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政府為長者提供的各項現金援助》意見書  

 

本港人口持續老化，政府統計處於 2016 年公布的中期人口統計，

2016 年本港共有逾 116.3 萬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較十年前增加 36.4%，

其中 80 歲及以上人士達逾 34 萬人，升幅更達 66.7%，而長者佔整

體人口的比例則在 10 年間由 12.4%增至 15.9%。在過去 10 年在職長

者（ 65 歲至 74 歲）急增近 1.4 倍至 112 104 人 1。  

 

雖然政府為長者提供不同的現金援助，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各項津貼，包括「高齡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等 2，令長者未致因退休而沒有任何收入，

但公民黨認為現時政府為長者提供的各項現金援助仍然未能有效改

善長者的生活質素。根據《 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現時有 34

萬名長者屬貧窮戶中，非綜援住戶佔 8 成 7，6 成貧窮長者居於沒有

按揭的自置居所中 3，根本未能在各項現金援助受惠。  

 

現金援助治標不治本  

 

即使經過政府恒常投放現金生活津貼扶助之後，仍有近三十四萬長

者未能脫貧，貧窮率高達 31.6%，較前年增加 1.5%，超越每十個長

者就有三個貧窮的水平。即使政府投放現金、提供福利甚至以其他

形式介入，去年的貧窮長者人數均比以前多，可見現時的現金津貼

無助改善長者貧窮的問題 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直言，即使

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亦無法消滅貧窮線， (因為貧窮線本來就是

為社會經濟結構問題而立 )，只可將其將收入差距收窄，更料僅得 1

至 2%的長者獲相關計劃援助後可脫離貧窮線 5；雖然羅局長仍認為

設立全民養老金不能解決長者貧窮問題，並重申綜援政策是解決他

們貧困最基本亦是最有效的制度 6。但公民黨認為正顯示政府根本沒

有任何意志，從根本改善長者貧窮的問題，就算特區政府不斷增加

金額扶貧，好像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符合資格的長者每月可領

                                                 
1 香港統計處：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 https://goo.gl/5ieqxy  
2 立法會二題：向長者提供財政支援 https://goo.gl/iSZ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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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評論：羅致光網誌談貧窮長者 https://goo.gl/V9iE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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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3 400 多元，他們的收入仍低於貧窮線的 4 000 元，根本無助解決

問題。  

 

現時由高齡津貼  (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長生津 )、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  (高生津 )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長者綜援 )組成，當中長生津及

高生津的覆蓋率只有約為  47%，即使再加上綜援及傷殘津貼，覆蓋

率也只有  74%，實在難以稱得上全民保障。至於領取水平方面，較

易領取的生果金只有  1 345 元，設有經濟審查的長生津、高額長生

津及綜援，則分別為  2 600 元至  3 485 元 7，公民黨認為坐擁近萬

億元財政儲備的特區政府只願為貧窮長者提供合共約 522 億元的現

金援助實屬刻薄，完全無視這批長者為香港勞碌半生，對香港經濟

所作的貢獻。公民黨重申，政府有責任照顧勞碌半生的長者，讓他們

有尊嚴的生活，安享晚年，與他們一同分享社會繁榮的成果。  

 

確立退保五支柱  讓長者安享退休生活  

 

世界銀行於 2005 年提出的退休保障的五大支柱，以確保退休後長者

能夠應付日常的基本生活開支及有尊嚴地生活。當中零支柱為扶貧

作用，以資產審查針對貧窮長者提供援助 (如綜緩 )。以綜緩為例，領

取綜緩的長者人數佔合資格申請的長者約六成，這歸因於社會的標

籤效應 (labeling effect)。這反映零支柱並不夠全面，假如「有經濟需

要」退休保障計劃定位為零支柱，未能全面地解決長者貧窮。  

 

現時，香港缺乏「強制性第一支柱」 (即公營管理、隨收隨支的強制

性供  款計劃 ) 確保長者有安穩的退休生活。早前，政府委託周永新

教授所做的退保研究亦指出「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應以設立

全民老年金為主要的考慮」，  反映設立第一支柱有實際需要。公民

黨認為，政府需以建立共責且全面的公共退休保障制度為目標，而

非開倒車。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才是治標的方法  

 

公民黨認為即使現時特區政府不斷增加金額扶貧讓符合資格的長者

每月可領取 3 400 多元根本無助改善長者貧窮的問題；唯有推行無

                                                 
7 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政府為長者提供的社會保障金額 https://goo.gl/ZQu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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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才可真正保障長者晚年的生活水平。  

 

公民黨認為，政府必須在現時錄得巨額盈餘的情況下，以專款專項

成立種籽基金 1 000 億，在「三不」 (即不加稅、不增加僱主供款比

率、不加重僱員供款負擔 )的條件下，做到一項可永久、持續的保障，

讓長者在退休後每月得到不少於 $3 500 元的退休金，落實全民退休

保障之餘，亦減輕政府獨力承擔人口老化帶來的公帑的壓力。公民

黨亦支持由學者提出的全民養老金 2064 方案，以三方供款作為融資

方法 (30%來自勞資雙方，50%來自政府注資，20%來自大企業額外利

得稅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同時，「全民退休保障」乃是社會安全網的重要部分，原意是為長者

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好讓他們安享晚年。因此，公民黨反對向長者

進行資產審查，不應以任何方式標籤一群為香港打拼大半生的長者。  

 

總結  

公民黨認為，全民性的公共退休保障制度是社會倫理道德的體現。

政府必須設立全面的社會保險制度，確保公民特別那些曾經為香港

社會付出的長者，能享有尊嚴及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公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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