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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的對沖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使用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制度下僱主的
強制性供款對沖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相關事宜提供背景資料，並

綜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在第六屆立法會就此課題曾進
行的討論。  
 
 
背景  
 
2.  現時，《僱傭條例》(第 57 章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 )及《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 426 章 )均各自訂定條文，容許
僱主就強積金計劃或職業退休計劃所作供款的累算權益，對沖遣散

費或長期服務金。  
 
《僱傭條例》下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  

 
3.  《僱傭條例》分別於 1974 年及 1986 年加入遣散費及長期
服務金的保障，目的是為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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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補償，以紓緩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面臨的

短期財政壓力。  
 
4.  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款額的計算，是以僱員的服務年資 (如
最後一年不足一年則按日數百分比計算 )，按其最後一個月工資的三
分之二或最後 12 個月平均每月工資的三分之二來計算。計算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款額的月薪上限為 22,500 元，僱員可得的遣散費或長
期服務金最高款額為 39 萬元，而可追溯的服務年資並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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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制度  
 
5.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訂明的事項包括，除非獲得

豁免，僱主及僱員均須各自以僱員有關入息 5%，向註冊強積金計劃
供款，計算供款的每月入息訂有上限和下限，目前分別為 3 萬元及
7,100 元；而該上限和下限亦適用於須以其有關入息 5%作供款的自
僱人士。  
 
"對沖 "安排  
 
6.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亦賦權藉規例容許提取累算權

益中的僱主供款部分，以抵銷僱員按《僱傭條例》可享有的遣散費

或長期服務金。隨着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其後對《僱傭

條例》第 31I 及 31Y 條的修訂，如僱員有權獲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
金，而僱員的強積金計劃中已持有歸因於僱主供款的累算權益，則

可利用該等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第 12A 條訂明向僱主發還強積金計劃下累算權益的程序 (如僱
主已向僱員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以及向僱員支付強積金計劃
下累算權益的程序 (如僱主仍未向僱員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  
 
7.  據政府當局表示，每年有超過 30 億元的僱主強積金供款累
算權益被用作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單以 2016 年計，有
49 300 多名僱員的強積金戶口內的僱主供款累算權益被用以對沖遣
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涉及款項總額達 38億 5,500萬元 (包括約 34億元
強制性供款及約 4 億元自願性供款 )。平均每宗對沖個案的受影響僱
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減少了約 78,300 元。  
 
取消 "對沖 "安排  
 
8.  前行政長官於 2017 年 1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公布逐步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政府當局曾於 2018 年 5 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其
初步建議，其中包括規定僱主須開設一個專項儲蓄戶口，並須按其

僱員的每月收入的 1%向專項儲蓄戶口作出供款，直至其達至所有僱
員年度收入的 15%為止，用以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由政府提供

年期長至 12 年的兩層資助，用以分擔僱主於 12 年過渡期內的遣散
費 /長期服務金支出。其後行政長官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
府會優化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並把第二層資助的年期由 12 年延
長至 25 年。政府的財政承擔總額預計為 29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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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取消 "對沖 "的優化安排  
 
9.  當局曾在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11 月 20 日的會議上簡介取消
"對沖 "的優化安排。事務委員會亦在該次會議上聽取團體代表對此
課題的意見。按照在 2020 年 11 月 17 日會議上所商定，委員要求政
府當局在以後每次例會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
的最新進展。委員就取消 "對沖 "的最新優化安排提出的主要意見及
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政府資助  
 
10.  部分委員歡迎在取消 "對沖 "優化安排下就兩層資助計劃於
25 年資助期內的政府財政承擔額由初步建議的 172 億元增至 293 億
元的建議。然而，部分委員指出，商界仍然關注到政府的資助設有

時限，不足以讓僱主 (特別是微型企業 )履行其所有的遣散費/長期服

務金責任。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設立中央基金池，在取消 "對沖 "
安排後協助僱主履行承擔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額外開支的長遠承諾

(當有此需要 )。  
 
11.  政府當局表示，增加在取消 "對沖 "的優化安排下的政府財政
承擔額，目的在於協助企業適應政策上的轉變，尤其是佔全港機構

88%的中小微型企業 ("中小微企 ")。這有助僱主履行其遣散費 /長期

服務金的責任，繼而可為僱員提供更好的僱傭保障。在兩層資助計

劃下承擔的 293 億元中，第一層資助計劃及第二層資助計劃分別佔
147 億元及 146 億元。預料最能受惠於第二層資助計劃的是中小微
企，或較容易出現大規模裁員的企業。事實上，在第二層資助計劃

下的資源大部分將會用於協助中小微企 (尤其是微型企業 )應付取消
"對沖 "安排的政策改動。  
 
12.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設立中央基金池以應付僱主的遣散

費 /長期服務金責任的建議，對僱主整體而言未必有利，因為僱主在

向中央基金池作出恆常供款以外，可能仍需要為分擔大部分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而額外支付款項。當局又請委員注意，較少作出解僱 /

裁員的僱主 /界別需要補貼較常作出解僱 /裁員的僱主 /界別的遣散

費 /長期服務金，這種交叉補貼的做法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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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僱傭合約安排的影響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由於第二層資助的年期將由 12 年延長至
25 年，並以指明列表的資助比例遞減，部分僱主會因政策改動而以
較短期的僱傭合約聘用僱員。  
 
14.  據政府當局表示，雖然有關的政策改動或會令僱主及僱員

均出現行為轉變，但僱主解僱服務年資長的僱員而改聘新僱員，亦

未必能得益。在取消 "對沖 "的優化安排下，僱主將繼續獲准以其在
實施日期後的強積金供款對沖在實施日期前的遣散費 /長期服務

金，而且實施日期前受僱期的任何應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將會按照

實施日期當時的月薪計算，而不是按目前《僱傭條例》所訂，以解

僱時 (如解僱是在實施日期後發生 )的最後一個月工資計算。故此，
僱主沒有理據在落實取消 "對沖 "的建議後解僱其僱員。根據統計，
約 60%僱員是自己辭職的。在非自願離職的僱員當中，約 70%的僱
員因未有為同一僱主工作分別滿 2 年或 5 年而未能獲得遣散費或長
期服務金。  
 
15.  部分委員關注到，可能有部分在實施日期前有相對較長服

務年資並在實施日期後有顯著工資增幅的僱員獲得的權益總和 (遣
散費 /長期服務金權益連同其僱主向強積金戶口作出的強制性供款

的累算權益 )較他們在現行 "對沖 "制度下應獲得的為少。  
 
16.  政府當局表示，假若有僱員獲得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權益

及累算強積金權益的總和較其在現行 "對沖 "制度下應獲得的為少
時，政府會支付有關的差額，以回應勞工團體的關注，確保不會有

僱員的權益在取消 "對沖 "安排後反而減少。儘管如此，當局預計這
種情況不多，而且數目會隨着時間減少。就此方面的開支會與為兩

層資助計劃預留的撥款分開。  
 
17.  部分委員察悉，在取消 "對沖 "安排後，合約酬金可繼續用作
對沖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他們亦關注到，僱主日後會給予僱員合約

酬金，以逃避其遣散費/長期服務金責任。這些委員特別關注到，按

政府服務合約聘用的非技術僱員的強積金累算權益會否以合約酬金

對沖。  
 
18.  政府當局表示，一直以來，合約酬金可用以對沖遣散費/長

期服務金，此安排日後亦會繼續。當局將會規定政府外判服務承辦

商就 2019年 4月 1日起招標的政府外判服務合約所聘用的非技術僱
員支付合約酬金，但這些承辦商仍須依法向其僱員的強積金戶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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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等於其僱員相關收入 5%的供款。因此不存在以合約酬金對沖僱
主的強積金供款的問題。  
 
立法及實施時間表  
 
19.  部分委員強調，勞工界對政府當局的最新建議沒有提出異

議，並強烈籲請當局盡早落實取消 "對沖 "安排，而大前提是僱員在
《僱傭條例》下的權益不會被削減。這些委員亦深切關注到，政府對

推展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的決心，以及會否因應商界的反對聲音
而進一步修訂有關建議。  
 
20.  政府當局表示，取消 "對沖 "的建議的框架已敲定，但政府會
繼續聆聽各界就詳細推行安排的意見。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要落

實取消 "對沖 "的建議，預期必須對不同法例作出非常複雜且具爭議
性的修訂，以及須就推展有關建議制訂詳細的執行安排。考慮到有

關的法例修訂的複雜性，政府會致力於 2021-2022 年度立法會會期
向立法會提出賦權法例草案，以期草案在本屆政府任期內獲得通

過，並最快於大約 2025 年在 "積金易 "平台全面運作時，落實取消 "對
沖 "安排。  
 
開發 "積金易 "平台及專項儲蓄戶口計劃 1 
 
21.  作為優化取消 "對沖 "安排的建議的一部分，政府當局會協助
僱主開設一個歸屬其名下的專項儲蓄戶口，預先為潛在的遣散費及

長期服務金支出進行儲蓄，以減低他們支付有關款項時的財政壓

力。委員獲告知，為協助僱主設立專項儲蓄戶口，政府當局須定期

收集超過 30 萬名僱主存入專項儲蓄戶口的供款，並在有關僱主需要
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時，向其發放所屬戶口內的款項。因此，政

府當局計劃透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將建立的 "積金
易 "平台 (其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中央電子平台，支援全面的資訊查詢
及關乎強積金戶口管理的功能 )達致更佳的成本效益，以及利便僱主
在同一平台處理強積金和專項儲蓄戶口的事宜。  
 
22.  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1 月 19 日的會議上簡介在 "積
金易 "平台設立支援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的功能及在勞工處開發和管
理專項儲蓄戶口資訊科技系統 ("專項儲蓄戶口系統 ")的撥款建議。部
分委員關注到，"積金易 "平台最快於大約 2025 年才會全面運作。部

                                                 
1 在專項儲蓄戶口計劃下，除非獲得豁免，否則每名僱主將須於取消 "對沖 "

安排後，按其僱員每月有關入息的 1%向其名下的專項儲蓄戶口供款。專項
儲蓄戶口內的強制性供款只可用作支付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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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員亦深切關注到，在賦權法例通過後還需要一段長時間開發專

項儲蓄戶口系統並與 "積金易 "平台進行介面接合，以落實專項儲蓄
戶口計劃。委員籲請政府當局壓縮開發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的時間

表，早日落實取消 "對沖 "的建議。  
 
 
相關文件  
 
23.  相關文件已在立法會網站登載，詳情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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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的累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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