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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落實全民受惠的退休保障制度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014 年 11 月 15 日) 

 

 

前言 

1. 政府於本年八月廿日公布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的《香港退休保障未

來發展》研究報告，報告探討貧窮及人口高齡化的挑戰，並列出多個退保方案

及其可持續性等。周教授的研究報告清楚說明制訂老年金制度的需要，是推動

制度改革的重大里程。 

 

社聯立場 

2. 社聯認為香港目前的退休保障制度不完善，單靠綜援和個別津貼難以解決長者

貧窮問題，而隨著人口高齡化，問題只會越趨嚴重。目前是制訂全民退休保障

制度的關鍵時刻，雖然方案涉及供款引起社會議論，但即使政府原地踏步不採

取任何新措施，政府將來也無法承擔因老年人口增加所帶來的開支而要加稅。 

 

3. 全民退休保障不單能夠紓緩長者貧窮問題，更為所有階層提供社會保障。無論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方案抑或周教授的老年金方案，研究報告均顯示政

府、僱主和僱員三方供款的模式可行，而向長者每月發放 3000 多元退休金亦

屬可負擔的水平，社會不會因實行制度而承擔太大壓力。 

 

4. 不少先進國家都同時實行基本老年金和職業性個人儲蓄制度，造就一套能夠互

相配合的綜合退休保障方案，讓市民能夠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這些都是經

過深思熟慮的主流方案，並已運作多年，可作為參考。 

 

社會的初步反應 

5. 周教授的研究報告公布後，不少持份者紛紛發表對制訂全民劃一金額及免審查

的老年金制度的意見。在報章所見，政界方面，支持的政黨稍佔多數，商界則

絶大部分表示反對，部分經濟學者亦表示反對；發聲的民間社會團體則以支持

為主。 

 

6. 主要的支持意見有： 

 長者要有基本生活保障；而現有制度未能協助低收入及無酬人士維持基本

生活，需要制訂新的制度覆蓋所有長者的需要 

 精算顯示全民退保具財政可持續性 

 三方供款的供款額為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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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的團體則主要持以下意見： 

 資源應用於幫助有需要人士 

 全民退保方案支出龐大，並不具財政可持續性 

 反對額外供款，額外供款令供款人士百上加斤，及影響本港的競爭力 

 

 政府則表示要有更多時間研究報告的內容，才能決定下一步的工作；然而，佔

領事件令政府暫無暇兼顧此一重要民生議題。 

 

7. 可見現時爭議中存在的最大公約數是： 

 人口高齡化，長者貧窮問題嚴重，長者生活保障是一個共同關注課題 

 沒有人不同意要在政策措施上為老年收入保障做好準備 

然而當中有不少分歧地方： 

 雖同意現有制度必須改善，但應透過怎樣形式來作改變? 例如，是改善

第零支柱(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或建立第一支柱(公共退休保障制

度)? 

 就改善第零支柱或第一支柱的討論，有以下爭議： 

- 覆蓋度：是人人有份的基本保障抑或只幫助有需要人士? 

- 錢從何來? 市民是否願意額外供款 (供款額多少才可接受)? 

(當中包含財政可持續性：會否爆煲?制度面對經濟波幅時能否保持穩

健等) 

 

跟進工作 

8. 政府的下一步工作，應促進社會各界就「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及周教授提

出的方案作出討論及策劃如何推行方案，政府亦應為諮詢定下時間表，包括公

布跟進工作由誰負責 (扶貧委員會抑或另設小組?)，如何諮詢各持份者 (形式、

時間表等)，目的是促進社會就此重要課題儘早收窄分歧，建立共識。 

 

其他 

9. 除了長者入息保障的第零支柱及/或第一條支柱的改革外，政府必須全盤考慮在

安老政策上的規劃和承擔，並改善其他支柱的保障，當中包括：第二支柱 - 強

積金的效應必須提升，尤其是減低費用、並需即時廢除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及

遣散費互相抵銷的安排、或制訂年金計劃；在第三支柱 – 例如制訂稅務寬免

措施鼓勵私人儲蓄；及在第四支柱，妥善規劃長者安老的政策，改善醫療服務、

房屋供應、社區照顧等範疇的服務。 

 

 

2014 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