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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中與退休保障有關
的施政措施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政府當局須應委員要求提供下列資料：  
 

(a) 在下列情況下，估計每年額外政府經常
開支分別為何：  

 
(i) 長者生活津貼不設經濟審查；及  

 
(ii) 長者生活津貼的單身長者資產上限

提高至 80 萬元及 100 萬元；及  
 

(b) 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長者而言，  
 

(i) 與家人同住的長者人數；及  
 

(ii) 按他們獲發補助金和特別津貼劃分的
分項數字，連同對應的金額；  

 
(c) 就在未來 10 年強化現行退休保障制度

各根支柱及福利服務的擬議優化措施，

推算 /估計的政府經常開支及承擔額，

以及在政府經常開支總額中所佔比例；  
 

(d) 推行各項擬議退休保障優化措施的收入
來源；及  

 
(e) 按何理據建議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水平及

資產上限，即就資產不多於 144,000 元的
單身長者，或資產不多於 218,000 元的
長者夫婦而言，每月津貼為 3,4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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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3.  主席表示，委員將於適當時候獲通知下次

會議的日期。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5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3 月 29 日  



附件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7 年 2 月 7 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 項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中與退休保障有關的施政措施  
000000 - 001141 
 

主席  
 

致序辭  
 

 

001142 - 002108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立法會 CB(2)671/16-17(01)號文件 ) 
 

 

002109 - 003132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副主席表示， "對沖 "安排容許僱主以其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供款的累算
權益與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對沖，商界

反 對 取 消 該 項 安 排 。 估 計 一 旦 取 消

"對沖 "安排，中小型或微型企業的經營
困難將會加劇。  
 
副主席詢問 /關注下列各點：  
 
(a) 政府會否率先採納為非公務員合約
僱員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
及  

 
(b) 無限公司一旦倒閉，其獨資經營者
或合夥人在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方面

有何法律責任，以及有關僱員可否

就欠薪及解僱補償向破產欠薪保障

基金 ("破欠基金 ")申請特惠款項。  
 
政府當局表示， "對沖 "安排是具爭議性
的 課 題 ，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 逐 步 取 消

"對沖 "安排時須符合政府當局文件所載
的指導原則。政府當局已透徹討論取消

"對沖 "的方案，該方案將會成為進一步
討論的基礎。政府當局會在未來 3 個月
與商界、勞工界、強積金受託人及相關

諮詢委員會進行深入討論，向他們解釋

有關政府當局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的
建議，並聽取他們的意見，目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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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2017 年 6 月底前將最終方案提交行政
會議作決定。就破欠基金的事宜，政府

當局表示，若僱主無力償債及無法支付

工資和解僱補償，僱員可向破欠基金

申請《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所指定的

特惠款項。  
 

003133 - 003700 
 

主席  
陸頌雄議員  
政府當局  
 

陸頌雄議員就下列各點提出意見：  
 
(a) 政府當局採用世界銀行的多根支柱
退休保障模式時，刻意不設立第一

根 支 柱 或 須 供 款 的 全 民 退 休 金

支 柱 ， 而 且 沒 有 回 應 社 會 上 對 於

不設經濟審查的退休保障的訴求；  
 

(b) 當局在長者生活津貼下為較有經濟
需要的長者增加一層高額援助，把

現 時 為 長 者 而 設 的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重整為 4 層，即長者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 ("綜援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
津貼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當局應

考慮將制度簡化，把長者生活津貼

納入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及  
 

(c) 雖然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是
一項改善措施，但有關注指，修訂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公式後，

僱員所得的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總額

將會減少。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世界銀行雖然

倡議多根支柱的退休保障模式，但強調

沒有單一個制度適合所有經濟體，亦沒

有必要齊備 5 根支柱。每個經濟體均應
根據自身的歷史背景和情況，建立其

退休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下的多層

援 助 ， 旨 在 切 合 長 者 的 不 同 需 要 。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的功能與強積金

有些重疊，因此需要考慮降低遣散費 /

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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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701 - 004318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 家 麒 議 員 就 下 列 各 點 提 出 意 見 /

質詢：  
 
(a) 強 烈 不 滿 政 府 當 局 不 願 意 按 由
周永新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擬備

的《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

報告》 ("研究報告 ")所建議，推行不
設經濟審查並由政府、僱主及僱員

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該

方案按推算可持續至 2064 年，而且
普遍獲社會人士支持；及  

 
(b) 若 取 消 "對 沖 "安 排 ， 改 由 政 府 向
大 企 業 提 供 補 貼 ， 以 分 擔 其 部 分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開支，做法並不

合理。政府應考慮只向每年盈利不

超過某指定金額的企業提供補貼。  
 
政府當局表示，一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

小組的報告顯示，隨着人口老化，勞動

力下降，結構性赤字可能會於 2029 年
出現，因而或需進行稅制改革。政府

當局認為，香港應繼續沿用現行多支柱

的退休保障制度，並在確保制度可持續

和可負擔的前提下，強化現有的每根

支柱。此外，亦應充分考慮如何分配

資源，並將資源編配予有需要人士。  
 

 

004319 - 004932 
 

主席  
麥美娟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 "對沖 "安排對基層工人造成不利
影響，麥美娟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從速

取消有關安排。  
 
麥議員就下列各點提問：  
 
(a) 有 見 商 界 的 反 對 意 見 ， 政 府 當 局
是 否 有 信 心 落 實 取 消 " 對 沖 " 的
方案，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  
 

(b)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因 應 持 份 者 提 出 的
建 議 ， 考 慮 微 調 取 消 " 對 沖 " 的
方案，例如在該方案的實施日期後

維持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的現有計算

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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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種子基金的
建議，即由政府和商界供款，協助

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應付因取消
"對沖 "安排而引起的遣散費及長期
服務金額外開支。  

 
政府當局表示持開放態度，並樂意聽取

持份者的意見。政府經濟顧問將會協助

評估持份者所提出的相關方案，務求

根據客觀分析幫助各方充分掌握資料，

就此議題進行討論。政府當局強調，

處理 "對沖 "安排的議題時，在僱主負擔
能力與僱員權益之間取得平衡，尤其

重要。  
 

004933 - 005459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政府在取消 "對沖 "的方案中的財政
承擔有限，姚思榮議員深切關注長遠

而言對僱主造成的沉重經濟負擔。  
 
姚議員提出下列各點：  
 
(a) 若取消 "對沖 "安排，將會嚴重打擊
中小企的經營。預計會引發大規模

裁 員 潮 ， 衍 生 道 德 風 險 ， 以 及 令

勞資關係惡化，並會因中小企倒閉

而產生壟斷性競爭的連鎖效應；及  
 

(b) 政府當局應聽取商界的意見，修改
取消 "對沖 "的擬議方案，包括聽取
下 述 建 議 ： 若 商 界 與 勞 工 界 達 成

共 識 ， 應 由 政 府 設 立 種 子 基 金 ，

協助商界應付因取消 "對沖 "安排而
引 起 的 遣 散 費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額 外

開支。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隨 時 樂 意 聆 聽 持 份 者

(包括商界 )的意見。  
 

 

005500 - 010141 
 

主席  
潘兆平議員  
政府當局  

潘兆平議員認為，鑒於社會上已明確

提出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政府

當局僅制訂一套能強化現行退休保障

制度各根支柱的方案，根本無法回應

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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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潘議員就下列各點提出關注：  
 
(a) 料 理 家 務 者 未 能 受 惠 於 強 積 金 及
其他與職業掛鈎的退休保障計劃，

政府當局應照顧他們的退休需要；  
 
(b) 政府當局應上調擬議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上限；  

 
(c) 就 取 消 "對 沖 "的 方 案 而 言 ， 採 用
經修訂的公式計算遣散費 /長期服務

金金額 (將會減少約 16.7%)，理據
為何；政府向僱主提供補貼的年期

應由 10 年縮短至 6 年；  
 

(d) 政 府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下 述 建 議 ： 若
商 界 與 勞 工 界 達 成 共 識 ， 由 政 府

設 立 種 子 基 金 ， 協 助 商 界 應 付 因

取消 "對沖 "安排而引起的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額外開支；及  

 
(e) 下屆政府會否貫徹推行將於 2017 年

6 月敲定的取消 "對沖 "的方案。  
 

政府當局表示：  
 
(a) 一 如 退 休 保 障 諮 詢 文 件 所 提 到 ，
扶貧委員會曾考慮提供稅務優惠以

鼓 勵 已 婚 僱 員 為 其 非 在 職 配 偶 作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 但 亦 有 關 注

指，基於香港的低稅率，以及要在

現行稅制另作安排，有關做法成效

可能也不高。政府會繼續探討這方

面的方案；  
 

(b) 估 計 擬 議 的 高 額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將
惠及約 80%現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的較有經濟需要長者。因此，政府

當局認為，擬議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的資產上限是適當的；及  
 

(c) 對於強積金 "對沖 "，政府當局持開
放態度，並會樂意聆聽相關持份者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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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0142 - 011028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梁 耀 忠 議 員 就 下 列 各 點 提 出 意 見 /
關注：  
 
(a) 政府當局拒絕推行研究報告或學者
方案建議的不設經濟審查全民退休
保障制度；該制度由政府、僱主及
僱員三方供款，長遠推算是可持續
的。反之，儘管政府預計將來無可
避免會出現結構性赤字，也寧願加
強由公帑資助的長者生活津貼；  
 

(b) 應考慮取消長者生活津貼的經濟審
查，從而減少所招致的行政費用；及  

 
(c) 下 屆 政 府 會 否 妥 善 地 跟 進 將 於

2017 年 6 月敲定的取消 "對沖 "的
方案。  

 
政府當局表示：  
 
(a) 實施設有經濟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
行政費用只需 4,000 萬元，即 135 億
元長者生活津貼開支的 0.3%；  
 

(b) 政府當局須因應長者的不同需要，
在 向 他 們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與 非 經 濟
援助之間取得平衡。事實上，香港
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分別獨立進行
的 兩 次 民 意 調 查 的 結 果 顯 示 ， 當
受訪者被要求在全民與有特定對象
兩 種 做 法 之 間 作 出 選 擇 時 ， 結 果
不相上下，這說明在社會上有強烈
意見支持有特定對象的做法；  
 

(c) 對於把一半強積金供款轉移去資助全
民退休金的建議，有關注指，從個人
供款帳戶轉移款項到共用的資金池，
做法等同徵稅，是否適當。就制度
層面而言，這樣轉移供款會嚴重削弱
強積金支柱的退休保障功能；及  
 

(d) 關於擬議強積金 "對沖 "措施，下屆
政府將須注意任何獲社會廣泛支持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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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029 - 011601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認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無法回應社會上對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的

訴求。  
 
至於單身長者資產上限設於 329,000 元
的水平，陳議員認為相當嚴格，並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進一步放寬上限。  
 
政府當局表示，增加一層高額援助，向

合資格領取津貼的較有經濟需要長者

提供每人每月 3,435 元的高額津貼，以
及放寬現行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

(單身長者上調至 329,000 元，長者夫
婦上調至 499,000 元 )，這兩項措施在
全面實施首年估計可惠及約 50 萬名長
者 (或約四成長者人口 )，包括約 81% 
(或 365 900 名 )現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的較有經濟需要長者。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長者生活津貼可以個人或夫婦

名義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經濟審查亦

較綜援的寬鬆。  
 
政府當局重申，退休保障不但包含經濟

援助，亦包含政府繼續以大幅補貼方式

提供的一系列公共服務，例如房屋、

醫療及住宿照顧服務。  
 

 

  政府當局須應要求提供資料，說明如果

長者生活津貼的單身長者資產上限放寬

至 80 萬元及 100 萬元，估計額外政府
經常開支分別為何。  
 

政府當局  
 

011602 - 012259 
 

主席  
蔣麗芸議員  
政府當局  
 

蔣 麗 芸 議 員 就 下 列 各 點 提 出 建 議 /

質詢：  
 
(a) 把高齡津貼的合資格年齡由 70 歲
降至 65 歲；  
 

(b) 提 高 給 予 綜 援 受 助 長 者 的 標 準
金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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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c) 按 何 理 據 保 留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長 者
綜援申請人須提交俗稱 "衰仔紙 "的
規定，即規定其親屬須就他們有否

向 長 者 申 請 人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提 交

聲明。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限的公共資源

應當用於有經濟需要的長者身上。除

社會保障支柱外，其他支柱亦應相輔

相成，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至於為那

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

的綜援計劃，申請應以家庭為單位，這

是該計劃的精髓。至於一同居住、共用

家居設施的家庭成員，則應互相扶持，

先利用自身的資源應付日常生活所需。  
 

 

  政府當局須應要求提供下列資料：  
 
(a) 按綜援受助長者獲發補助金和特別
津貼劃分的分項數字，連同對應的

金額；及  
 

(b) 與家人同住的綜援受助長者人數。  
 

政府當局  

012300 - 012727 
 

主席  
何君堯議員  
政府當局  
 

何君堯議員歡迎政府當局提出加強退休

保障措施，包括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
引入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何議員關注推行各項退休保障優化措施

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他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下列資料：  
 
(a) 若 實 施 不 設 經 濟 審 查 的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 估 計 額 外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為何；  
 

(b) 就在未來 10 年強化現行退休保障
制 度 各 根 支 柱 及 福 利 服 務 的 擬 議

優化措施，推算 /估計的政府經常

開 支 及 承 擔 額 ， 以 及 在 政 府 經 常

開支總額中所佔比例；及  
 
(c) 推行各項擬議退休保障優化措施的
收入來源。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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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2728 - 013549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認為，政府當局建議的一套強化

現行退休保障制度各根支柱的方案，

仍然無法充分回應社會上對落實不設

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的明確訴求。

他認為下屆政府應正視此要求。  
 
主席就下列各點提出關注 /意見：  
 
(a) 鑒 於 在 取 消 "對 沖 "的 擬 議 方 案 下
政府對僱主的補貼會在 10 年發還期
內逐步縮減，以及僱員最後一個月

的工資將會是計算受僱期所引致的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的關鍵因素，

部 分 僱 主 可 能 會 在 政 策 改 變 後 首

數年內解僱其僱員，然後以新合約

重新聘用有關僱員；及  
 
(b) 高 齡 津 貼 代 表 對 長 者 的 敬 意 ，
合資格申領的年齡應由 70 歲降至
65 歲，與簽發長者卡予 65 歲或
以上本港居民的做法看齊。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長者而設的公

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計劃，各有不同目標

及用意。在決定各項服務及計劃的涵蓋

範 圍 和 年 齡 資 格 時 ， 公 帑 是 否 運 用

得宜，以及有關服務及計劃是否可予負

擔及持續推行，均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關於取消 "對沖 "的擬議方案，政府當局
對持份者的意見持開放態度。  
 

 

013550 - 014316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對於僱主是否

有責任向其僱員提供退休保障的立場；

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張議員認為，鑒於大多數僱主的強積金

累算權益已用來對沖應給予其僱員的

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僱主未有履行為

其僱員提供退休保障的責任。政府當局

澄清，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

行政紀錄，受 "對沖 "安排影響的登記
僱員少於 2%，涉及的僱主約佔 5%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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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  

  張議員亦質疑政府在強化現行退休保障

制度各根支柱的擬議優化措施方面的

長遠財政承擔。  
 
政府當局表示已充分考慮有關建議的財

政影響，儘管下屆政府將須研究擴闊收

入來源的事宜，以應付如長遠財政計劃

工作小組的報告所推算，不論會否推行

任何退休保障優化措施， 2029-2030 年
度可能會出現的結構性赤字。  
 

 

014317 - 015005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梁國雄議員認為，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將

會帶來財富再分配。盈利豐厚的大企業

應為其僱員提供退休保障。  
 
梁 議 員 批 評 政 府 拒 絕 落 實 全 民 退 休

保障，而僅設立未來基金。  
 
政府當局重申，公帑的負擔能力和可持

續性，是制訂退休保障方案的重要考慮

因素。直至 2064 年，擬議長者生活津
貼優化措施所引致每年平均增加的開

支，估計僅約為學者方案的五分之一。  
 

 

015006 - 015904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 健 鋒 議 員 強 調 ， 退 休 保 障 是 個 別

僱員、僱主及政府的集體責任。僱主向

強積金作出供款，便已履行其責任。受

"對沖 "影響的僱員所得的，顯然是提取
自僱主強積金供款的累算權益，亦即是

由僱主支付的款項。他認為，如果基金

管理費可以降低，強積金計劃的表現將

有所改善，從而加強強積金的退休保障

功能。  
 
林議員認為，在退休保障議題上，政府

應作出長遠承擔和負起更多責任。政府

應積極考慮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建議，

包括成立政府基金，以便 "對沖 "安排
一旦被取消時，協助僱主應付遣散費 /

長期服務金開支。  
 
政府當局表示，如有需要，可就取消

"對沖 "的方案設立討論渠道或平台。
政府當局會與適當的持份者聯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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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及勞工團體。此外，政府當局已

研究取消 "對沖 "安排對企業的影響，並
可在適當時候與議員分享研究結果。  
 

政府當局  

015905 - 020347 
 

主席  
蔣麗芸議員  

蔣麗芸議員認為，鑒於中小企在落實

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時面對財政壓力，
政府在取消 "對沖 "的方案下向僱主發還
的補貼比例應予提高。  
 
蔣議員表示，龐大財政儲備沒有妥善地

用來改善基層長者的生活，她對此感到

失望。她要求政府當局解釋，按何理據

建議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水平及資產上

限，即就資產不多於 144,000 元的單身
長者，或資產不多於 218,000 元的長者
夫婦而言，每月津貼為 3,435 元。  
 

 
 
 
 
 
 
 
 
政府當局  

020348 - 020705 
 

主席  
 

主席認為取消 "對沖 "安排有其好處，
包括挽留員工和增加倒閉的成本。他

認 為 ， 現 在 是 適 當 時 候 取 消 "對 沖 "
安排。  
 
下次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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