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提交的意見書 

 

世界銀行於 2005 年所提出之退休保障有五大支柱，以確保退休後的長者，能夠

應付日常的基本生活開支、有尊嚴地生活。套用於香港的情況，強積金屬於第二

大支柱，即是由私營機構管理的強制性供款計劃，旨在保障長者在退休之前，已

經有一筆存款以作日後生活之用。可惜，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容許

僱主可提取於累算權益中的僱主供款部份，抵銷僱員按《僱傭條例》可享有的遣

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根據政府資料，有部分基層僱員，在退休時只有 10 萬元左

右的累積供款，不足以維持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開支。因此，公民黨強烈要求政府

立即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以保證僱員應有的退休保障，撥亂反正。 

 

三種保障本質截然不同 

 

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及強積金，三者目的南轅北轍，根本不可以以對沖方式，把

金錢援助方式混為一談。根據《僱傭條例》，設立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目的，

本是為同一僱主服務滿一段時間的僱員，因裁員或其他原因遭解僱時所提供之補

償，以助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須面對的短期財政壓力。因此，此兩項援助的目的並

不是為退休後準備，只是作為過渡失去穩定收入的短期援助。 

 

相反，強積金由成立之初已打正旗號，表明為退休生活作好準備。如若允許僱主

以對沖方式，動用僱員的退休保障以應付短期財政壓力，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令

日後的退休生活雪上加霜。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017 年的數據，單單

是 16 年，已經有多達 38 億元用作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所達金額是同年用

作真正退休需要的接近一半。由此可見，以對沖方式剝奪僱員強積金乃是僱主常

態。這會嚴重影響僱員，尤其是合約制低收入員工的退休保障。 

 

政府方案故弄玄虛 無心幫助基層僱員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2 年競選時承諾，會取消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

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例。可惜 5 年過去，政府於換屆前只拋下

一個「四不像」的方案，只願意取消遣散費的對沖機制，卻沒有為取消長期服務

金對沖機制訂下時間表，更想將計算後者的賠償金額，由月薪三分之二調低至二

分之一。這是本末倒置，完全漠視僱員的需求。 

 

雖然政府認為長期服務金與退休金有重疊之嫌，因此對沖亦無不妥，但事實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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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根據的《僱傭條例》，僱主須在五種情況下向其連續僱用不少於五年的 僱

員支付長期服務金。當中除了包含（一）年屆 65 歲而退休的僱員，更有（二）

遭解僱、（三）合約期滿後不獲續約、（四）因健康理由不能繼續擔任工作及（五）

在職期間死亡的僱員。可見，除情況一外，另外四種情況所發放的長期服務金與

退休金的作用大相徑庭，只能當作紓緩短期財政壓力的補助金，並不能支撐到退

休之用。若政府堅持強積金可用作對沖長期服務金，即等於漠視後大部分勞工的

短期需要。當中尤其以基層合約員工最受影響，一旦轉換承辦商，原有僱員大多

難以跟隨過檔而遭遣散。若不取消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的機制，只會令基層僱

員的退休生活更艱苦。 

 

總括而言，公民黨促請政府盡快落實全面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以保障僱員，尤

其基層員工的退休需要，並盡快落實全面取消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

時間表，以改善現時不合理剝奪僱員退休金的制度，保障打工仔的退休生活。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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