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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理由支持一半強積金供款用作全民養老金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017年 8月 16日 

前言 

香港有些高官反對觸碰強積金制度的變革，認為全民養

老金要調撥一半供款，來建立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故不

能贊成實行覆蓋全港長者的基本養老金，實質是他們顧慮強

積金背後的利益集團，包括管理基金的金融團體，如銀行業

和保險界等。只要深入分析，便會知道有十大理由支持強積

金的改動，說明只有配合全民養老金，才可挽回強積金的保

障功能，使長者享有不少於 22 年年的合理，有尊嚴的退休

生活質素。相信強調理性的林鄭月娥特首及其領導班子 ，

會慎重考慮下列十大理由。 

 

第一、強積金積累減半後加領 3,500元養老金，有助僱員更

多收益。 

簡單來說假設為 25 歲大學畢業生，首十年就業平均月

入二萬元，第十年起月入三萬元（25歲時的價格計算，下同) 

至 60歲 (合共 35年)，如果實質內部回報率為 1%，至 65歲，

他或她的強積金最多約積累一百四十萬元。就算 35 年工作

全程月入三萬元，也只積累約一百六十萬元。把 5%強積金供

款用作撥入香港政府養老基金，計算最高積累（指月入三萬

元以上或首十年平均月入二萬元，而日後月入三萬元），65

歲時，前者損失約八十萬元，後者七十萬元。但兩者因獲得

每月 3,500元養老金至預期平均壽命 87歲（不計通脹），合

共獲取九十三萬元養老金。（3,5000 元養老金 X12 月 X22 年

退休生活=93萬元） 

但因為推行全民養老金，生果金便會取消，因此，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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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每月收入減少 1,325元，每年則為 15,900元。於 70歲後

17 年間，便會少領 270,300 元 (15,900 元 x 17 年)。所以

整體損失前者約為 4 萬元，後者則為 14 萬元。不過換回來

的是終生享有的養老金，無需擔心領取強積金後如何投資以

確保追及通脹的回報，及因長壽而至退休儲蓄不足的風險。 

同時，僱員家中長者與及日後的家中主婦，和殘疾人士

也獲養老金；得益肯定多過損失。 

 

第二、實行全民養老金對基層工作人員提供更多達五十餘萬

元收益（已扣除可獲高齡津貼）。 

根據《強積金條例》（第四八五章）第九條訂明，月入

低於有關入息水平 (現為每月 7,100 元)的自僱人士或僱員

無須作出強制性供款，但相關僱主供款則不獲豁免 。故實

行 2064 方案全民養老金，不用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參加全民

養老金計劃，只會損失一半僱主供款，即 35年的 2.5% 供款

約 9萬 4千元 (按實質回報率為 1%)，而獲 22年的養老金同

是收益 93 萬元。因此，他們在實行全民養老金制度下質獲

益 83.6 萬元。扣除生果金後為超過 56.6 萬元。（就算這類

僱員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仍會有實質得益。） 

 

第三、以 2017 年第一季中位的工資（16,500 元）計算，中

層僱員將會有 22.4萬元得益（已扣除生果金），故全民養老

金肯定獲全港僱員的支持和擁戴 。 

 

第四、本質上強積金不是社會保障，没有保證回報或保證積

累，要僱員承擔市場回報風險；減少其持份額，有助增加社

會資源，作社會保障式養老。 

強積金不是公營管理，全部交由商業機構來運作，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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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以謀利為目標。故任何市場上的投資失利，都會直接減

少當年回報，要僱員直接承擔市場風險，保本基金也不能倖

免。基金上的行政運作費一直高企；成立 17 年的今天仍收

取強積金總額的 1.56%，與星馬兩地的中央公積金行政費

0.5%，仍有一段大距離。顯然私營養老金不是一個很受歡迎

的單獨保障制度，撥出一半供款用作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

制度，有助相輔相成。 

 

第五、自 2001年起，強積金整體年回報率有相當大的波幅，

和少許下降，與全民養老金相配合，有助挽回其保障養老功

能。 

扶貧委員會的諮詢文件行政摘要指出：「由強積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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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施至 2015年 10月底，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3.4%，同

期通脹率平均為 1.8%」（見《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行政摘要》

第五十五段，第十八註釋），只要翻查其年報，選用四或五

年階段平均回報，便知道其回報率有少許下降趨勢。即使沒

有下降趨勢，肯定出現按年大幅波動，見附圖）。即使有人

不同意下降趨勢數據，單預計未來歲月的通脹率平均達 3%，

實質的回報率不再是 1.3%，若或許是 0.3%。這樣的功效，

能對養老保障有多大作用。中國國務院也只能設計和承諾通

脹率不會超越年均 4%，那香港強積金可保證多少回報率？因

此結合全民養老金，將有助挽回強積金的養老保障功能。 

 

第六、每月撥出一半強積金供款成立養老保障基金，有助政

府推行保障基金作強積金其中一種僱員投資選項。 

私營運作強積金，一直侵蝕僱員權益，香港有民意要求

撤銷強積金制度。2011年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 三分二受訪

的強積金供款僱員贊成或非常贊成撤銷強積金。 

全民養老金肯定是公營運作，強積金其中一項投資選項，

肯定大大改正和優化強積金制度。有些學者更認為只要放開

外匯基金作為投資選項已可解決公營基金作投資選項的問

題。 

 

第七、優化強積金制度，配合全民養老金，能夠消滅長者貧

窮，進一步改善香港整體貧窮率。 

《諮詢文件》第四十五頁提出強積金制度優化措施，其

中「取消對冲」的具體政策至今（見 2017 年施政報告）仍

未落實，即使最後通過取消對冲，也要十年後才能全部取消，

同眾多優化措施一樣，都花很長時間，證其改革緩慢停滯不

前。只要確實強積金轉撥一半供款，便可落實全民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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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元；即時消滅長者貧窮，每位長者都可生活於貧窮線

金額以上。同時，亦可即時減少全港的整體貧窮率，何樂而

不為呢！ 

 

第八、強積金由於是向上分配，收入愈高者其強積金會是愈

多；自然是把現時香港貧富懸殊情况有擴濶擴大的傾向。故

此，抽取一半的勞資雙方供款，將有助減少和舒緩香港的貧

富懸殊情况。 

 

第九、實行強積金和全民養老金互相配合，有助邁向收窄全

港公民養老金額，使長者生活於更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 

強積金制度本質上是秉持多勞多得政策，奬勵自力更生，

自主自責解決個人退休生活需要。但由於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貧富差距，以強積金作為主力解決養老制度，肯定會把差距

延伸至退休後的長者生活財政資源。加上強積金的結構性缺

陷：主婦（夫）和殘疾人士等非經濟活動人士的非薪酬人士，

是不受任何強積金保障，長者退休後的強積金資產差距會是

零元與一百四十萬元之比。若撥出一半強積金供款（不會有

追溯性），用作全民養老金的三方供款制度，肯定會收窄退

休後的生活財政差距，最差情況也有九十三萬元（3500X12

月 X22 年預期壽命），與最高強積金積累一百四十萬元，相

差只有四十七萬元（前者是保證，後者則有市場風險），肯

定邁向公正公平的退休保障制度。絶大多數境况會是一百二

十萬元（93萬+30萬）與一百四十萬元之差（因一般長者會

有十數年供款，獲強積金積累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成為

較合理的安排，拉近退休後的生活資源。 

 

第十、2016年民意調查超過六成被訪者贊同調撥一半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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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用作實行全民養老金。 

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第一階段研究於 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 月 19 日期間進行，第二階段則在政府

五場地區公眾諮詢會結束後，於 2016年 5月 14日至 5月 29

日期間進行，兩個階段調查分別成功訪問 1,026及 1,134名

香港市民。約綜合兩個階段的調查結果發現, 三分二 

(68.8% 及 63.7%) 受訪者支持或非常支持香港設立無須入

息及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約六成 (63.5% 及

59.9.%) 受訪者贊成或非常贊成將僱主僱員的部份強積金

供款，放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結語 

由於私營強積金有很多結構性缺陷，現時超過三分二的

僱員，或被訪市民提出撤銷這個制度，只有結合全民養老金

制度才有望挽回強積金主要的功能。本文提出十大理由支持

調撥一半供款（不會有追溯），來建立三方供款的養老保障

基金。其中最關鍵的是全港僱員都會支持這樣的安排，樂意

供款；原因是全體僱員都有得益，包括其家中長者或家中的

主婦（夫）、和殘疾人士，多達十數萬元至數十萬元。因此，

不難理解超過六成市民都贊同實施全民養老金，和調撥一半

強 積金供款作為全民養老金的三方供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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