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實施安排》意見書  

 

政府計劃於 2018 年 6 月推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雖比現時長者生活

津貼金額高且放寬資產限額，但無耐仍未能長遠解決長者生活困難。  

 

行政成本高  審查機制充滿漏洞  

 

高額長生津要求設資產審查，一方面提高政府行政成本，另一方面

長者亦可能要尋求社福機構的協助，變相令長者申請人多了一種無

力感。計劃本意是令長者得到支援，但結果反而會令長者覺得是社

會負累，這正是當日周永新教授提醒不設審查養老金計劃，不是福

利是權利的原因。  

 

另一方面，審查機制有機會變相鼓勵資產轉移情況，如將資產投放

於將會推出的年金計劃或將資產轉移給子女，令審查機制形同虛設，

亦有機會進一步增加行政成本。  

 

公民黨認為與其花錢於行政及審查機制，倒不如將錢投放於免審查

的全民退保，省卻行政費並真正惠及市民。  

 

審查機制不能滿足長者生活需要  

 

現時生果金、長生津、長者綜援及高額長生津比 2064 退保方案為低，

且連政府 $4 000 的貧窮線（《 2016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都未達到，

更不用說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未能反映現實情況。例如根據樂施會於

2014 年發表的基本生活開支與貧窮線研究已指出，一人長者每月整

體基本生活開支已 $4 613，若按通帳率計算，金額已超過 $5 000。  

 

對於有領取津貼的長者來說，一方面這金額根本未夠滿足日常開支；

另一方面，就算長者擁有一定資產，但他們的收入也未必能夠支持

日常開支及醫療負擔。唯有無審查、惠及全民的養老方案才能滿足

長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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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考慮融資方案  將造成財政壓力  

 

政府方面表示到 2064 年，年均每年開支將會增加 113 億每年開支，

並指出這只是全民退保的 5 分 1 金額。  

 

只是，這 113 億的金額支出，難免讓人質疑過份樂觀，亦未見政府

提出已作具體風險壓力評估；另外，政府統計處已作出估算，人均壽

命增長及勞動力下降，都成為未來人口老化的重大危機、亦必導致

醫療、安老等方面開支增加，當情況出現或經濟衰退時，政府又未有

考慮任何融資方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只是由政府單方面以稅收支

持，將有機會導致財政危機，甚至影響現有社會保障，如 2003 年一

刀切削減綜援金額作為解決政府財赤的方法就是一個先例，這種削

減基本福利津貼的方法，往後至今的結果令處於貧窮的市民無法自

助自強，無法脫離貧窮網。  

 

反觀 2064 全民退保方案提倡勞、資、官三方供款，一方面不會提高

三方的財務壓力，且能提供可持續及穩定的全民養老措施。  

 

順應民意  落實全民退保  

 

高額長生津屬於零支柱，設審查機制之餘，且是以隨收隨支（ pay as  

you go）形式推行。不但無助解決長者貧窮問題及滿足長者生活需要，

且有機會令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另一方面，扶貧委員會的退休保障諮詢報告中指出，近 19 000 份意

見書中，逾 9 成支持落實全民退保，以解決香港長遠長者生活問題。  

 

公民黨要求政府順應民意，盡快落實全民退保，還長者尊嚴生活。  

 

公民黨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