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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梁國雄議員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7年 6月 23日發出立法會CB(3) 740/16-17號文件後，

謹請議員注意，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獲得

通過，楊岳橋議員可修改其修正案。為方便議員參閱，原議案及議案

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措辭載於附錄 (只備中文本 )。  
 

2.  楊岳橋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以及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在

不同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  
 

 動議修正案的  
議員  

經修改修正案 

載於 

在以下情況會 

撤回修正案 

 

(a) 郭偉强議員  
(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 
 

-- 
 

若 梁 志 祥 議 員 的

修正案獲得通過  
 

(b) 楊岳橋議員  
(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 
 

附錄  
第 5 項  

 

若 梁 志 祥 議 員 的

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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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請致電

3919 3307與高級議會秘書 (3)4 胡瑞勤先生聯絡，以便秘書處準備

所需措辭的英譯本，供有關議員參閱。  
 
4.  為節省用紙，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5個情況的

附錄。然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該附錄連同相關

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

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柯創盛議員座位後的桌上。如議員希望

索取複本自用，請致電 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  
 
5.  此外，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已上載

立法會網站，供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連附件 (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 
  



附錄  
Appendix 

 
2017年 7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議案辯論  
 

1. 梁國雄議員的原議案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6年的堅尼系數為 0.539，反映貧富懸殊

問題非常嚴重；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指出，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持續上升，於 2015年高達 30萬人，足見政

府為長者設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成效不彰，千瘡百孔；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對長者的支援早已為人詬病，而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
計劃對超過 60萬家庭照顧者又毫無保障，政府建議的公共年金更只

屬投資產品，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周永新教授早前率領研究團隊

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研究後，提出設立免經濟審查的全民老年金的

建議；政府舉辦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在去年完成，而各項民意調查

及公眾諮詢論壇均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

三方供款及透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政

府一直迴避跟進此項建議；為了令市民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本會

促請政府：  
 
(一 ) 落實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而新一屆政府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此項建議作出回

應；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委員

會，並邀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方案及

財政安排等進行討論；  
 
(二 ) 把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述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的

500億元撥款增加至 1,000億元，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的啟動基金，並確保有關撥款不會用於優化長者生活津

貼，以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三 ) 改善強積金制度，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並確保不可因此削減僱員

現有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權益；及  
 
(四 ) 公開交代未來 50年由政府全數支付的各項設有經濟審查的

長者援助計劃的開支估算，包括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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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梁志祥議員修正的議案  

 
儘管政府持續增加社會福利資源，但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2016
年的堅尼系數為 0.539，在扣除稅項及福利轉移後仍達 0.473，反映貧

富懸殊問題仍然非常嚴重；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 2015年香港貧

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持續上升，於 2015年高達 30
萬人，足見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為長者設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成效不

彰，千瘡百孔；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對長者的支援早已為人詬病，

而及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對超過 60萬家庭照顧者又毫無保

障，政府建議的公共年金更只屬投資產品，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

周永新教授早前率領研究團隊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研究後，提出設

立免經濟審查的全民老年金的建議；政府舉辦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

在去年完成，而各項民意調查及公眾諮詢論壇均顯示大多數市民支

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及透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

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政府一直迴避跟進此項建議；為了令市

民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落實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而進一步完善全民退休保障安排，以達至 ‘全民受惠、
有需要長者得到更大援助 ’的目標，措施包括向所有年滿 65
歲的長者發放免資產和入息審查的高齡津貼；盡快落實
201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為長者生活津貼增加一層高額
援助的建議；以及進一步放寬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
限；新一屆政府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此項上述建議作出

回應；，以及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

門委員會，並邀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障的各項
安排，包括融資方案及財政安排等進行討論；  

 
(二 ) 把除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述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

的 500億元撥款增加至 1,000億元，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的啟動基金，並確保有關撥款不會用於優化長者生活津

貼，以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外，確保有足夠資源支
持各項全民退休保障的安排，包括優化高齡津貼和長者生
活津貼，以及解決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問題；  

 
(三 ) 改善強積金制度，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並確保不可因此削減僱員

現有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權益；及促使勞資雙方在強積
金對沖機制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增加強積金可投資的產
品，包括政府基建債券，以及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與通
脹掛鈎的基金；以及設立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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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繼續完善現行公共福利金的申領安排，包括為長者生活津
貼推出 ‘廣東計劃 ’和 ‘福建計劃 ’，以及讓領取傷殘津貼的長
者可同時領取高齡津貼；  

 
(五 ) 盡快推出公共年金計劃，並加大該計劃的規模，以及增加

銀色債券計劃的發行量及延長該債券的年期；及  
 
(四 )(六 ) 公開交代定期推算並公布未來 50年由政府全數支付的各項

設有經濟審查的長者援助計劃的開支估算，包括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註：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郭偉强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人口日趨老化，而香港並沒有一套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長者
貧窮的困局因而開始浮現；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2016年的堅尼

系數為 0.539，反映貧富懸殊問題非常嚴重；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

《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持續上升，

於 2015年高達 30萬人，足見政府為長者設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成效不

彰，千瘡百孔；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對長者的支援早已為人詬病，

而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對超過 60萬家庭照顧者又毫無保

障，政府建議的公共年金更只屬投資產品，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

周永新教授早前率領研究團隊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研究後，提出設

立免經濟審查的全民老年金的建議；政府舉辦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

在去年完成，而各項民意調查及公眾諮詢論壇均顯示大多數市民支

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及透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

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政府一直迴避跟進此項建議；為了令市

民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落實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而新一屆政府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此項建議作出回

應；透過扶貧委員會或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

導的跨部門委員會，並邀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

障的融資方案及財政安排等進行討論；  
 
(二 ) 吸納民間意見，例如把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述為

長者提供退休保障的 500億元撥款增加至 1,000億元，或撥出
2,200億元未來基金，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啟動基

金，並確保有關撥款不會用於優化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對

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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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改善強積金制度，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並確保不可因此削減僱員

現有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權益；及  
 
(四 ) 公開交代未來 50年由政府全數支付的各項設有經濟審查的

長者援助計劃的開支估算，包括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楊岳橋議員修正的議案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比 5年前進一步攀
升，達 0.539，創 45年以來新高，反映貧富懸殊問題非常越趨嚴重；

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長

者貧窮人口持續上升，於 2015年高達 30萬人，足見政府為長者設立

的社會保障制度成效不彰，千瘡百孔；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對長

者的支援早已為人詬病，而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對超過 60
萬家庭照顧者又毫無保障，政府建議的公共年金更只屬投資產品，

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周永新教授早前率領研究團隊就退休保障制

度進行研究後，提出設立免經濟審查的全民老年金的建議；政府舉

辦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在去年完成，而各項民意調查及公眾諮詢論

壇均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及透

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政府一直迴避跟

進此項建議；為了令市民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落實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而新一屆政府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此項建議作出回

應；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委員

會，為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並邀

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障的融資方案及財政安排

等進行討論；  
 
(二 ) 把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述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的

500億元撥款增加至 1,000億元，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的啟動基金，並確保有關撥款不會用於優化長者生活津

貼，以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三 ) 改善強積金制度，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並確保不可因此削減僱員

現有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權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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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公開交代未來 50年由政府全數支付的各項設有經濟審查的

長者援助計劃的開支估算，包括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  
 
(五 ) 在未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前，為安老政策制訂藍圖。  
 
註： 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郭偉强議員及楊岳橋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人口日趨老化，而香港並沒有一套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長者
貧窮的困局因而開始浮現；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2016年的堅尼

系數為 0.539，反映貧富懸殊問題非常嚴重；去年扶貧委員會發表的

《 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持續上升，

於 2015年高達 30萬人，足見政府為長者設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成效不

彰，千瘡百孔；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對長者的支援早已為人詬病，

而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對超過 60萬家庭照顧者又毫無保

障，政府建議的公共年金更只屬投資產品，風險完全由個人承擔；

周永新教授早前率領研究團隊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研究後，提出設

立免經濟審查的全民老年金的建議；政府舉辦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

在去年完成，而各項民意調查及公眾諮詢論壇均顯示大多數市民支

持設立免經濟審查、由勞資官三方供款及透過增加對財團徵收利得

稅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但政府一直迴避跟進此項建議；為了令市

民的退休生活得到保障，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落實設立全民免經濟審查及劃一金額的全民退休保障制

度，而新一屆政府應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此項建議作出回

應；透過扶貧委員會或成立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

導的跨部門委員會，並邀請不同持份者共同就全民退休保

障的融資方案及財政安排等進行討論；  
 
(二 ) 吸納民間意見，例如把 2015-2016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述為

長者提供退休保障的 500億元撥款增加至 1,000億元，或撥出
2,200億元未來基金，作為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啟動基

金，並確保有關撥款不會用於優化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對

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三 ) 改善強積金制度，包括取消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的累算

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並確保不可因此削減僱員

現有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權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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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公開交代未來 50年由政府全數支付的各項設有經濟審查的

長者援助計劃的開支估算，包括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五 ) 由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委員會需為落實

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及  
 
(六 ) 在未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前，為安老政策制訂藍圖。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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