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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政府強調以「多元」渠道解決長者退休問題，但對於世界銀行

所提出「五條支柱」中的「第一支柱」---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卻以不同的

藉口，不以考慮。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其實起着「社會保險」的作用，是其

他計劃無法取代的。 

「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方式，主要用於處理經濟損失的 風險。一般

的「商業保險」計劃為個人向保險公司通過繳納保費，保險公司則在投保

人在未來出現收入損失（如退休後失去工作收入）時，補償投保人的損失，

而保險公司通過向不同人士提供保險計劃，分散風險，從而取得盈利。而

社會保險計劃跟商業保險計劃不同的地方是在於計劃是「全民性」，所有市

民都會參與，因為人數眾多，可以將計劃風險減至最低。另外，基於部份

市民可能自身風險較高，而被拒絕參與一般商業保險計劃，又或部份市民

低估其自身 風險，而不願參與，因此社會保險計劃會是「強制性」，由政

府立法推行。基於社會保險計劃以立法形式推行，每位市民清楚地知道他

們的付出和未來的保障，不像福利制度，需要面對經濟審查和每年政府財

政撥款可能增減，因此對未來更有信心，還有計劃含有全民互助的元素，

體現「共責精神」，令市民對社會更加認同。現時香港社會充滿矛盾，建立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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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退休保障制度主要包括政府經濟審查的福利制度如綜援、長者

生活津貼和高齡津貼等計劃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但這兩個計劃都不能處

理退休風險的問題。 

根據香港政府的說法，“本港社會保障制度的目的，是將福利資源集中

投放於最有需要的人士(包括長者)身上”。但誰是「最有需要的人士」是由

香港政府所決定，很多生活艱苦的退休人士，政府卻不認為他們「最有需

要」，還有接受這些福利的人士要受經濟審查，繁複的手續和負面的標籤效

應亦令不少合資格人士放棄申請。而就算得到福利資助的人士，其保障亦

可被削減；在2002年香港政府以通縮為理由，要求削減整體綜援金額，長

者所領的綜援金額在2003年和2004年分兩期削減，而當時香港經濟正在衰

退，市民生活艱苦，而政府竟在這樣情況下，作出如此決定，可見只靠政

府「施捨」，絕不能處理退休人士所面對的風險。 

現時香港政府建議增加一層高額援助，向較有「經濟需要」長者發放更

多津貼，但制度問題仍然存在。而多加一層的審查，亂上加亂，更令申請

長者迷惑。 

香港還有一個不用經過經濟審查的高額高齡津貼計劃，但並不足以應付

退休長者的基本生活需要，還有這計劃的資金來源是每年政府財政撥款，

如綜援一樣，面對可能的削減。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問題在幾方面：第一、計劃並不全面，只包括收入

較高的在職人士；第二、跟香港主要的投資市場一樣，實質回報率頗為波

動，在 2000-2010 十年內，最高可以達到 30.1%，但最低卻是-25.9%!；第

三、計劃只是個人強制性儲蓄計劃，沒有社會保險計劃中全民互助的因素。 

政府亦透過各種計劃，包括安老按揭及建議的公共年金，「協助」長者

以其個人資產或儲蓄來應付退休生活。但這些計劃都有不少問題：第一、

要達到基本保障，長者要有一定資產或儲蓄，因此只有很少人可以參與，

以安老按揭為例，由2011年問始至2017年3月，累計申請只有1,728宗，參與

人數少於3,500人，相對過百萬的長者人口，簡直是「九牛一毛」；第二、

這些計劃作為長期投資，但其保証所領金額，卻沒有考慮通脹因素，參與

長者長遠生活能否得到保障，令人懷疑。 

現時長者退休問題嚴重，就算加上政府的資助，2015 年仍有近 30 萬長

者生活於貧窮線之下，佔長者人口的 30%。一個由全民供款，並在退休後

無需經濟審查並定期得到一定金額（扣除通脹後）的退休保障計劃是絕對

需要，而香港政府建立這個制度，是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