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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會退休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政府為長者提供的各項現金援助 

退休保障變扶貧  大灑金錢騙市民 

高津年金濫充數  全民退保最可行 
 

上月 28 日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強調財算案與普羅市民共享經濟成果，可惜經發

表後隨即惹來社會各界及政黨強烈批評。是次財算案竟向有錢人提出稅項寬減及差餉減免，

總數高達 433 億，相反惠及基層的一次性措施只有 91 億，明顯政府是與有錢人共富，更反映

林鄭的理財哲學相較前朝政府更加重視有錢人利益，結果更為突顯貧富兩極化，愈富愈有、

愈窮愈無。 

 

雖然扶貧委員會於去年 11 月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指香港長者貧窮人口已近 34 萬，長者貧窮

率超過三成達 31.6%，但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拒絕承認扶貧政策「愈扶愈貧」的事實，甚至

以歪理辯解政府的全民退保等如現行的各根支柱（零、二、三、四支柱）的總和，而非社會

共識、世界銀行定義及普遍市民理解的一支柱。 上屆政府提出推行高額長生津後，時任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隨即指出單一融資將令香港提早至 2026 年面臨結構性財赤。今天，即使財政儲

備過萬億，八成市民支持香港設立免審免查的全民退休保障，然而林鄭月娥卻選擇違背民意，

繼續與民為敵。 

 

事實上，政府現有的逆按揭計劃及快將推行的終身年金計劃，不但誤導長者，亦製造階級矛

盾及分化。早前，政府呼籲長者利用自住物業參與安老按揭計劃，鼓勵長者「自製長糧」，

實際上有關計劃需要子女償還貨款才可在願有單位繼續居住。此外，政府又意圖以豁免資產

計算誘使長者參加年中推出的終身年金計劃，罔顧一切投資風險，目的為推卸責任，迫使長

者個人承擔所有市場風險。 

 

以上種種措施均與原定政策目標相違背，亦未能有效保障市民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過去， 民

間及立法會多次追問政府有關高額長生津的相關數據，並要求政府公開交待未來 50 年所有審

查福利的財政安排，以及回應日後會否因財政問題而收緊各種福利的領取資格或減少領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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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惟政府一直拒絕回應。另一邊廂，政府卻在毫無研究及數據支持下，假借部份長者是「低

收高資」為由拒絕落實立全民退休保障，做法欠缺長遠財政規劃，亦對市民極為不負責任。 

 

特首林鄭月娥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上任至今並未與民共議，推行民間提倡及財政可持續的全

民退休保障計劃，反而獨斷獨行，繼續加強要審要查的扶貧措施。我們在此警告，林鄭月娥

及政府以行政主導方式，拒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並改以全數由政府稅收支付的審查式

援助計劃，香港正邁向老齡化及貧富兩極化社會，定必造成政府嚴重負擔致財政上難以持續。

政府以修小補方式優化各根退休保障支柱，並不能取代全民退保的防貧功能，只有落實全民

退保，才能令香港長者真正安心及活得有尊嚴。最後，我們強烈要求： 

 

（一） 政府須履行承諾，與普羅市民分享經濟成果，為人口老化作長遠規劃，撥出 1000 億作

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種子基金； 

 

（二） 政府須順應民意，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並成立跨部門委員會，由政務司及財政司

出任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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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政府必須公開交代未來至 2066 年全數由政府支付的各項審查援助計劃的公共開支，

包括：高額長生津、長生津、生果金、長者綜援等，以讓公眾了解政府未來的公共財

政開支。 

 

 

 

 

2018 年 3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