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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兒防老漸趨沒落？ 

 

筆者留意到日前統計處剛發表《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2 號報告書》的《退休計劃及老人經

濟狀況》調查。這個研究是香港有關退休保障問題的最新、亦是樣本最大的數據；香港未來對

全民退休保障的討論，很大可能都是以這調查的數據作為依據的。  

去年 11 月，政府重申中央政策組正就長者的經濟狀況和退休計劃，進行一個全港性的住戶調

查，涵蓋大概一萬個住戶，年底將有初步結果，到時政府很願意與社會人士一起就這些結果，

商議制訂一套能持續的退休保障制度；當中提及的大型調查，便是指這個研究了。  

讀者假如不是善忘的話，都會記得勞工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推銷長者生活津貼時，強調政府並

沒有忘記長遠就退休制度的研究，亦有提及這個調查。  

供養父母金額未見減少  

扶貧委員會最近委託港大周永新教授就退休保障進行研究，無可避免，這個調查亦將提供最重

要的數據。局長亦強調周教授的研究，將會是一個對香港退休保障的終極研究，並會以數據為

依歸作科學化的推算，以及作出全面和中肯的分析。可想而知，這個調查對香港退休保障改革

的重要作用。  

調查於 2012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一萬名年滿 35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成功率為七

成半。在該調查中，退休人士的定義包括下列兩種 35 歲或以上的人：一、統計時已經退休、

曾經退休但在統計時有繼續工作的人；二、統計時沒有打算工作的 65 歲或以上、非從事經濟

活動的人。  

筆者今次想集中討論一下子女供養的問題。該調查發現，有八成現已退休的人表示他們的家人

（不論是否同住）現正提供經濟支援，其中 16.7% 表示由家人提供的每月平均生活費為 1 至
1999 元、30.8%為 2000 至 3999 元、48.5%為 4000 元或以上。這些退休人士現時平均每個

月由家人提供的生活費中位數為 4000 元。  

調查亦推算現時約有 80 萬退休人士，筆者粗略估計，家人（筆者推測大多數是子女）供養長

者的每年總額達 300 億元（80 萬人×80% × 4000 元×12 月）。究竟 300 億元算不算很多？

現時政府對長者的經濟援助，包括綜援、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等，大約是 250 億元；即是

說，子女供養退休父母的總額仍然比政府提供的多。  



大多數人包括很多學者均認為子女供養退休父母的重要性，在未來二三十年將快速減少。原因

有幾個：一、子女數目減少；二、父母沒有這樣的期望；三、子女不願意供養父母、或沒有能

力這樣做。  

讓我們看一看數據，情況在過去十二年有沒有改變？2000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統計處亦進行

一項有關長者的經濟狀況調查，成功訪問大約二千多名 60 歲或上的長者，回應率是七成半；

是次調查亦有問及子女供養長者父母的問題。結果發現，有五成六長者表示子女有給予他們生

活費，中位數為 2000 元。與 2012 年的調查比較，實在看不到子女供養年長父母的金額在過去

十二年有減少的趨勢。  

期望子女供養只屬少數  

不過，翻看報章報道，大多強調現正中年（三十五歲或以上）的人中，只有 16.3%期望退休時

子女會供養自己；葉兆輝教授亦稱養兒防老定律不再。  

不過，筆者認為他們的期望只是影響子女是否供養他們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而且這種對子女

的期望在過去十二年又是否急速改變？筆者再比較 2000 年與 2012 年的調查，原來 2000 年
的調查亦包括二千多名 45 至 59 歲的中年人。該研究亦有問及他們如何為退休後的經濟需要

而作出安排。結果顯示，只有 13.6%的中年人表示養育子女是他們為日後的經濟需要而作出的

安排。筆者認為，數據顯示中年人對子女供養自己的期望，在過去十二年亦沒有多大變化。  

到底子女供養父母的總值在未來二三十年會否大幅減少？筆者沒有水晶球，只能以過往的趨勢

作推測，以及繼續留意未來的有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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