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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小組委員會聽取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黃於唱教授口頭陳述意見，詳情載於

他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758/17-18(02)號文件 )。
委員亦察悉，兩名沒有出席會議的學者已向小組

委員會提交書面意見。  
 
3.  大部分委員贊同黃於唱教授的意見，認為

政府當局應進行另一輪統計調查，搜集有關長者

所擁有資產價值的資料。這會有助就長者貧窮

情況及相關政策制訂事宜進行有效且具意義的

討論。對於政府當局不願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這些委員深表不滿。亦有

關注指，即使在政府當局以推行各種社會保障

措施的形式作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

率仍然高企。政府當局應撥出更多公共資源，以

降低長者貧窮率。  
 
4.  另一方面，部分委員支持審慎運用公共

資源的原則，以協助有需要長者。為了利便公眾

了解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涉

的 長 遠 財 政 承 擔 ， 政 府 當 局 應 公 開 相 關 推 算

數字。儘管如此，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可

考慮放寬各項設有經濟審查的社會保障援助的

申領資格。  
 
5.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就委員和黃於唱教授

的意見和關注提出下列各點：  
 

(a) 政府當局認為，退休保障責任應由個人、
家人、僱主和政府共同承擔。在退休保障

制度方面，香港參考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根

支柱模式採納了四根支柱，分別是多層社

會保障制度 (零支柱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及其他與職業掛鈎的退休保障計劃 (第二
支柱 )、自願性儲蓄 (第三支柱 )，以及公共
服務、家庭支援及個人資產 (第四支柱 )。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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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並無要求必須五根支柱齊備，反而

強調不存在一套適用於所有地方的特定退

休保障制度。在進行了為期 6 個月的公眾
諮詢 (諮詢工作已於 2016 年 6 月結束 )後，
政府認為應繼續採用針對有需要人士的

現行多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政府不會

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政府會強化每根支柱，使它們

更能彼此配合、互相補足，透過不同渠道

照顧長者的多元化退休需要；  
 
(b) 政府當局於 2017 年年初宣布了一系列措

施，以強化各根支柱。在社會福利方面，

政府當局將會推出措施，優化長者生活

津貼，包括向合資格長者提供每人每月

3,485 元的高額津貼，以及放寬現行津貼
的資產上限，以惠及更多有經濟需要的長

者。按粗略估算，約八成目前領取 "普通
長者生活津貼 "的長者會符合資格申領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屆時他們可追溯並
一次過獲多發超過 1 萬元的津貼。此外，
目前約有 14 萬名長者領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 ("綜援 ")，綜援為他們提供最後的
安 全 網 。 單 身 長 者 平 均 每 月 獲 發 超 過

6,000 元的綜援金，個別有需要的長者
每月則可獲發約 1 萬元的綜援金。至於
強化公共服務支柱，政府已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
70 歲降至 65 歲。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正 計 劃 於 2018 年 年 中 推 出 終 身 年 金

計劃，以強化自願性儲蓄支柱；及  
 

(c) 2016 年的分析顯示，在 33.7 萬名貧窮
長者中，約 30 萬人居於非綜援住戶，
推算當中約 21 萬人 (逾七成 )沒有經濟
需要，而其中約 13 萬人 (逾六成 )居於沒有
按揭的自置居所，反映這些被界定為貧窮

的長者部分或擁有一定資產。《 2016 年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分析顯示，33.7 萬
名貧窮長者中有約八成領取不同形式的

社會福利金，反映社會保障政策已能惠及



- 5 - 
 

大部分被界定為貧窮的長者並提供一定程

度的經濟援助。政府當局的策略是以具針

對性的方式進一步支援有需要的長者。事

實上，具針對性恆常現金政策在處理長者

貧窮問題上比 "全民式 "的措施更為有效。
如採用 "全民式 "的退休保障計劃，超過八
成的額外資源將用於相對沒有需要的長者

身上，包括目前沒有領取任何現金津貼或

只領取無須經濟審查的高齡津貼的長者。  
 
6.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高級經濟主任 (5A)補充，參照政府統計處 ("統計
處 ")較早前所得的經驗，在搜集受訪長者所擁有
資產價值的統計數字方面有技術困難，因為很多

長者不願披露有關資料。此外，貧窮線僅考慮

住 戶 收 入 ， 但 沒 有 考 慮 資 產 和 負 債 。 因 此 ，

《 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的 "貧窮線 "分析顯
示，一些 "低收入、高資產 "的人士在統計上可能被
界定為貧窮人口，因而高估了實際的貧窮情況。  
 
7.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根據統計處發表未來 50 年的最新人口及
勞動人口推算數據，提供有關推算就不同

形式的長者社會保障援助採取優化措施

所涉公共開支的資料；及  
 

(b) 向統計處轉達委員要求進行另一輪有關
長者所擁有資產價值的統計調查。  

 
 
II. 其他事項  
 
8.  委 員 商 定 ， 小 組 委 員 會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18 年 3 月 24 日舉行，以聽取公眾就政府為長者
提供的各項現金援助表達意見。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32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3 月 2 日  



附件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8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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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 - 001933 
 

主席  
郭家麒議員  
邵家臻議員  
姚思榮議員  
 

致序辭  
 
下次小組委員會會議的安排。  

 

議程第 I 項欠缺第一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與長者貧窮的關係  
001934 - 003607 主席  

政府當局  
香港中文大
學 ("中大 ")
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
授黃於唱
教授  

 

陳述意見。  
[立法會 CB(2)758/17-18(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黃 於 唱 教 授 的 意 見 作 出
回應。  

 

003608 - 004300 
 

主席  
郭家麒議員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政府當局  

郭家麒議員深切關注到，大量貧窮長者
居 於 非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綜 援 ")
住戶。郭議員認為，把申領長者生活津貼

的長者夫婦的資產限額定為 499,000 元，
過於嚴苛。  
 
郭議員請黃於唱教授就下列各點提出
意見：  
 
(a)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不會推行不設
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而以
具針對性的方式為有需要長者提供
退休保障及處理長者貧窮問題；因應
此立場，退休保障的未來路向為何；
及  
 

(b)  透過提高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金額及
放寬有關的申領資格，以降低長者
貧窮率，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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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黃教授估計，推出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
會有助降低長者貧窮率至 20%至 25%的
水平。隨着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每月金額
增至大約 3,500 元，預計長者貧窮率可
大幅降低。不過，相對於推行由僱主、
僱員及政府三方供款、不設經濟審查的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涉的開支，政府
長遠而言的財政負擔將會較重。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由於人口老化、
勞動人口縮減及供養率上升，推行不設
經濟審查的 "全民式 "退休保障制度，會對
年輕一代帶來沉重壓力。經參考海外
推行 "隨收隨付 "供款式退休保障制度的
經驗後，政府當局會繼續強化現行多根
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為長者的退休
生活提供更適切及具針對性的保障。  
 

 

004301 - 005003 主席  
張超雄議員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拒絕推行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按由周永新教授
領導的顧問團隊發表的香港退休保障未
來發展的研究報告所建議，或根據超過
180 名本地學者提出的 "學者方案 "，推算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在財政上是可持續
推行的。  
 
張議員詢問，政府就長者生活津貼推出
優化措施 (即放寬資產限額及推出 "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 ")，與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相比，兩者所需的長遠財政承擔
分別為何。  
 
黃於唱教授回應時表示：  
 
(a)  政府當局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下就
長者生活津貼推出優化措施，將需
應付所涉的龐大額外經常開支；及   

 
(b)  然而，按推算，在由三方供款、不設
經 濟 審 查 的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的
擬議財政安排下，每月向所有 65 歲
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全民
養老金約 3,500 元 (按 2016 年物價
水平計算 )，該計劃可持續推行，而
到了 2064 年將會有相當可觀的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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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首 10 年，長者
生 活 津 貼 的 優 化 措 施 將 會 涉 及 超 過
755 億元的額外經常開支，而降低長者
醫療券的受惠年齡則會涉及 118.6 億
元。為此，政府在整套退休保障全面支
援下的財政承擔，首 10 年將會涉及超過
900 億元的額外政府經常開支。  
 

 

  張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根據政府統計處
("統計處 ")發表未來 50 年的最新人口及
勞動人口推算數據，提供有關推算就
不同形式的長者社會保障援助採取優化
措施所涉公共開支的資料。  
 

政府當局  

005004 - 005546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梁耀忠議員認為，預計人口急促老化，
社會保障開支會對公共財政構成沉重
壓力，這亦會對年輕一代帶來相當大的
壓力。梁議員表示，老年退休金應用以
表揚長者過往對社會所作的貢獻，以及
作為彌補社會保障制度不足之處的配套
措施。  
 
政府當局認為，具針對性恆常現金政策
在處理長者貧窮問題上會較 "全民式 "的
措施更為有效。  
 
黃於唱教授贊同梁議員的意見。鑒於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長者應享有
基本權利，有尊嚴地安享財政穩健的
晚年生活。  
 

 

005547 - 010141 主席  
潘兆平議員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政府當局  

潘兆平議員對政府當局不願推行不設經
濟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表示遺憾。 
 
潘議員關注到，約有 65 萬名料理家務的
婦女不受以就業為本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制度所保障，她們有何退休
保障。除對長者生活津貼作出優化措施
外，潘議員詢問，若政府為這些料理家務
的婦女向強積金制度供款，會否有助
降低長者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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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黃於唱教授引述鄰近地方 (包括台灣和
日本 )推行國民年金的經驗。在有關制度
下，料理家務的婦女須向年金計劃作
合理供款，貧窮婦女可獲得豁免。黃教授
對於在香港實施類似安排持開放態度，
因為這可確保長者有穩定的收入。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在 改 良 強 積 金 制 度
方面，落實取消 "對沖 "安排，是政府其中
一項首要處理的事項。政府希望在短期
內提出一個更能兼顧勞工界及商界利益
的方案，盡快諮詢勞資雙方及相關持份
者。此外，強積金制度已作出多項改善
措施，包括調低基金管理的行政費。至於
有需要的女性長者，她們會在現行多根
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下受零支柱、第三
支柱及第四支柱所保障。  
 

 

010142 - 010653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臻議員深切關注到，《 2016 年香港
貧窮情況報告》 ("《報告》 ")的 "貧窮線 "
分析顯示，在 2016 年以不同形式優化
社會保障措施的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
65 歲或以上長者的貧窮人口為 33.7 萬，
貧窮率為 31.6%。他不同意政府當局的
分析，指一些 "低收入、高資產 "的人士在
統計上可能被界定為貧窮人口，因而
高估了實際的貧窮情況。  
 
邵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解決長者
貧窮情況。他詢問當局就消除長者貧窮
有何目標，特別是擬降低的長者貧窮率
及相關時間表。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基於 "相對貧窮 "
的概念，消除長者貧窮是沒有可能的。
儘管如此，設有經濟審查的綜援及長者
生活津貼已對扶貧產生顯著作用，在
2016 年分別令貧窮率降低了 2.8 個百分
點及 1.5 百分點。高齡津貼亦令貧窮率降
低了 0.3 個百分點。此外，提供公共租住
房屋亦有助紓減貧窮。政府當局會於
2018 年 推 出 多 項 措 施 優 化 退 休 保 障
制度，包括 (在 2017 年放寬現行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限額之後 )推行 "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 "，以及推出終身年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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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54 - 011415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胡志偉議員深切關注到，多根支柱的
退休保障制度下各根支柱的退休保障
功能 (包括個人資產、強積金累算權益及
自願性儲蓄 )，在長者日漸年老時將會
逐漸失效。胡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解釋
為何不接受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胡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進行研究，
以了解社會福利受助長者為了符合嚴苛
的經濟審查要求，而把財富轉移給家人
所衍生的風險或相關問題。  
 
政府當局重申，本屆政府沒有計劃推行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另一方面，政府當局
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強化現行多根支柱
的退休保障制度，包括推出長者生活
津貼優化措施、長者醫療券及各項長者
服務 (例如醫療服務 )，以及推展政府長者
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計劃至綠色小巴。  
 
黃於唱教授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有關
長者所擁有資產價值的最新統計資料，
最近一次於 2009 年 8 月在統計處的《主
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
長者的社會與人口狀況、健康狀況及
自我照顧能力》("《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四十號報告書》")內發表。他認為，有關
資料對了解長者貧窮情況十分有用。  
 
黃教授進一步表示，推行設有經濟審查
的長者福利政策可能會引起管理問題，
以及受助長者為了符合申領資格而把
財富轉移給其他人所衍生的倫理風險。
參照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推行全民
退休保障制度會有助解決這些問題。  
 

 

011416 - 011931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支持審慎運用公共資源的
原則。姚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公開推算
政府就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退休
保障計劃的財政承擔。由於政府的財政
儲備豐厚，加上生活費用高昂，姚議員
又呼籲政府當局考慮進一步放寬長者
生活津貼受助長者的資產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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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重申已推出多項優化措施，
強化多根支柱退休保障制度下的各根
支柱，包括於 2011 年 7 月起推出的安老
按揭計劃及即將推出的終身年金計劃。
根據初步估算， 65 歲的男性投保 100 萬
元，每月定額年金約為 5,800 元。此外，
目前約有 14 萬名長者領取綜援。單身長
者平均每月獲發超過 6,000 元的綜援
金，個別有需要的長者每月則可獲發約
1 萬元的綜援金。  
 

 

011932 - 012607 主席  
政府當局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主席認為，政府應撥出更多公共資源，
以解決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他詢問
政府當局有否考慮部分長者申請人為了
符合經優化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而
把資產轉移給其他人所衍生的倫理風險
及相關問題。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政府就安老服務
(包括改善多根支柱退休保障制度下各項
措 施 )承 擔 的 資 源 ， 在 過 往 年 間 持 續
增加。放寬現行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
限額，在某程度上已回應對長者申請人
轉移財富的關注。  
 
應主席邀請，黃於唱教授回應潘兆平
議員較早前提出有關為料理家務的婦女
向強積金制度供款的建議，並表示這樣
做是可行的，但由於累算權益不多，未必
能有效降低女性長者的貧窮率。  
 

 

012608 - 013236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中大社會工
作學系副
教授黃於
唱教授  

邵家臻議員強烈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
長者所擁有資產價值的最新資料。  
 
政府當局向委員提述政府當局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2)758/17-18(01) 號 文 件 ]
第 3 段所載就長者貧窮情況所作的專題
分析。根據統計處就《主題性住戶統計
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進行統計調查的
經驗，搜集長者所擁有資產價值的統計
數字極之困難，因為很多受訪者不願
披露有關資料。  
 
政府當局闡述， 2013 年提出的貧窮線的
設計，以及《報告》內有關 "低收入、
高資產 "長者的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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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於唱教授明白在向長者搜集資產資料
方面會有一些技術困難，但他認為此
問題可藉改善統計調查問題的設計得以
解決，以便取得有關長者經濟需要的
資料。舉例而言，若受訪年長表示沒有
經濟需要，可向他們提出跟進問題。  
 

013237 - 013748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贊同下述意見：倘若沒有有

關長者所擁有資產價值的最新資料，將

難以就長者貧窮情況進行有效的討論。  
 
胡議員仍然關注到，現行退休保障制度

下各根支柱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的功能

將會逐漸失效。他認為，政府當局拒絕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以處理長者貧窮

問題，並不合理。  
 
政府當局重申其對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立場，以及有關

強化現行多根支柱退休保障制度下各根

支柱的工作，包括優化長者生活津貼及

推出終身年金計劃。  
 
胡議員認為，長者應過有尊嚴及財政

穩健的退休生活。對於政府當局拒絕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他深表不滿。  
 

 

013749 - 014533 
 

主席  
鄺俊宇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重述委員對缺乏長者所擁有資產

價值最新資料的關注，並促請統計處就

此課題進行另一輪統計調查，這會為

相關政策制訂工作提供有用的資料。  
 
鄺俊宇議員詢問政府當局進行另一輪

統計調查以搜集相關數據的時間表。  
 

 

  政府當局表示，在搜集長者所擁有資產

的資料方面遇到技術困難。儘管如此，

政府當局會向統計處轉達有關就此課題

進行另一輪統計調查的要求。  
 
政府當局回應鄺議員的關注時表示十分

重視為有需要長者提供退休後的保障，

並會為此推出各項具針對性的措施。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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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534 - 014931 主席  
邵家臻議員  
政府當局  

邵家臻議員重申，政府當局有需要就
長者所擁有資產的資料進行另一輪統計
調查。  
 
邵議員深切關注到，即使恆常現金政策
介入後，長者貧窮率仍然偏高。政府當
局回應時表示，其策略是將公共資源用
於 幫 助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 而 目 前 已 有
一系列支援措施。《報告》的分析顯示，
33.7 萬名貧窮長者中有約八成領取不同
形式的社會福利金。  
 

 

014932 - 015144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8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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