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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提交意見書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聯席) 自 2004 年成立，由全港八十多個不同類別的民間

團體組成，包括社福機構、宗教界、工會、婦女、長者、青年、基層及殘疾人士團體，目的

為爭取香港設立全民性的養老金制度，確保全港長者「老有所養」。 

 

政府不要一錯再錯 

自曾蔭權政府執政後，聯席已持續多年向政府倡議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解決人口老化

帶來的長者貧窮問題；可是，曾蔭權歷年的回應只有「全民退休保障未有社會共識」，「現時

三條支柱可持續」。過去，曾蔭權曾就三條支柱提出改善建議，卻均惹來社會強烈非議，例如：

2006 年及 2009 年討論提升強積金供款上限、2008 年將生果金引入資產審查、財政預算案建

議注資 6000 元到強積金等。此等行為不但沒有改善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反而浪費整整七年

時間落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聯席警告新一屆政府不要仿效曾蔭權，上任後應就設立全

民退休保障制度訂定具體時間表，並在任內進行方案諮詢及落實方案。 

 

下一屆政府必須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在剛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正是其中一個社會重點討論的議題；結果，新

一屆政府「以不變應萬變」，只提出設資產入息審查的「特惠生果金」，向有需要的長者發放

$2200 元，聯席卻非常擔心有關措施重覆甚至深化現行三條支柱的弊端。事實上，造成香港

長者貧窮持續高企的其中一主因正是香港長期以「資源給最有需要的人」作為分配原則。自

1999 年政府收緊綜援申請資格，與家人同住的長者不能獨立申請綜援，長者申請綜援又因強

迫子女簽署「衰仔紙」而變得生活困難。然而，長者綜援個案結果不跌反升，而且香港社會

的長者貧窮率日創新高，由 1986 年的 22.4%上升到現時的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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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早有研究報告指出綜援制度過於嚴苛，令社會十六萬需要的長者抗拒申請。強積金成效

不彰亦是不爭的事實，加上人口老化下，聯席預計將來不但出現更多貧困長者，屆時將會相

繼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到時不是加稅就是收緊綜援金及生果金的申領資格，結果貧窮長者繼

續貧窮的過生活。因此，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另外，聯席得悉立法會於 3 月 26 日提交的「選定地方的退休保障制度」研究報告亦略有陳述

四個地區及香港的現況，但未有評估五個地區退休金制度的整體成效，例如：國民生產總值，

長者貧窮狀況等，聯席認為評論國家的退休金制度成效時，是以整體社會因素考量，而長者

貧窮率正是反當地退休保障制度的成效指標之一。 

 

最後，聯席知悉現時社會已有不少倡議解決養老問題的方案，但過去曾蔭權政府並未有正視。

聯席強烈譴責曾蔭權政府過去拒絕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有效回應長者貧窮日益嚴重的問

題，並警戒新一屆政府必須將全民退休保障納入工作議程，並成立專責部門、諮詢公眾及落

實具體可行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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