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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長者津貼  效英國改革  

 

撰文: 周基利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 

欄名: 全民退保多面睇 

 

英國早於 19 0 8 便立法通過退休金法案（ P ens io n  Ac t），建立了一個有

資產審查但免供款的長者福利，可說和本港的長者綜援相似。從此，

英國的退休保障便逐漸建立起來。  

 

1 9 46 年，英國透過通過社會保險法案（ S o c i a l  In s u r ance  A ct），成立

了國家基本退休金（ Bas i c  S t a t e  P ens i on； BSP），它是一個劃一供款

率和劃一退休金金額的退休保障計劃，在 1 99 5 年金額大約是平均工資

的 15 %。因為要有足夠供款年期的供款人才合資格申請，所以這個計

劃和本港的強積金一樣，對於長期失業和家庭主婦幫助不大，但早前

提及有資產審查但免供款的長者福利便能補助這些未能受惠的人士的

退休生活。  

 

福利設有審查  補退保不足  

 

從這時開始，英國的退休保障制度便一層層的建立起來。而且我們亦

可見將兩個退休保障計劃連繫在一起，互補不足的好處。  

 

此外，在四、五十年代私人公司亦開始提供一些退休金計劃，經過 2 0

年的發展，在 19 60 年，已經有約一半的在職人士參與這些計劃。換句

話說，仍然有一半在職人士只能單靠國家基本退休金了。有見及此，

英國於 1 97 8 年推出與國家工資有關的退休金計劃（ St a t e  E a rn i n gs  

R e l a t ed  P en s i on  S ch em e； SER PS），提供達工資四分之一的退休金，

加上國家基本退休金的 1 5%，總共可提供 4 0%工資水平的退休金。但

已參與私人公司退休金計劃的，便可選擇繼續參與原本計劃。  

 

筆者認為 S ERPS 的推行是彌補當時國家基本退休金和私人公司退休

金計劃的不足，情況其實和現在香港的問題有點相似。強積金和政府



的生果金與綜援仍然沒法為所有長者提供足夠的收入保障，究竟剛在

立法會通過的長者生活津貼是否可以填補缺口呢？大家一定會拭目以

待。  

 

緊縮改革奏效  助政府節流  

 

8 0 年代，戴卓爾夫人政府推行了三項緊縮的改革措施，令政府在退休

保障制度的角色變得更加輕。  

 

第一︰令國家基本退休金金額的增長由工資掛鈎改為與物價掛鈎，減

低有關開支。  

 

第二︰令國家工資有關的退休金計劃（ S ERPS）提供達工資四分之一

的退休金金額減為只提供工資的五分之一。  

 

第三︰除了私人公司的退休金計劃和 S ERP S 外，更設立了一個個人儲

蓄的固定供款（ D ef i ned  Co n t r i bu t io n）退休金計劃。供款是免稅的，

除非到達一個上限。  

 

英國可說有先見之明，早其他歐洲國家整整十年，便開始為退休保障

制度財政上的可持續性進行改革。對香港來說這些措施都不大合用，

因政府在退休保障制度所投放的資源可說是甚少。  

 

全民保證津貼  港值得借鏡  

 

跟着工黨上場，嘗試幫助長期失業的在職人士。如在 200 1 年推出一個

低成本的個人退休金計劃（ St ak eh o lde r  P en s io n）鼓勵低收入人士參

與，但不太成功。第二︰將 S ERP S 轉換成一個「國家第二個退休金」

（ St a t e  Secon d  P en s i on），提供較高退休金金額給予低收入和長期失

業的在職人士。但卻令計劃對中及高收入人士更不公平，以致他們有

更大的動機選擇私人公司的退休金計劃或新設立的個人儲蓄固定供款

退休金計劃。  

 

第三︰ 19 99 年，設立了最低收入保障（ G u aran t ee  Min imu m In c o m e），

代替了國家基本退休金，將退休金金額的增長再改與工資掛鈎，以提

高增長速度。甚至於 20 03 年成立退休金津貼（ P ens i on  C r ed i t）以取

代 GM I。津貼分為兩部分︰保證津貼（ G u ar an t ee  Cr ed i t）和儲蓄津貼

（ S av in gs  C r ed i t）。保證津貼基本上是全民性的，凡年滿 65 歲及居



住在英國的便可申領，保證收入（單身一人）不低於每周 1 4 2 . 7 英鎊，

值得港府借鏡。而儲蓄津貼是給予有退休儲蓄者的另外津貼，金額不

低於每周 18 .5 4 英鎊。  

 

國家第二個退休金、私人公司的退休金計劃和個人儲蓄固定供款退休

金計劃可說是英國退休保障的第二層，所以他們的參與率都是此消彼

長、互相補足的。  

 

今年英國正進行兩項改革措施。第一︰假如僱員沒有參與其他認可的

退休金計劃，他的僱主便有責任自動安排（ au to m at i c  en r o l l m en t）其

僱員參與認可固定供款或固定收益（ d e f i n ed  b en ef i t）退休保障計劃，

當然僱員有權不接受這安排。這項措施似乎是參考了行為經濟學的研

究成果而設計，當然這措施是否能有效地增加僱員參與退休金計劃的

比率便要拭目以待。  

 

效英公營強積金  減行政費  

 

美國亦有利用行為經濟學理論去設計一些退休儲蓄計劃，以增加其參

與率。港府亦應盡快在本港進行有關研究，以確定這些措施是否有效。 

 

第二︰英國亦成立了國家僱員儲蓄信託（ N at i on a l  E mp loym en t  S av in gs  

T r us t），以供僱主選擇作自動安排固定供款退休保障計劃。國家僱員

儲蓄信託由國家僱員儲蓄信託公司運作，是一個公營機構直接透過政

府部門向國會負責，行政費只是 0 .3%，這個安排和上次介紹瑞典的情

況十分相似。  

 

筆者認為政府確實需要考慮成立類似的公營機構營運強積金計劃，以

減低其高昂的行政費用。（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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