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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退休公務員人數  
 

 
 
 
圖 2 ―  選定政策局 /部門已選擇延長服務年期

的合資格公務員人數  
 
政策局 /部門  合資格

公務員

人數  

已選擇延長

服務年期的

人員數目  

比例  
(%)  

香港警務處   11 539  9 744 84.4 
消防處   4 177  3 865 92.5 
食物環境衞生署   3 922  3 563 90.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3 110  2 637 84.8 
入境事務處   2 737  2 494 91.1 
房屋署   2 608  2 255 86.5 
其他   28 195  22 419 79.5 

合計  56 288 46 977 83.5 

 
 
圖 3 ―  按薪級表劃分已選擇延長服務年期的

合資格公務員人數  
 

薪級表  合資格

公務員  
人數  

已選擇

延長服務

年期的

人員數目  

比例  
(%)  

第一標準薪級表   1 960  1 911 97.5 
紀律部隊職系相關

的薪級表  
 20 987  18 648 88.9 

總薪級表   33 173  26 330 79.4 
首長級 /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表  

 168  88 52.4 

合計  56 288 46 977 83.5 
 

重點  
 
  每年自公務員隊伍退休的人數，

在過去 7 年間增幅達 16%，至
2019-2020 年度的 6 137 人 (圖 1)。
按退休人員佔公務員實際員額

百分率計算，有關比率亦由

2013-2014 年度的 3.2%微升至
2019-2020 年度的 3.5%。退休是
公務員流失的主要原因，佔

2019-2020 年度離職公務員的
74%，其次是辭職 (19%)及完成
合約 (5%)。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期間入職政府的現職
公務員 ("合資格公務員 ")，大部分
將於 2030-2040 年間到達退休
年齡。鑑於人口老化令社會出現

勞動力不足，政府在 2018 年 7 月
向所有合資格公務員提出方案，

讓他們選擇在 65 歲而非 60 歲
(適用於文職職系 )，或 60 歲而非
55 歲 (適用於紀律部隊職系 )
退休。公務員對該方案反應頗為

積極，在選擇期結束時有

46 977 名或 83.5%的合資格公務員
選擇延遲退休 (圖 2)。  

 
 按薪級表分析，屬第一標準薪級

表的合資格公務員 (例如一級 /二級
工人 )選擇延遲退休的比例最高，
達 97.5%(圖 3 )。反之，薪酬較高
首長級人員的相關比例，則只有

52.4%。根據政府表示，初級職員
一般希望可以較長時間繼續

工作。紀律部隊職系的合資格

公務員亦較傾向將退休年齡由

55 歲延至 60 歲，他們當中有接近
90%選擇延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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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選定政策局 /部門的全職退休後服務
合約僱員人數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政策局 /部門  所接獲的

申請數目  
全職退休後

服務合約

僱員人數  

比例

(%)  

香港警務處   1 506  676 44.9 
機電工程署   983  329 33.5 
衞生署   719  281 39.1 
食物環境衞生署   863  268 31.1 
入境事務處   1 157  253 21.9 
香港海關   622  207 33.3 
其他  12 472 2 228 17.9 

合計  18 322 4 242 23.2 
 
 

圖 5 ―  領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務員及司法
人員人數  

 

 

 
 

圖 6 ―  退休金經常開支 ( 1 )  
 

 
註：  ( 1 )  包括一筆過的退休酬金及按月發放的退休金。  
 ( 2 )  預算數字。  

重點  
 

 在 2015 年 11 月，政府推出退休後
服務合約計劃，讓部門 /職系首長
可按合約條款聘用退休 /即將退休的
公務員，以應付運作及繼任需要。

截至 2020 年年中，政府共聘用
4 242 名合約期不超過 3 年的全職
退休後服務合約僱員 (圖 4 )，佔
所接獲申請總數的 23%。  

 

 至於退休保障方面，舊退休金計劃

適用於 1987 年 7 月前受聘的
公務員，而新退休金計劃則適用於

1987 年 7 月至 2000 年 5 月期間的
入職者。此外，亦有為司法人員

設立的司法人員退休金計劃。上述

3 項均為無需供款的法定退休金
計劃。截至 2020 年年底，共有
145 510 名退休人員在該 3 項計劃下
領取退休金 (圖 5 )。在現職公務員及
司法人員之中，目前僅有約

67 000 人仍受該等退休金計劃
涵蓋；至於其他按長期聘用條款

受聘的公務員，則按公務員公積金

計劃 ("公積金計劃 ")享有退休福利，
而政府會在人員在職受聘的整段

期間作出供款。政府對公積金計劃

的財政承擔，保持在不超逾薪酬

開支 18%的水平。  
 

 由於領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務員人數

不斷增加，退休金經常開支在 8 年
間大增 99%，至 2021-2022 年度的
458 億港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
8.8%(圖 6 )。萬一政府未能自一般
收入帳戶支付退休金，亦可動用

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 (其結餘
不少於政府一年的預算退休金

開支 )，支付相關款項。  
 
 

數據來源： Civil Service Bureau及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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