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2 月 19 日公聽會長遠社會福利規劃意見書 

「最有需要」為名 短視政策為實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下稱：聯席) 是由全港八十多個不同類別的民間團體組成，目的為爭取設立全民退休保

障，確保全港長者「老有所養」。 

 

聯席認為，長遠規劃必須簿從根本地改變現有政府的思維模式開始。梁振英政府奉行過去政府的政策，只著重

發展經濟，重提維持低稅制，意圖埋沒貧富懸殊問題。此論調與過去政府不無分別；但貧富懸殊問題源於財富

分配不均，而導致現時嚴重的長者貧窮問題。港府由殖民地年代至回歸十五年來，對基層勞工及社會保障一直

停留在「施捨式」的「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其實，香港貧富懸殊的源頭是政府只會幫助「最不能

自助者」，政府一直拒絕針對財富分配不公義而進行根本性的社會制度改革。聯席認為，退休保障是基本的公民

權利，並非施捨式的扶貧福利；不過，梁振英以扶貧角度處理人口老化下的長者退休養老問題根本是「斷錯症」。 

 

在梁振英第一份施政報告當中，內容只著重發展經濟，對民生問題自說自話，毫無新意。聯席認為梁振英對於

處理香港結構性老年貧窮造成的退休保障危機視而不見。不過，他就土地開發問題上，卻高調地以「迎難以上」

的態度來硬銷他本人想推行的政策，指：「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期待社會達到百分百的共識（才去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當議題轉向社會普遍共識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時，他卻以「議題富爭議性」為理由，迴避就設立全民退休

保障成立專責委員會以及訂立推行時間表及路線圖。顯然，政府要有長遠規劃思維的第一步便是更正梁振英政

府的思維。 

 

現時問題核心從來不是「扶貧」、「敬老」的問題，而是全民「養老」、「安老」的問題。因此及早未雨

綢繆，就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實推行時間表及路線圖，才是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最佳辦法。不過，新

一屆政府上場後仍然奉行舊思維，仍然幻想透過聚焦「最有需要」便能解決過去社會長期積壓的長者

貧窮問題。可是，統計署早在去年六月公佈 2012-2041 年人口推算時，已明確表示人口老化將會令政府

增加長者的開支。 

 

現時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及生果金根本不能解決上述的問題。但政府官員視長者生活津貼會減少長者

「執紙皮」為目標，則已充分反映刻其刻薄短視的本質。聯席認為政府在上年十一月強行通過的長者

生活津貼「唔湯唔水」，既不能扶貧，又不是敬老，更惶論養老；這「三不像」建議不但造成社會分

化，亦無法解決「審查制度」下的貧窮問題及造成社會分化。長者生活津貼所引申的爭論眾多，除資

格、水平，法律及其他技術問題外，聯席更關注現時退休保障支柱從現在以至將來長者面對的基本養

老問題。聯席認為，這種「三級制」方案只是一個短視方案，在人口老化趨勢下，政府一直逃避面對長生

津，生果金及綜援在現有稅制下根本不能持續的問題，將來會否同樣加稅，增加下一代負擔，才是一大問題。

因此，「三級制」方案只能成為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過渡性措施。 

 

若政府仍對福利規劃有視野，聯席在此要求： 
1. 特區政府必須進行根本性的社會制度改革，並將財富進行再分配； 
2. 現屆政府必須就全民退休保障成立獨立專責委員會； 

3. 政府就全民退休保障訂定時間表及路線圖，並在任內進行公眾諮詢及落實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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