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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本年公佈的貧窮數據之中, 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達 0.537, 屬歷史新

高。亦有研究發現現時每三名長者便有人名生活於貧窮之中，處理人口老化及長

者貧窮問題實在是刻不用援.   

 

問題的根本，是源於政付未能有效反省其一貫的扶貧邏輯, 只有盲目信奉 

「將資源給最有需要之人士」的迷思, 使到今天許多長者都在街邊, 靠執紙皮, 

執鐵罐過活, 另願選擇死慳死捱, 都不拿要審要查, 具有侮辱性的綜援. 有研究

於 2010 年發現, 有 16 萬長者就算有需要都唔去拿, 反映「資源給最有需要」的

羅輯是嚴重出錯.   

 

假如政府要認真處理人口老化以及長者貧窮的問題, 就應早日落實三方供款之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經濟審查，問題多多 

 
近日有不少言論提出政府應先推過「長者生活津貼」, 再處理關於退休保障的問

題。長者生活津貼的問題在於其經濟審查的問題, 其次, 津貼的來源亦完全由政

付支付, 長遠來說對政府的財政開支將構成巨大的壓力.  關於經審查的問題, 

綜合市民以及研究退休保障的外國學者的觀點, 問題可以歸立為五點: 

 

1. 分化社會  

 

經濟審查表示, 有些人將會合資格，其餘的都排拒在外。假如我們真的希望社會

和諧，就不應實行經濟審查。另外，審查亦造成家庭不和 (如: 現時綜援以每戶

的總收入作出審查) 

 

2. 標籤效應 

 

由於審查對領取人造成負面的標籤效應，為了避免被社會視為「失敗者」，許多

有需要的長者都選擇不去領取，導致貧窮人數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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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費高 

 

如要推行經濟審查，必需先進行嚴格的行政程序，行政成本將大大提高。餘其花

錢在行政費用上，何不推行簡單而又免審查的退休保障呢? 

 

4. 懲罰儲蓄 

 

長者面對年老，收入大副減少，亦要面對體弱多病的問題，需要儲蓄養老，無可

厚非，可是，一旦推行審查，就變相向有儲蓄的長者進行懲罰. 

 

5. 漠視長者權益  

 

長者勞碌大半生, 為社會付出巨大貢獻, 得到基本退休保障是應有的權益, 合理

的回饋.   

 

 

全民退休保障, 富豪都有份, 公平嗎? 

 

全民退休保障，是希望為每位長者提供基保的退休保障，並且是免審免查，人人

受惠。觀乎本港現時的基本服務, 都是以全民性的原則實行，例如 12 年的免費

教育便是免審免查，而醫療服務亦是統一收費。退休保障, 實在是每個長者都應

有的權益。假如, 有人士認為他們不需要, 亦大可不去領取, 又或捐贈給慈善團

體.   

 

 

社會沒有共識? 

 

過去以及現屆特首曾表示全民退休保障沒有共識, 不過, 依據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的研究, 發現有近九成受訪者同意对振英任內需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而

該數子亦比 2010 年的八成半更高。 

 

外國有全民退休保障的例子嗎? 

 

而發展國家為例, 紐西蘭及荷蘭均有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依據 OECD (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 的數據顯示紐西蘭以及荷蘭的長者貧窮率為 1.5% 及 2.1%, 反

觀, 香港的長者貧窮率為 32.7%, 反映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能有效消滅長者貧窮問

題。 

 



中產會反對? 

 

今天中產有怨氣, 是因為他們有份付出, 卻無人支援.  假如設立審查的話, 中產

亦不能受惠. 相反, 假如推行全民退保, 全社會一同承擔, 但人人年老亦有基本

生活保障, 中產亦不例外, 何樂而不為? 

 

商界反對? 

 

首先,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建議是向那些每年利潤高於 1,000 萬的企業, 收取利

得稅，所以建議絕對不會危及中小企業的經營.  相反, 一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可以透過「銀髮市場」振興本地經濟.   

 

其次, 作為一個文明的大都會, 財團概然在本港營商, 亦十分應該付起應有的 

企業責任, 支持社會裡每一位長者也能老有所養. 

 

年輕人反對? 

 

有觀點提到假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將會把養老的責任全部推給下一代。可是，

該觀點未有仔細研究由民間團體 (如: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所建議的三方供

款計劃, 並且方案亦經精算師的確認, 能有效持續運作 50 年, 合乎財政可持續的

原則. 

 

相反, 假如現時的養老制度維持由政府全數支付, 當人口老化高峰期到達之時, 

政府財政將面對巨大壓力。假如政府屆時才為此作回應, 只好大幅加稅，受苦

的，亦將會是屆時的勞苦大眾。所以，由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其實是

未雨綢繆, 趁人口老化還未到臨時，預早進行部份的儲蓄，等人口老化高峰期到

達時，有足夠的儲蓄應付所帶來的額外開支, 實為以社會的整體來分擔人口老化

及長者貧窮的社會問題.   

 

老有所養是中國傳統價值, 全民退保有違原則嗎? 

 

全民退休保障所建議的金額其實十分謙卑, 也只不過是每月 3000 元. 假如長者

需要過更良好的生活, 依然需要家人的支持.  反而, 全民退休保障附合養老的

原則, 能確保每位長者都得到最起碼的生活保障。 

 

其實, 假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長者不旦可以跟家人一起居住 (現時有長者因為

要通過經濟審查而跟仔女分居), 假如長者拿取保障後有少量餘錢，更可支援其家

人或下一代的生活, 成為年老與年輕一代之間的橋樑.   



總結 

 

1) 盡快推行全民休保障，政府不斷拖, 莫排要用時間消滅需要?    

2) 議員要企硬, 短期落實免審免查的長者生活津貼, 長期推行三方供款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 

3) 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政府應成立專責部門，訂立時間表，制定路線圖，並

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可行方案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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