計劃和開支項目撥款的分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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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以把握未來機遇。 37  由於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下降， 38 
每名女性的生育人數由 2000 年的 1.6 人跌至 2017 年的 1.16 人， 39 
反映共同儲蓄計劃未能有效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但該計劃有助

新加坡兒童自出生開始建立資產。兒童培育戶口的高參與率、父母

積極為戶口供款及動用款項為子女支付醫療及教育開支，反映該

建立資產計劃受父母歡迎及能為兒童的長遠發展提供支援。  
 
 
低收入家庭所需的額外支援  
 
4.15 儘管共同儲蓄計劃的參與率高，社會上有人擔心低收入

家庭透過兒童培育戶口儲蓄的能力較低，因此獲得政府的配對供款

亦不多。雖然新加坡政府沒有追蹤研究擁有或沒有開立兒童培育

戶口的家庭的收入， 40 一個在 2011 年進行的研究顯示，只有約
三分之一受訪的低收入父母有透過兒童培育戶口儲蓄，而這些父母

大多有較少子女及相對較高的家庭收入。 41 為解決低收入家庭
負擔能力的問題，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會在推行一次性的措施時，為

低收入家庭提供較多的額外供款，並透過支援社區項目 (例如由
兒童培育戶口的代理銀行提供共同捐款 )，幫助低收入家庭利用
兒童培育戶口開始作儲蓄。 42 
  

                                           
37 請參閱 Center for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2015)。  
38 總和生育率是指每名女性若按照某一年相關年齡的生育率渡過育齡期，其
一生中所生育子女的平均數目。  

39 請參閱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8)。  
40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沒有追蹤研究未開立兒童培育戶口的家庭的收入或屬於

2006 年至 2013 年出生組羣，而其儲蓄已達到共同儲蓄配對供款上限的家庭
的收入。請參閱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6c)。  

41 該項研究顯示，低收入家庭對共同儲蓄計劃的意識較低，加上參與者須自行
開立兒童培育戶口，或會有礙低收入家庭參與計劃。此外，低收入家庭可能

生活捉襟見肘，儲蓄能力較低，情況尤以育有多名子女的家庭為然。請參閱

Han, C. and Chia, A. (2012)。  
42 其中一間提供兒童培育戶口的代理銀行推出了一個起步計劃，目標是支援
每月家庭收入少於 4,500 新加坡元 (26,000 港元 )的家庭。父母在 6 個月內須
存入最少 50 新加坡元 (290 港元 )，而銀行會在限期終結時存入 100 新加坡元
(580 港元 )的供款。政府會就相關兒童培育戶口供款提供 150 新加坡元
(870 港元 )配對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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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國的兒童信託基金  
 
 
5.1 英國工黨政府於 2005 年 4 月根據《 2004 年兒童信託
基金法》 (Child Trust Funds Act 2004)推出全民及長期的兒童發展戶口
計 劃 ， 即 兒 童 信 託 基 金 計 劃 。 計 劃 的 對 象 是 所 有 在

2002 年 9 月 1 日或以後出生，屬英國公民 43 及領取兒童福利金
的兒童。 44 計劃的政策目的包括： (a)鼓勵家長與兒童培養儲蓄
習慣及接觸金融機構； (b)確保英國所有兒童步入成年時可擁有
金融資產；及 (c)開展理財教育，協助國民為人生作出更佳的理財
選擇。然而，因政府財政緊絀，英國政府在 2011 年推出青少年
個人儲蓄戶口 (Junior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計劃取代兒童信託基金
計劃，為兒童提供免稅的儲蓄戶口。 45 
 
 
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的特點  
 
 
兩輪政府供款及為低收入家庭兒童作額外供款  
 
5.2 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是免稅的長期儲蓄及投資戶口。兒童

出生後，政府會以兒童信託基金券形式向家長發放 250 英鎊
(2,600 港元 )的供款，資助家長開立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兒童若
來自低收入家庭，會額外獲發 250 英鎊 (2,600 港元 )供款，即合共
500 英鎊 (5,200 港元 )。如家長未有自行開立兒童信託基金戶口，
政府會在發出基金券 12 個月後為兒童開立戶口，繼而知會家長。
英國政府在 2003 年建議設立兒童信託基金時，曾推算以政府首筆
供款為基礎，戶口款項在往後 18 年的增長。表 3 列舉了若干說明
例子。視乎家長在不同情景下所作的每月額外儲蓄，在政府作出

                                           
43 當地並無就領取政府兒童信託基金供款的父母訂明公民身份方面的具體資格
準則。然而，在英國出生的兒童，如其父親或母親是英國公民，或可沒有

時間限制地在英國居住，該兒童便可取得英國公民身份。若兒童在英國以外

的地方出生，他們可否取得英國公民身份，須視乎其出生的時間和地點及其

父母的公民身份。  
44 兒童福利金屬現金福利，支付予家長或負責撫養兒童的其他人士，且無須
經過經濟審查。  

45 兒童信託基金計劃不接受 2011 年 1 月 3 日後出生的兒童參與，但現有戶口
仍維持運作，以接受供款及管理累積的供款。不符合資格開立兒童信託基金

戶口的兒童，可開立免稅的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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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英鎊 (2,600 港元 )首筆供款的 18 年後，推算可得的累積儲蓄
金額介乎 456 英鎊 (4,715 港元 )至 14,399 英鎊 (149,000 港元 )。 46 
 
 
表 3   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款項增長推算的說明例子 1 
 

儲蓄金額  

18 年後的實質款項價值  

首筆供款  
250 英鎊 (2,600 港元 ) 

首筆供款  
500 英鎊 (5,200 港元 ) 

沒有額外儲蓄  456 英鎊  
(4,715 港元 )  

911 英鎊  
(9,420 港元 )  

每月額外儲蓄 10 英鎊  
(103 港元 )  

3,941 英鎊  
(40,750 港元 )  

4,397 英鎊  
(45,500 港元 )  

每月額外儲蓄 20 英鎊
(206 港元 )  

7,427 英鎊  
(76,800 港元 )  

7,883 英鎊  
(81,500 港元 )  

每月額外儲蓄 40 英鎊
(412 港元 )  

14,399 英鎊  
(149,000 港元 )  

14,854 英鎊  
(153,600 港元 )  

註：  (1 )  假設名義回報率為 7%及通脹率為 2.5%。  
資料來源：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2003)。  

 
 
5.3 除了首筆供款外，英國政府曾承諾在兒童年滿 7 歲後，
再向兒童信託基金戶口供款 250 英鎊 (2,600 港元 )，而來自低收入
家庭的兒童會額外獲發 250 英鎊 (2,600 港元 )供款。然而，由於
財政緊絀，當地政府自 2010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在兒童年滿 7 歲後
向兒童信託基金戶口供款。政府亦大幅下調對初生嬰兒所作的

供款，將一般戶口的供款減至 50 英鎊 (520 港元 )，而低收入家庭
兒童的戶口則減至 100 英鎊 (1,040 港元 )。  
 
 
 2005 年至 2011 年間的開立戶口和政府供款情況  
 
5.4 雖然兒童信託基金計劃現時不再接受開立新戶口，但是在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2 日期間出生的兒童，其戶口目前
仍繼續運作。根據英國政府發表的報告，在 2005 年至 2011 年間，

                                           
46 舉例來說，在專上教育方面的開支，根據部分英格蘭大學的網頁資料，公帑
資 助 的 大 學 本 科 課 程 每 年 學 費 一 般 介 乎 6,000 英 鎊 (62,000 港 元 )至
9,250 英鎊 (95,6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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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為合資格的兒童開立 635 萬個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當中有 70%
由家長在取得兒童信託基金券後開立。 47 
 
5.5 在 2005 年至 2011 年間，英國政府向兒童信託基金戶口
供款共 20.23 億英鎊 (210 億港元 )， 48 即平均供款金額約為每個
戶口 319 英鎊 (3,300 港元 )。在已開立的逾 600 萬個戶口中，
因家庭收入偏低，有 36%的兒童合資格獲政府額外供款。  
 
 
家長供款及全年上限  
 
5.6 由於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屬免稅，當中賺取的利息、股息或

資本增值無須繳交入息稅，英國政府因此就家長或第三方可作的

供款 (即非政府供款 )設定全年上限。兒童信託基金計劃於 2011 年
廢除前，適用的全年上限為 1,200 英鎊 (12,400 港元 )。 49 根據最新
的統計數字，在 2011-2012 年度，整體約有 21%的兒童信託基金
戶 口 獲 家 長 或 第 三 方 供 款 ， 每 個 戶 口 的 平 均 供 款 金 額 約 為

314 英鎊 (3,250 港元 )。至於獲政府額外供款的戶口，約 11%在年內
獲得非政府供款，每個戶口的有關供款全年平均為 202 英鎊
(2,100 港元 )。在較高收入的家庭中，有 27%的戶口曾獲得非政府
供款，每個戶口全年平均金額為 342 英鎊 (3,500 港元 )。 50 
 
 
各種附帶不同程度風險的資產累積戶口  
 
5.7 戶口資產由金融服務機構負責管理。兒童信託基金戶口

服務機構提供 3 種戶口，家長可因應承擔風險的取態，選擇其中
1 種，用以累積資產：  
 

(a) 儲蓄戶口  – 可賺取利息的現金存款戶口；  
 
(b) 持份者戶口  – 投資於股票，但投資活動受政府規限，而
管理費訂有法定上限； 51 及  

                                           
47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3b)。  
48 資料同上。  
49 現時上限為 4,260 英鎊 (44,050 港元 )，與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的上限相同。  
50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3a)。  
51 《 2004 年兒童信託基金規例》訂明投資限制和收費上限。例如，持份者戶口
的款項不可直接投資於投資信託的證券；而全年管理費上限訂於持份者戶口

價值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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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票戶口  – 投資於股票，但投資活動不受政府規限，而
服務機構的戶口管理費亦無法定上限。  

 
 
截至 2012 年 4 月，約 75%的資產存放於持份者戶口，17%存放於
儲蓄戶口和 8%於股票戶口。以最受歡迎的持份者戶口來說，據報
戶口存款主要投資於追蹤英國指數的投資基金。 52 
 
 
資產規模及平均結餘  
 
5.8 截至 2012 年 4 月，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持有的資產總值為
48.93 億 英 鎊 (506 億 港 元 )。 每 個 兒 童 信 託 基 金 戶 口 的 平 均
結餘約為 800 英鎊 (8,300 港元 )，高於截至 2006 年 4 月約 400 英鎊
(4,150 港元 )的水平。 53 
 
 
年滿 18 歲可提取款項作任何用途及／或繼續滾存款項  
 
5.9 戶口累積的款項只能在戶口持有人年滿 18 歲後提取， 54 
而款項可用於任何用途。戶口持有人年滿 16 歲後，即可管理兒童
信託基金戶口。由於現時尚未有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步入成熟期

(第一批參予計劃的兒童在 2020 年才年滿 18 歲及合資格提取
款項 )，現時尚未有資料顯示戶口持有人會如何運用兒童信託基金
戶口的款項。稅務海關總署 (HM Revenue & Customs)於 2011 年發表
兒童信託基金計劃的評估研究結果，顯示家長普遍鼓勵子女把兒童

信託基金的款項用於教育 (佔抽樣調查家長 64%)、購買汽車或
電單車 (34%)、房屋首期 (23%)或保留款項作儲蓄用途 (19%)。 55 
 
5.10 如戶口持有人於年滿 18 歲後不提取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內的
款項，有關結餘將會轉移至免稅的成人個人儲蓄戶口。英國政府於

1999 年推出個人儲蓄戶口計劃，以鼓勵民眾儲蓄、促進財政獨立
和增加財政保障。相對於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個人儲蓄戶口每年有

20,000 英鎊 (206,800 港元 )的較高免稅儲蓄上限。   

                                           
52 請參閱 The Guardian (2015)。  
53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06a及 2013b)。  
54 如戶口持有人罹患末期疾病，則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內的款項可在持有人年滿

18 歲前提取。如戶口持有人去世，兒童信託基金戶口將會被取消，存款則會
撥入戶口持有人的遺產。  

55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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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信託基金計劃的管理  
 
5.11 負責提供及管理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的服務機構獲英國稅務

當局稅務海關總署認可提供服務。這些服務機構受兒童信託基金

法 例 及 適 用 於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其 他 相 關 法 例 規 管 。 截 至

2015 年 4 月，英國有 69 間認可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服務機構，包括
銀行、股票經紀及投資公司和儲蓄互助社。這個服務模式可善用

金融服務業在基礎設施和服務容量方面的優勢，令兒童信託基金

計劃可更輕易兼暢順地推行。 56 雖然有關戶口由私人服務機構
管理，稅務海關總署亦會參與兒童信託基金的行政，例如發放兒童

信託基金券和政府供款，所涉及的行政開支每年約為 500 萬英鎊
(5,170 萬港元 )。  
 
 
推行經驗和成效  
 
 
促使家長為子女儲蓄  
 
5.12 根據稅務海關總署的評估觀察所得，兒童信託基金計劃有

正面效果，自兒童信託基金成立後，主動為合資格兒童所作的儲蓄

增加，而家長似乎有較大機會透過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或其他戶口

定期為子女作儲蓄。對於 25%的家長，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是其為
子女儲蓄的重要支柱，兒童信託基金計劃似乎亦有效促使家長為

其他年齡較大而不符合資格參與該計劃的子女開立類似戶口。 57 
 
 
低收入家庭為子女儲蓄的能力較遜  
 
5.13 一如新加坡，英國亦存在低收入家長未能負擔為子女儲蓄

的問題。政府統計數字反映了有關情況， 2011-2012 年度在合資格
獲得政府額外供款的兒童信託基金戶口中，只有 11%獲家長或
第三方供款，而整體戶口獲相關供款的百分比則為 21%。年內，
存入這些戶口的非政府供款平均金額為 202 英鎊 (2,100 港元 )，
較整體平均金額低約 36%。然而，這些戶口獲政府額外供款後，

                                           
56 請參閱 Zichawo, W. et al. (2014)。  
57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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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 4 月的平均帳戶結餘為 730 英鎊 (7,550 港元 )，僅較
整體平均帳戶結餘低約 9%。 58 
 
 
政府財政承擔沉重  
 
5.14 雖然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的參與率高，加上有關計劃對儲蓄

帶來正面影響，由保守黨及自由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為削減

赤字，於 2010 年廢除兒童信託基金計劃，並以青少年個人儲蓄
戶口計劃取代。廢除兒童信託基金計劃後，英國政府預期每年可

節省逾 5 億英鎊 (51.7 億港元 )。相對於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或學前
教育等公共服務，廢除兒童信託基金計劃是較少惹人非議的政策

選項，然而，反對者關注到，廢除兒童信託基金計劃將會影響

青少年的社會流動性，尤其是弱勢社群的青少年。 59 
 
5.15 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是免稅的儲蓄及投資戶口，適用於

18 歲以下未有開立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的兒童。青少年個人儲蓄
戶口每年的供款上限為 4,260 英鎊 (44,050 港元 )，但政府不會為
戶口供款。與兒童信託基金戶口類似，戶口持有人年滿 18 歲前
不能提取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內的款項。在 2016-2017 年度，當地
約有 794 000 個活躍的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高於 2012-2013 年度
的 296 000 個。 60 根據英國政府的資料，個人儲蓄戶口及青少年
個人儲蓄戶口在 2016-2017 年 度的稅項寬免開支估計總共為
27 億英鎊 (279 億港元 )。 61 
 
 
6. 結語  
 
 
6.1 香港與選定地方推行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在政策目標、

涵蓋範圍和戶口特點方面均有所分別。香港的兒童發展基金是一項

針對特定兒童群組的計劃，旨在扶助來自弱勢社羣的兒童。儘管

評估證實計劃有效協助兒童建立無形資產 (如提高規劃人生的
能力、擴展人際網絡 )，有意見認為目前的涵蓋範圍狹窄，而累積
的資產金額亦不足以支援學員的長遠個人發展計劃。  

                                           
58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3a)。  
59 請參閱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2009)及 The Guardian (2010)。  
60 自 2015 年 4 月起，兒童信託基金戶口持有人可將戶口內的款項轉移到
青少年個人儲蓄戶口。  

61 請參閱 HM Revenue & Customs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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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新加坡和英國因應不同的政策目標，均推出長期並覆蓋

全民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新加坡的共同儲蓄計劃是一個全面資產

建立制度的一部分，支援所有新加坡市民的醫療、教育和退休

需要，也是一項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措施。英國的兒童信託基金設定

最長 18 年的儲蓄期，旨在鼓勵家長與兒童培養儲蓄習慣及確保
所有兒童步入成年時可擁有金融資產。戶口在持有人年滿 18 歲時
期滿，持有人可提取款項作任何用途，或把款項轉移至另一個免稅

的成人個人儲蓄戶口。  
 
6.3 儘管新加坡的共同儲蓄計劃對提高生育率的效益成疑，

但政府的共同供款鼓勵了父母為子女儲蓄。除了配對供款，政府

在財政穩健時，亦為兒童培育戶口發放額外供款。新加坡及英國

推行的計劃，均由私營機構負責管理相關資產。前者只提供賺取

利息的銀行儲蓄帳戶，而後者則由認可的服務機構提供 3 種儲蓄或
投資戶口，以配合家長承擔風險的取態。  
 
6.4 在新加坡和英國，首批分別為期 12 年和 18 年的兒童儲蓄
戶口，目前仍在累積資產階段。然而，據觀察所見，兩地的低收入

家庭均面對較難作出供款的情況。為應對這個情況，兩國政府分別

以較高額外供款／固定供款優化支援。然而，在財政面臨嚴重赤字

時，英國政府無力承擔全民性質的兒童信託基金計劃所需的龐大

財政資源。因此，計劃在 2011 年由不設政府供款的青少年個人
儲蓄戶口計劃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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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選定地方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A. 兒童發展戶口計劃概覽  

兒童發展戶口計劃   兒童發展基金 ("基金 ")。   兒童培育共同儲蓄 (嬰兒獎金 )
計劃 ("共同儲蓄計劃 ")，包含
現金獎勵和兒童培育戶口

津貼。  

 兒童信託基金。  

營運年份   自 2008 年起。   自 2001 年起。   由 2005 年至 2011 年。  

政策目標   鼓勵兒童養成儲蓄習慣和
累積無形資產，以減少跨代

貧窮。  

 支援兒童發展及提高生育率。   培養家長與兒童的儲蓄習慣
及確保兒童步入成年時可

擁有金融資產，以投資

未來。  

B. 主要特點  

目標對象   年齡介乎 10 歲至 16 歲或正
就讀小四至中四的弱勢社羣

兒童。  

 所有初生嬰兒至 12 歲兒童。   所有在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11 年 1 月 2 日出生的
兒童。  

參加計劃方式   由計劃營辦機構招募，學員
自願參與。  

 由父母登記。   由家長開立兒童信託基金
戶口。若家長未有開立

戶口，政府會代為開立。  

戶口性質   銀行儲蓄戶口。   銀行儲蓄戶口。   儲蓄或投資戶口。  

儲蓄年期   兩年。   出生至 12 歲。   出生至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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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選定地方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 (續 )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B1. 主要特點—供款  

首筆政府供款    沒有。   現金獎勵津貼：由 8,000 新加坡元  
(46,100 港元 )至
10,000 新加坡元 (57,600 港元 )。  

 兒童培育戶口 "起步 "津貼：
3,000 新加坡元 (17,280 港元 )。  

 首筆 250 英鎊
(2,600 港元 )基金券；
低收入家庭兒童所獲金額

多一倍。  

政府共同供款   一比一的配對獎勵，兩年
內獲不少於 3,000 港元，
最多可獲 4,800 港元。  

 配對供款上限：  
(a) 首名及第二名子女每名可獲

3,000 新加坡元 (17,280 港元 )；  
(b) 第三名及第四名子女每名可獲

9,000 新加坡元 (51,840 港元 )；及  
(c) 第五名及其後子女每名可獲

15,000 新加坡元 (86,400 港元 )。  

 沒有。  

其他政府供款   沒有。   視乎財政狀況，以特殊措施方式
發放。  

 年滿 7 歲時可獲 250 英鎊
(2,600 港元 )的額外供
款；低收入家庭兒童所獲

金額多一倍。  

非政府供款   學員與企業或私人捐款者
作一比一的配對捐款。  

 來自父母或第三方。   來自父母或第三方。  

非政府供款

限額  
 兩年期間，學員及企業或
私人捐款者各供款

4,800 港元。  

 沒有指定限額。   每年 1,200 英鎊
(12,400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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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選定地方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 (續 )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B2. 主要特點—提取及運用款項  

提取款項   兩年儲蓄期屆滿後。   現金獎勵可以現金形式隨時提取。  

 兒童培育戶口的儲蓄可隨時用於
指定用途，但不能提取現金。  

 直至年滿 18 歲。  

使用款項   個別學員在個人發展方案中
列出的目的。  

 用於核准機構所提供的教育及醫療
服務。  

 沒有限制用途。  

B3. 主要特點—戶口行政及管理  

戶口管理   儲蓄積存於以基金計劃營辦
機構或以學員／家長名義

開立的銀行戶口。  

 由政府委託的銀行管理兒童培育
戶口。  

 兒童信託基金戶口由金融服務業內
的核准服務機構管理。  

投資性質   儲蓄戶口賺取的利息。   儲蓄戶口賺取的利息。   3 款儲蓄選擇： (a)持份者戶口 (即
受政府規例管制的股票戶口 )；
(b)股票戶口；及 (c)儲蓄戶口。  

儲蓄／投資

回報  
 視乎銀行向基金計劃營辦
機構或學員／家長提供的

通行利率。  

 為兒童培育戶口結餘提供約 2%的
年利率，視乎兒童培育戶口代理

銀行而定。  

 視乎父母或戶口持有人所選擇的
兒童信託基金戶口類型，當中賺取

的資本增值、利息和股息可扣稅。  

資產轉移至

其他建立資產

計劃  

 沒有提供。   參與者年滿 13 歲時，兒童培育戶口
的帳戶結餘會轉移至中學後延續

教育戶口。待參與者年滿 31 歲時，
中學後延續教育戶口的結餘會再

轉移至公積金普通戶口。  

 兒童信託基金的戶口結餘可轉移至
免稅的成人個人儲蓄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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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選定地方的兒童發展戶口計劃 (續 ) 
 

 香港  新加坡  英國  

C.  推行經驗和成效  

參與者／已開立的

戶口數目  
 估計超過 17 000 名學員
參與計劃。  

 由 2001 年至 2013 年，開立
了約 297 000 個兒童培育
戶口。  

 共開立了 635 萬個兒童信託基金
戶口。  

累積資產金額   截至 2017 年 3 月， 97%
完成了基金計劃的學員，

成功每月儲蓄 200 港元。  

 就 2006 年至 2013 年出生
組羣而言，在首名及第二名

子女的兒童培育戶口中，有

48%戶口儲蓄達到最高配對
供款上限 (即 6,000 新加坡元
(34,560 港元 ))。  

 經過約 7 年的營運，戶口累積
的資產總值為 48.93 億英鎊
(506 億港元 )。每個戶口的平均
結餘約為 800 英鎊 (8,300 港元 )。  

政府承諾／已發放

的基金金額  
 自 2008 年起，已向基金
注資 9 億港元。  

 由 2001 年至 2013 年，共
為兒童培育戶口供款

14 億新加坡元 (86.8 億港元 )。  

 由 2005 年至 2011 年，共為兒童
信託基金供款 20.23 億英鎊
(210 億港元 )。  

計劃成效   提升學員在資源管理和
規劃未來方面的能力；

擴展人際網絡和培養學員

持之以恆的儲蓄習慣。  

 資助兒童的教育和醫療
開支，減輕父母的財政

負擔。  
 然而，計劃對提高生育率的
效益成疑。  

 對提高儲蓄水平及加強父母的
儲蓄習慣有正面影響。  

問題和關注事項   涵蓋的學員數目及累積的
資產數目有限。  

 低收入家庭較難得到政府的
配對供款。  

 低收入家庭較少作出供款。  
 政府需投放大量資源，在政府
財赤嚴重時，未能負擔計劃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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