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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安排  
[ 立 法 會 CB(2)1301/15-16(01) 至 (03) 及

CB(2)1323/15-16(01)至(05)號文件 ] 
 
  主 席 邀 請 學 者 ／ 團 體 ／ 個 別 人 士 陳 述

意見。共有 14個學者／團體／個別人士表達意見，

他們的意見綜述於附錄。  
 
政府當局就學者的意見作出回應  
 
2.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下稱 "勞福局副局長 ")
感 謝 學 者 ／ 團 體 ／ 個 別 人 士 就 退 休 保 障 表 達 意

見。他表示，任何涉及龐大開支的退休保障建議，

都應從公共財政的負擔能力及可持續性的角度來

考慮。此外，有關將現時僱主及僱員向強制性公

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制度所作供款的一半轉入擬議

退休保障基金的建議，亦應予以審慎考慮，當中須

顧及該項建議可能對現行退休保障制度的其他支

柱造成的不利影響，以及僱員的普遍意見。他亦關

注到，倘若將大量公共資源用於全民退休金計劃，

或會削弱政府當局應付長者在公共房屋、醫療服務

及長者護理服務等其他方面需要的財務能力。他強

調，擬定可持續、可予負擔並為社會所能接受的退

休保障方案十分重要；他並表示，政府當局會審慎

考慮出席是次會議的學者就有關退休保障的各項

事宜提出的意見，亦會在諮詢期完結前繼續收集

更多市民的意見。  
 
討論  
 
由超過 180名本地學者聯署提出的不設經濟審查的
全民養老金方案  
 
3.  委員察悉，根據超過 180名本地學者聯署

提出的學者方案，所有 65歲及以上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每月將獲提供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養老金約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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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元，並由政府當局、僱主及僱員三方負責供

款。根據此方案，僱主與僱員均無須作出額外供

款，但須把現時各自向強積金制度所作供款的一半

轉入擬議的退休保障基金。至於政府當局方面，則

須把發放予長者受助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標準金額 )、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的

經常撥款轉入該基金，以及一次過注資 1,000億元

作為種子基金。此外，每年盈利超過 1,000萬元的

企業繳納的利得稅率會增加 1.9%，以產生額外稅收

來資助此計劃。根據上述融資安排，推算該退休

保障基金在 2064年前將有大約 1,600億元的淨結餘。 
 
4.  潘兆平議員傾向支持學者方案，但他關注

楊偉文博士的意見，即政府當局應向 1,000億元的

種子基金額外再注資 500億元，讓此不設經濟審查

的養老金方案得以持續。他邀請出席會議的學者就

這方面進一步表達意見。  
 
5.  黃於唱教授申報，他是周永新教授領導的

研究團隊成員，他表示，學者方案中有關 50年新增

開支的推算，是基於外匯儲備的估計投資回報率 (即
0%、 0.5%、 1%、 5%及 2%)而作出的。然而，上述

推算會受到兩項因素影響，即領取綜援的長者比例

的變化，以及每月領取退休金的受助人的年齡限制

會否因應壽命延長而提高。  
 
6.  楊偉文博士重申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的不確

定性，他呼籲聯署提出學者方案的 180多名學者按

最壞情況，推算不設經濟審查的全民養老金方案下

所需的新增開支。  
 
7.  副主席支持推行不設經濟審查的退休保障

計劃，但她贊同麥萃才博士的意見，認為退休保障

制度的可持續性會受到 3項無法控制的因素所挑

戰，即壽命延長、通脹及政府收入。應副主席邀請，

麥 萃 才 博 士 進 一 步 就 退 休 保 障 的 未 來 發 展 表 達

意見。他表示，政府當局應強化現行的退休保障

制度，例如放寬領取綜援的資格準則，從而加強對

有需要長者提供的援助。他亦重申，在每個人均應

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負責的大前提下，把強積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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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的 現 有 供 款 轉 入 一 個 退 休 保 障

基金的建議，將會引起是否公平的問題。  
 
8.  梁耀宗議員詢問，以稅收資助退休保障

能否有助維護公平，這正是各方對由政府當局、

僱 主 及 僱 員 三 方 供 款 的 建 議 意 見 分 歧 而 引 發 的

關注事項。他亦關注到，現時強積金的投資回報已

屬偏低，將現時僱主及僱員向強積金制度所作供款

的一半轉入一個退休保障基金的建議，將會進一步

降低其投資回報。因此，他建議將現時強積金制度

下的供款以一筆過方式轉入退休保障基金，藉以將

學 者 方 案 下 每 月 養 老 金 的 金 額 由 3,500元 提 高 至

3,800元。  
 
9.  黃洪博士表示，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 )
認為強積金制度應停止運作，而現時強積金制度下

的供款應以一筆過方式轉入一個不設經濟審查的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他表示，提出學者方案的本地

學者認為先前提及的融資安排可行，並可予以進一

步研究。  
 
關於融資安排的其他建議及關注事項  
 
10.  鍾國斌議員建議，除考慮將強積金制度

現時供款的一半轉入一個退休保障基金外，政府

當局亦應考慮將為數約 3萬億元的外匯儲備所產生

的 投 資 回 報 用 於 資 助 一 個 全 民 或 非 全 民 的 退 休

保障計劃。他亦認為，由於政府當局不會將任何

新增稅務收入撥作資助退休保障，故此並無必要

提高利得稅。  
 
11.  首席經濟主任 (三 )回應時表示，為數約 3萬
億 元 的 外 匯 儲 備 發 揮 維 持 聯 繫 匯 率 穩 定 的 重 要

功能。外匯儲備包含約 8,000億元的財政儲備，此為

政府當局可動用以支付各項政府政策開支的資源

總額。鑒於按現值計算，模擬 "不論貧富 "方案所需

的整體新增開支約為 1萬 5,000億元，差不多是財政

儲備的兩倍，因此他呼籲社會在討論退休保障的

課題時，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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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梁國雄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將大量公共

資源引向 "未來基金 "、各項基建項目及公務員退休

金計劃，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加稅，以便為合資格

長者提供較高金額的高齡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

改善他們的退休生活。他亦呼籲學者了解基層長者

的困境，檢討有關退休保障的建議，以期解決問題

的癥結。  
 
13.  張超雄議員讚揚黃於唱教授提出創新意

念，將模擬 "不論貧富 "方案下直至 2064年新增開支

(即 2萬 3,950億元 )的推算數字，與同期基建項目的

推算開支 (即 4萬 4,000億元 )作對比。黃於唱教授回

應 張 議 員 的 查 詢 時 表 示 ， 根 據 退 休 保 障 的 諮 詢

文件，政府當局須把利得稅和薪俸稅稅率分別調高

約 4.2個百分點及 8.3個百分點，以推行模擬 "不論

貧富 "方案。按此基礎，他粗略估計，政府當局須把

有關的增幅至少提高一倍，即將利得稅和薪俸稅稅

率分別調高 8個百分點及 15個百分點，以應付上述

基建項目的開支。  
 
不同退休保障方案的成效  
 

 
 
 
政府當局  

14.  張超雄議員關注到長者貧窮率偏高，他要

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假如推行模擬 "有經濟需要 "
方案，預計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將會降低多少。

勞福局副局長承諾在會議後提供所需資料，並表示

大 部 分 生 活 於 貧 窮 線 以 下 的 長 者 若 非 已 獲 綜 援

資助，便已表明沒有財政需要。  
 
15.  主席詢問，全民退休保障既被認為有助 "銀
髮市場 "發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可如何刺激經濟。

楊偉文博士回應時表示，憂慮 "銀髮市場 "的發展

可能會推高通脹率。麥萃才博士估計， "銀髮市場 "
會推高本地經濟約兩個百分點，這項估計是考慮到

香 港 現 時 的 每 年 零 售 額 和 預 計 2040 年 的 長 者 人

口，而據他觀察所得，有需要的長者會使用每月獲

發的退休金，但富裕長者則未必會使用此筆款項。  
 
16.  張超雄議員表示，他合資格領取美國政府

每月發放的退休金以支持退休生活，令他感到綽有

餘裕，消費時無須過於謹慎。他建議政府當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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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提供不設經濟審查的退休金可如何刺激本地

經濟和改變長者的消費模式，從而加深市民對退休

保障課題的了解，並推動他們就此課題表達意見。

勞福局副局長察悉張議員的建議。  
 
17.  馮檢基議員察悉，不少社區團體或政黨於

過去兩年進行的調查均顯示，香港人大多要求推行

全民退休保障，他不滿政府當局對退休保障的未來

路向採取預設立場，即對任何不設經濟審查的方案

均有保留。他亦關注到，退休保障的諮詢文件並無

提及尊重長者的重要性，現屆政府亦無誠意推展

退休保障的課題。勞福局副局長表示，作為負責任

的政府，政府當局必須向香港人清楚解釋其對任何

不設經濟審查的方案 (即不論貧富向所有長者提供

劃一援助 )有所保留，這是考慮到公共財政的負擔

能力和可持續性，以及這些方案可能會對香港經濟

及社會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  
 
18.  副主席強調，每月提供退休金可使長者

感到安心，她認為不應以長者對房屋及醫療服務等

其他方面的需要為理由而否定退休保障。她亦鼓勵

對退休保障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就所考慮的事項進

行討論、聽取持份者的意見，以及從較廣闊的角度

研究這個課題。退休保障的課題已討論了數十年，

儘管各方意見分歧，她對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並不

感到悲觀。  
 
19.  主席表示，若衞生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醫療

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完成工作並騰出空額，福利

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可於

2016年 5月或 6月重新展開工作。  
 
 
II. 其他事項  
 
2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7時 3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8月 22日  



附錄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年 4月 18日 (星期一 )下午 5時 30分舉行的特別會議  
 

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安排  
 

學者／團體／個別人士表達的意見及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  

 
1.  恒 生 管 理 學 院

決 策 科 學 學 院

數學及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李穎欣

博士  
 

  一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應涵蓋各方面，例如

收入保障、醫療服務及長期護理服務。  
  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採 用 模 擬 " 有 經 濟 需 要 " 方

案，以確保經優化的退休保障制度可予持續，

以及在人口愈趨老化的情況下更妥善地運用

公共資源。  
 

2.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經濟及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楊偉文

博士  
 
 
 
 

  按照超過 180名本地學者聯署提出的不設經濟

審查的全民養老金方案 (下稱 "學者方案 ")，
政 府 當 局 應 一 次 過 注 資 1,000億 元 作 為 種 子

基金。考慮到 1994至 2015年間的外匯基金投資

回報率及通脹，政府當局應向該筆種子基金

額外再注資 500億元甚或 1,000億元，以確保其

可持續性。  
  反對學者方案建議將現時僱主及僱員向強制

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制度所作供款的一半

轉入一個退休保障基金，原因是此項安排不符

合全球趨勢，亦可能會帶來道德風險。  
  政府當局應考慮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以資助

全民退休保障的推行。  
 

3.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副教授黃洪教授  
 
 
 
 
 

  借助電腦投影片，解釋學者方案的融資安排。

  根據學者方案，在 2064年前將有大約 1,600億
元的淨結餘，但如推行模擬 "不論貧富 "方案，

在 同 一 年 前 則 可 能 得 出 約 5,000億 元 的 負 結

餘。結餘數字差距龐大，可歸因於學者方案的

計 算 方 式 採 用 較 低 的 每 月 退 休 金 額 ( 即 按

2016年價格計算的 3,500元 )，以及領取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的長者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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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  
 
  基於各項政治考慮因素，政府當局不會將外匯

儲備的投資回報撥作資助退休保障。  
 

4.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會科學院經濟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梁天卓教授  
 

[立法會CB(2)1323/15-16(01)號文件 ] 
 

5.  澳 門 大 學 社 會

科學院經濟學系

兼任講師陳志誠

博士  
 

  鑒 於 財 政 司 司 長 及 其 委 任 的 長 遠 財 政 計 劃

工作小組所作的財政預測總是有所偏差，政府

當局應增撥資源改善其在這方面的表現。  
  鑒於政府當局在近年的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均

提出 "派糖 "建議，以及將大量公共資源引向

大型基建項目，陳博士認為政府當局並未就

財政赤字做好準備。  
 

6.  香 港 社 會 保 障

學會  
 

[立法會CB(2)1301/15-16(03)號文件 ] 

7.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教授黃於唱教授  
 

[立法會CB(2)1323/15-16(02)號文件 ] 

8.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財務及決策學系

副 教 授 麥 萃 才

博士  
 
 
 

  退休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受 3項無法控制的

因素所挑戰，即壽命延長、通脹及政府收入，

這些因素會因應經濟狀況和人口結構的變化

而改變。  
  在每個人均應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負責的大前

提下，如將強積金制度現時的部分供款轉作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之用，各持份者會對退休

保障基金的資金來源意見分歧，並且關注到

是否公平的問題。  
  解釋調動外匯儲備的限制及其投資回報。  
  每月提供退休金是一項福利政策，會招致經常

性開支，而將公共資源引向基建發展則為一項

投資，可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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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恒 生 管 理 學 院

經濟及金融學系

講師劉德政先生  

  劉先生支持周永新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提出

的 "老年金 "方案，但憂慮未來數十年在人口

愈趨老化、勞動人口萎縮及撫養比率上升的

情況下，上述方案是否可持續推行。  
 

10.  保險起動  
 

  據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的預測，結構性赤字

將於 2029-2030年度浮現，政府當局或會引入

新稅種加以應對。考慮到貨幣時間值原則，該

團 體 的 代 表 支 持 早 日 推 行 不 設 經 濟 審 查 的

全民退休保障，這可減輕年輕一代須付出的

成本，但卻可在他們年老時提供收入保障，

使其享有更大利益。  
 

11.  放射良心  
 

[立法會CB(2)1323/15-16(03)號文件 ] 

12.  林芷筠小姐  
 

  政 府 當 局 從 未 回 應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推 行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可 促 進 " 銀 髮 市 場 " 發 展 及 讓 長 者

安享晚年的意見。  
  政府當局應解釋為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而加稅

會對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  
 

13.  陳樹滿先生    就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強積金

制度的不足之處表達關注。  
  政 府 當 局 應 認 真 考 慮 推 行 被 認 為 財 政 上 可

持續、並能解決貧富懸殊及長者貧窮問題的

"老年金 "方案或學者方案。  
 

14.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專 上 學 院 高 級

講師李劍明先生  

  "銀髮市場 "的發展可有助穩定經濟。  
  長者正面對壽命延長所帶來的風險，推行全民

退休保障可對長者的身心健康帶來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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