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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意見 

 

                                                        2017 年 6 月 24 日 

 

1995 年政府制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 485 章），2000 年正式實施強積

金制度。在目前制度下，強積金是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不過，強積金制度容許僱主使用其

供款部份及累算權益抵銷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離職補償，卻使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

大大降低。 

 

「對沖」安排對低薪僱員的影響尤甚。根據現時法例，若基層工人月入低於強積金最低

入息水平(即月薪 7 100 元)，他們便不用為自僱員部份供款，換言之這批工友的退休儲備就完

全依靠僱主的供款及累算權益。若期間這批低薪工友多次被僱主利用「對沖」機制抵消其長

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權益，他們的強積金便所剩無幾，退休生活頓失保障。 

 

根據資料，2000 年強積金成立至今，用作抵銷的金額逾 320 億元。2010 年至 2016 年間，

用作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強積金總額達 195.99 億元，佔各種理由提取累算權益金額的

28.3%。過去三年，受「對沖」機制影響力的僱員數目亦不斷增加，2016 年有近五萬僱員被「對

沖」強積金，情況不能忽視。 

 

    2012 年特首梁振英於競選政綱承諾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四年後，2017 年 1 月

特首梁振英於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建議以「劃線」方式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同

時要削減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計算比例至最後一個月工資的二分一，以及政府會為僱主提

供為期十年的過渡補貼。 

 

本會認為有關建議不能解決「對沖」所帶來的問題，同時亦減少僱員於《僱傭條例》下

應獲享的權益。以「劃線」方式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或需時三至四十年時間，這不能徹

底的解決「對沖」削弱強積金退休保障功能的問題。此外，在劃線安排下，強積金僱主供款

部份仍會保留於僱主選定的計劃內，這成為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重要障礙，長遠不利減

低僱員需承擔的強積金行政費用。 

 

降低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計算比率做法更是倒退，令僱員權益即時受損，而且這對年齡

超過 65 歲仍然工作，而無須供款強積金的年長僱員影響更大。他們未於逐步取消「對沖」有

任何得益，卻要削減他們將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實際權益。在欠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下，

對他們尤如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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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是解僱補償，是僱主對僱員履行的法定責任，因此不能動用公帑補

貼僱主支付部份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現行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已協助無能力償還僱員遣散

費的僱主，再為僱主另加過渡補貼是偏袒商界。此外，有指政府計劃從早前預留推行退休保

障的 500 億撥出 62 億元，在取消對沖後十年內，補貼僱主支付部份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本

們重申解僱補償及退休保障的功能截然不同，政府絶不能將推行全民退休保障的預留款項補

貼僱主。我促請政府將 500 億養老基金增至 1000 億，作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專款專

項」啟動基金。 

 

本會促請政府不設劃線，儘快徹底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對沖」機制，

同時反對削減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計算比例，僱員應全數獲享現行《僱傭條例》下應得的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按年資的累計權益。最後，本會強調取消「對沖」機制只能局部改善強積

金的漏弊。本會認為設立全退休保障制度才是根本，故促請下屆政府成立跨部門委員會，由

政務司及財政司領導會議，並邀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方案、財政安排等

延續討論，早日成立全民退休保障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