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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香港的退休保障以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意見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25/6/2011） 

 

1. 前言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將於2011年6月25日舉行會議，就香港的退休保障以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計劃聽取團體的意見，本文闡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對此課題的意見。 

 

2. 背景 

2.1 長者貧窮問題越趨嚴重 

現時香港長者的貧窮情況嚴重，根據統計署的數據，現時香港約有 27 萬長者(65 歲或以上)生

活於貧窮住戶，佔長者人口超過三成。另一方面，香港的人口正急劇老化，長者佔人口的比率

推算將由現時的 13%上升到 2039 年的 28 %，人數將接近 240 萬人1，若長者的貧窮狀況屆時仍

沒有改善，香港的貧窮長者人口將上升至 71 萬。 

 

2.2 長者的壽命增長 

人口老化除代表長者人口增加外，另一趨勢是長者的壽命越來越長，現時 60 歲或以上的男性

及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分別是 22.6 年及 28.6 年，到 2039 年，此數值將會上升至 25.8 年及 31.4

年2，這意味未來的長者將需要更多積蓄應付退休需要。 

 

另一方面，女性的壽命長但平均工作時間卻較少 (男性一生人的平均工作時間約為 35 年，女

性只有 27 年)，她們需要更多的退休積蓄。 

 

2.3 現行退休保障制度的不足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0 年 12 月提交立法會的文件3，現時香港保障長者

入息依靠三條支柱支持，即: 一. 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二. 強績金，及三. 個

人自願儲蓄。社聯認為現時三條支柱各有其欠妥善之處，未足以應付未來人口老年化的挑戰。 

 

 高齡津貼及綜援 

高齡津貼制的金額不是根據長者的實際生活需要而計算，因此並不是為長者提供足夠入息保障

的有效制度。 

 

綜援制度則因負面標籤及與家人同住長者不能獨立申領等原因，使很多有需要的長者不願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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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領取保障。根據樂施會的研究4，現時合資格領取綜援的長者中，有超過四成並未有領取

綜援。 

 

此外，2000 至 2010 年領取綜援長者的數目由 15 萬人上升約 19 萬人。現時政府每年用於支付

長者綜援金開支為 80 億元，預計未來人口老化，將為綜援系統帶來更大的壓力，使人擔心未

來綜援制度在財務上的可持續性，以及政府會否因財務上的壓力而減弱對長者的保障力度。 

 

 強積金 

強積金是與受僱相關的個人專戶退休制度，因此未有受僱者便不能受到強積金的保障，而由於

強積金並沒有資源再分配的機制，因此並不能有效改善貧窮勞工退休後的生活水平。 

 

此外，強積金需依靠長時間的積累才能產生保障退休生活的功效。根據估算5，即使是一位賺

取中等收入的僱員，其強積金的年率化回報達至 5.5%，亦須供款最少 19 年，才能達至每月足

夠領取 3000 元退休金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在未來最少 10 年，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勞工，亦未

能透過強積金得到足夠保障，而低收入員工則須要透過更長的時間，才能累積足夠的儲蓄作退

休之用。 

 

此外，強積金的風險過高，根據強積金管理局的報告6，其中風險最高的股票基金，過去十年

的每月最高回報及最低回報分別為 15%和負 21%，而根據該報告提供的模擬例子，一名過去十

年於強積金作成功投資的人士，其投資回報為供款額的三倍，而一名投資失敗的人士，其投資

虧損可達至供款額的一半。在此制度下，市場波動的風險全由市民個人承擔。 

 

 個人自願儲蓄 

個人儲蓄方面，根據社聯 2006 年的研究，只有 4%未退休人士，表示有為自己擬定一個具體的

退休儲蓄計劃7。此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調查8，現時在無子女供養及無領取綜援的長者

中 (人數約為 23 萬) ，有超過一半(56%)的個人儲蓄少於 5 萬元。而根據匯豐銀行於 2010 年於

香港進行的調查9，平均港人的退休儲蓄約只有 315,000 元，即一位擁有中等退休儲蓄的市民，

若退休後要達至每月開支 3,000 元的基本生活水平，其儲蓄亦只夠維持約十年。 

 

此外，有意見認為香港作為華人社會，子女供養是退休保障的重要支柱，然而隨著家庭觀念的

轉變，子女供養作為退休支援作用亦正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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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署處據顯示10，獨居或只與配偶同住的長者佔長者人口的百分比由 1996 年的 28%上升

到 2010 的 37%。此外，在香港整體貧窮情況惡化下，子女供養父母能力亦有所減弱，根據統

計署 200911年的報告，現時約有四成(2 萬名)長者沒有子女給予生活費。 

 

3. 建議 

3.1 為長者入息保障制度未來發展盡快進行全面研究及諮詢 

香港老人貧窮及人口老化問題帶來的危機，正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近年不同團體亦提出不少

改善長者入息保障的長遠策略建議。 

 

特首曾蔭權先生曾於上月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就改革退休保障制度的訴求表示不會「把時間

消耗在沒有結果的爭論上」，社聯對此極為失望。根據社聯及其他調查顯示12，香港市民普遍認

同為長者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由於保障長者入息的不同方案，涉及不同階層、不同代際間的資

源分配，必須透過廣泛的社會討論才從能夠建立共識。因此政府應盡快對香港推行不同退休保

障的可行性及利弊進行研究，並就有關問題展開公眾諮詢，讓市民就不同制度的選擇取捨表達

意見。 

 

社聯認為由於蘊釀共識需時，因此有關諮詢應盡快推行，以確保可在人口老化高峰期到臨前，

建立穩固的退休保障制度。 

  

3.2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現時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殘缺不全，令許多長者得不到足夠保障，結果出現嚴重的長者貧窮問

題。強積金制度並未照顧低收入，無業者等弱勢群體的長者入息保障需要，這不但影響長者的 

生活質素，將來如有更多貧窮長者需要倚靠綜援，也將增加政府長遠的福利開支。社聯建議透 

過社會融資為全港所有長者提供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所有人士，包括低收入人士、收入不穩 

定者、家庭照顧者等未受惠於強積金計劃的人士提供經濟保障。此舉可避免這批長者及中年人 

士陷入貧窮，亦可減輕政府在長者福利上的開支。 

 

 

 

 

201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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