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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 於 2012 年 12 月 21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3) 256/12-13 號

文件，有 4位議員 (李卓人議員、潘兆平議員、郭家麒議員及陳健波

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3年 1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

鄧家彪議員的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

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

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
辯論。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
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鄧家彪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鄧家彪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 法 會 主 席 請 擬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4 位 議 員 按 以 下 次 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李卓人議員；  
 
(ii) 潘兆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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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郭家麒議員；及  
 
(iv) 陳健波議員；  
 

(d) 立法會主席請獲委派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主席批准鄧家彪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獲委派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擬動

議修正案的 4位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

修正案。立法會主席請李卓人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並隨即就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

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其餘 3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鄧家彪議員

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鄧家彪議員的議案或

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

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3年 1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議案辯論  

 

1. 鄧家彪議員的原議案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自 2000年 12月實施至今已 12年，其成效
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統計，現
時全港的僱員供款帳戶逾 300萬個，而保留帳戶約有 400萬個；截至
2012年 9月，強積金計劃的核准成分基金淨資產值達 4,124億港元；
不過，強積金行政費用高昂，基金表現欠缺監管，供款被中介人和

保薦人蠶食，加上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可以對沖遣散費和長期

服務金，成為強積金計劃的最大漏洞，直接影響僱員的退休保障；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與長期服務金、遣

散費的對沖機制，並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條例》相關條

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以期為員工提供更完

善的退休保障；  
 
(二 ) 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以便僱員可自行選擇受託人，為僱

員設立 ‘一生一戶口 ’，把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歸入
該戶口，以避免他們因轉換工作而持有多個保留帳戶，以

及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口方
法，以便僱員更好管理其強積金累算權益；  

 
(三 ) 立法設定強積金基金開支比率上限，並規定受託人必須於

發給僱員的年度報告中列明各項實收費用的金額、比率及

基金開支比率；  
 
(四 ) 加強對強積金投資產品的監管，定期檢討中介人的銷售手

法及設立便利市民追討損失的機制；  
 
(五 ) 設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志願機構營運的公共信託人，收

取較低的行政費用，以及提供確保與通脹掛鈎的低風險資

本保值基金讓僱員選擇，以達到增加競爭的目的，使其他

受託人降低收費及改善表現；  
 
(六 ) 整頓及裁汰劣質的強積金基金，以減輕基金總開支，以及

建立強積金基金總收費與表現掛鈎的監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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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監管強積金計劃保薦人，提高對計劃保薦人的表現及利潤

的監察，建立清晰的計劃保薦人、中介人和供款者三方的

關係；  
 
(八 )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包括即時監禁被裁定違法的僱

主，以及將有關違法公司列入政府投標服務項目的黑名單

等，以示懲戒；  
 
(九 ) 修例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即 ‘公積金 ’)的制度，規定僱主實施

公積金時，其給予僱員的公積金歸屬比例不會低於強積金

計劃僱主供款總額，以堵塞公積金漏洞；  
 
(十 ) 成立跨政策局小組，在今屆政府任期內落實積金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提出的各項優化強積金計劃的建議，並定
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及  

 
(十一 ) 研究推行強積金計劃以外的全民性綜合退休保障制度，以

彌補強積金制度的不足。  
 

2. 經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行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自 2000年 12月實施至今已
12年，其成效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未能有效保障低收入和非在職人
士的退休生活，本會促請政府以民間團體提出的 ‘全民養老金計劃 ’
為藍本，並預留 500億至 1,000億港元作為啟動基金，在 5年內落實由
僱員、僱主和政府三方供款、具有預先儲蓄元素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另一方面，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統計，現時全
港的僱員供款帳戶逾 300萬個，而保留帳戶約有 400萬個；截至2012年
9月，強積金計劃的核准成分基金淨資產值達 4,124億港元；不過，
強積金行政費用高昂，基金表現欠缺監管，供款被中介人和保薦人

蠶食，加上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可以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

金，成為強積金計劃的最大漏洞，直接影響僱員的退休保障；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  
 
(一 ) 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與長期服務

金、遣散費的對沖機制，並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條例》

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以期為員工

提供更完善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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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以便僱員可自行選擇受託人，為

僱員設立 ‘一生一戶口 ’，把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
益歸入該戶口，以避免他們因轉換工作而持有多個保留

帳戶，以及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
視戶口方法，以便僱員更好管理其強積金累算權益；  

 
(三 ) 立法設定強積金基金開支比率收費上限，並規定受託人

必須於發給僱員的年度報告中列明各項實收費用的金

額、比率及基金開支比率；  
 
(四 ) 加強對強積金投資產品的監管，定期檢討中介人的銷售

手法及設立便利市民追討損失的機制；  
 
(五 ) 設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志願機構營運的公共信託人，

收取較低的行政費用，以及提供確保與通脹掛鈎的低風

險資本保值基金讓僱員選擇，以達到增加競爭的目的，

使其他受託人降低收費及改善表現；  
 
(六 ) 容許僱員選擇將部分供款存放在外匯基金，每年回報率

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往 6年的平均投資回報率計算，
並加入最低回報保證，確保每年投資回報不低於外匯基
金 3年期票據在過往一年的平均孳息率；  

 
(七 ) 為強積金計劃成員的非在職配偶及低收入僱員提供補

助供款，以加強他們的退休保障；  
 
(八 ) 規定強積金受託人須提供年金計劃，讓僱員可選擇在退

休後按月提取固定款項，以確保退休後有穩定收入；  
 
(六 )(九 ) 整頓及裁汰劣質的強積金基金，以減輕基金總開支，以

及建立強積金基金總收費與表現掛鈎的監察制度；  
 
(七 )(十 ) 監管強積金計劃保薦人，提高對計劃保薦人的表現及利

潤的監察，建立清晰的計劃保薦人、中介人和供款者三

方的關係；  
 
(八 )(十一 )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包括即時監禁被裁定違法的僱

主，以及將有關違法公司列入政府投標服務項目的黑名

單等，以示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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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二 ) 修例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即 ‘公積金 ’)的制度，規定僱主
實施公積金時，其給予僱員的公積金歸屬比例不會低於

強積金計劃僱主供款總額，以堵塞公積金漏洞；及  
 
(十 )(十三 ) 成立跨政策局小組，在今屆政府任期內落實積金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提出的各項優化強積金計劃的建議，並
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及  

 
(十一 ) 研究推行強積金計劃以外的全民性綜合退休保障制

度，以彌補強積金制度的不足。  
 
註：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潘兆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自 2000年 12月實施至今已 12年，其
成效一直備受社會關注質疑；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
統計，現時全港的僱員供款帳戶逾 300萬個，而保留帳戶約有 400萬
個；截至2012年 9月，強積金計劃的核准成分基金淨資產值達 4,124億
港元；不過，強積金行政費用高昂，基金表現欠缺監管監管有待改
善，供款被中介人和保薦人蠶食，加上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可
以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家庭照顧者不納入強積金的保障範
圍，成為強積金計劃的最大漏洞，直接影響僱員市民的退休保障；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把強積金計劃除與職業掛鈎外亦與年齡掛鈎，政府為非

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
款；  

 
(一 )(二 ) 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與長期服務

金、遣散費的對沖機制，並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條例》

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以期為員工

提供更完善的退休保障；  
 
(二 )(三 ) 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以便僱員可自行選擇受託人，為

僱員設立 ‘一生一戶口 ’，把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
益歸入該戶口，以避免他們因轉換工作而持有多個保留

帳戶，以及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
視戶口方法，以便僱員更好管理其強積金累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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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 立法設定強積金基金開支比率上限，並規定受託人必須

於發給僱員的年度報告中列明各項實收費用的金額、比

率及基金開支比率；  
 
(四 )(五 ) 加強對強積金投資產品的監管，定期檢討中介人的銷售

手法及設立便利市民追討損失的機制；  
 
(五 )(六 ) 設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志願機構營運的公共信託人，

收取較低的行政費用，以及提供確保與通脹掛鈎的低風

險資本保值基金讓僱員選擇，以達到增加競爭的目的，

使其他受託人降低收費及改善表現；  
 
(六 )(七 ) 整頓及裁汰劣質的強積金基金，以減輕基金總開支，以

及建立強積金基金總收費與表現掛鈎的監察制度；  
 
(七 )(八 ) 監管強積金計劃保薦人，提高對計劃保薦人的表現及利

潤的監察，建立清晰的計劃保薦人、中介人和供款者三

方的關係；  
 
(八 )(九 )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包括即時監禁被裁定違法的僱

主，以及將有關違法公司列入政府投標服務項目的黑名

單等，以示懲戒；  
 
(九 )(十 ) 修例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即 ‘公積金 ’)的制度，規定僱主

實施公積金時，其給予僱員的公積金歸屬比例不會低於

強積金計劃僱主供款總額，以堵塞公積金漏洞；  
 
(十 )(十一 ) 成立跨政策局小組，在今屆政府任期內落實積金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提出的各項優化強積金計劃的建議，並
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及  

 
(十一 )(十二 ) 研究推行強積金計劃以外的全民性綜合退休保障制

度，以彌補強積金制度的不足。  
 
註：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郭家麒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政府長久以來堅持以 ‘三條支柱 ’支撐市民的退休生活開支，即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與公共福利金計劃、個人或家庭儲蓄，以及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以致一直沒有就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作仔細
研究及廣泛諮詢；雖然現時僱主及僱員須為強積金供款，但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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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沒有納入失業人士、零散工、殘疾人士及家庭主婦，使他們的
退休生活未受保障；該計劃自 2000年 12月實施至今已 12年，其成效
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統計，現
時全港的僱員供款帳戶逾 300萬個，而保留帳戶約有 400萬個；截至
2012年 9月，強積金計劃的核准成分基金淨資產值達 4,124億港元；
不過，強積金行政費用高昂，基金表現欠缺監管，供款被中介人和

保薦人蠶食，加上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可以對沖遣散費和長期

服務金，成為強積金計劃的最大漏洞，直接影響僱員的退休保障；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與長期服務金、遣

散費的對沖機制，並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條例》相關條

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以期為員工提供更完

善的退休保障；  
 
(二 ) 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以便僱員可自行選擇受託人，為僱

員設立 ‘一生一戶口 ’，把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歸入
該戶口，以避免他們因轉換工作而持有多個保留帳戶，以

及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口方
法，以便僱員更好管理其強積金累算權益；  

 
(三 ) 立法設定強積金基金開支比率上限，並規定受託人必須於

發給僱員的年度報告中列明各項實收費用的金額、比率及

基金開支比率；  
 
(四 ) 加強對強積金投資產品的監管，定期檢討中介人的銷售手

法及設立便利市民追討損失的機制；  
 
(五 ) 設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志願機構營運的公共信託人，收

取較低的行政費用，以及提供確保與通脹掛鈎的低風險資

本保值基金讓僱員選擇，以達到增加競爭的目的，使其他

受託人降低收費及改善表現；  
 
(六 ) 整頓及裁汰劣質的強積金基金，以減輕基金總開支，以及

建立強積金基金總收費與表現掛鈎的監察制度；  
 
(七 ) 監管強積金計劃保薦人，提高對計劃保薦人的表現及利潤

的監察，建立清晰的計劃保薦人、中介人和供款者三方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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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包括即時監禁被裁定違法的僱

主，以及將有關違法公司列入政府投標服務項目的黑名單

等，以示懲戒；  
 
(九 ) 修例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即 ‘公積金 ’)的制度，規定僱主實施

公積金時，其給予僱員的公積金歸屬比例不會低於強積金

計劃僱主供款總額，以堵塞公積金漏洞；  
 
(十 ) 成立跨政策局小組，在今屆政府任期內落實積金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提出的各項優化強積金計劃的建議，並定
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及  

 
(十一 ) 研究落實推行強積金計劃以外的全民性綜合退休保障制

度，即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彌補強積金制度的不足；全
民退休保障計劃應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在不加
税、不增加僱主供款比率及不加重僱員供款負擔的原則
下，為每位 65歲或以上長者每月提供合理生活水平的退休
金；而政府須盡快成立一個由香港金融管理局管理的全民
退休保障基金，以管理政府的供款。  

 
註：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自 2000年 12月實施至今已 12年，其
成效一直備受社會關注；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統
計，現時全港的僱員供款帳戶逾 300萬個，而保留帳戶約有 400萬個；
截至 2012年 9月，強積金計劃的核准成分基金淨資產值達 4,124億港
元；不過，強積金行政費用高昂，基金表現欠缺監管，供款被中介

人和保薦人蠶食，加上然而，強積金作為長遠的退休保障制度，目
前仍然有不足的地方，有需要根據實際營運情況而提出優化；同時，
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權益可以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成為強積

金計劃的最大漏洞其中一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直接影響僱員的退
休保障；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諮詢持份者的意見有關研究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

累算權益與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的對沖機制，並保留本港

僱員按《僱傭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

權利，以期為員工提供更完善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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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實行強積金全自由行，以便僱員可自行選擇受託人強積金
計劃，並修改法例，為僱員設立 ‘一生一戶口 ’，規定僱員只
可以有一個強積金戶口，把僱主和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
歸入該戶口，以避免他們因轉換工作而持有多個保留帳

戶，以及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口
方法，以便僱員更好管理其強積金累算權益，同時又達到
減省強積金行政開支的目的，從而令收費有下調空間；  

 
(三 ) 推動強積金行政運作自動化，以簡化工作程序及減省行政

開支；如果自動化最終未能有效減省行政開支，政府應研
究立法設定強積金基金開支比率上限，並規定受託人必須
於發給僱員的年度報告中列明各項實收費用的金額、比率

及基金開支比率的可行性；  
 
(四 ) 加強對強積金投資產品的監管，定期檢討中介人的銷售手

法及設立便利市民追討損失的機制；  
 
(五 ) 研究設立由政府、公共機構或志願機構營運的公共信託

人，收取較低的非牟利服務機構，是否能有效降低行政費
用，以及提供確保與通脹掛鈎的低風險資本保值基金讓僱

員選擇，以能否達到增加競爭的目的，使其他受託人降低
收費及改善表現；  

 
(六 ) 整頓及裁汰劣質的強積金基金，以諮詢持份者整合強積金

計劃及基金的意見，以達致更佳的成本效益及減輕基金總
開支，以及建立強積金基金總收費與表現掛鈎的監察制度； 

 
(七 ) 研究監管強積金計劃保薦人，提高對計劃保薦人的表現及

利潤的監察，建立清晰的計劃保薦人、中介人和供款者三

方與有關持份者的關係；  
 
(八 ) 加強執法打擊拖欠供款，包括即時監禁被裁定違法的僱

主，以及將有關違法公司列入政府投標服務項目的黑名單

等，以示懲戒；  
 
(九 ) 修例改革職業退休計劃 (即 ‘公積金 ’)的制度，規定僱主實施

公積金時，其給予僱員的公積金歸屬比例不會低於強積金

計劃僱主供款總額，以堵塞公積金漏洞；  
 
(十 ) 成立跨政策局小組，在今屆政府任期內落實積金局在

2012年 11月 26日提出的各項優化強積金計劃的建議，並定
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及  



- -  9  -

 
(十一 ) 研究推行強積金計劃以外的全民性綜合退休保障制度，以

彌補強積金制度的不足；及  
 
(十二 ) 加強投資者教育，令大眾對強積金及長線退休投資的概念

有更深入的瞭解。  
 
註：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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