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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論退保研究報告：研究目的和方法  

由港大周永新教授領導的退休保障研究報告終於在 8 月 20 日公布了。報告長達 139 頁，還有 10 份技

術報告，可謂非常詳盡。筆者希望關心本港退休保障的社會人士可以詳閱這份報告，必定獲益良多。報

告的第一章已申明這次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整份報告主要有 4 個目的：（1）分析長者綜援、長者生活

津貼（長津）、高齡津貼之間的關係，及其共同發揮的退休保障功能；（2）根據現行長者社會保障、強

積金、個人退休儲蓄及家庭資源之間的關係，檢視其共同發揮的退休保障作用，以及其足夠性、可負擔

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3）以未來 30 年香港的人口變化、經濟增長預測及政府財務可負擔能力等因素分析和推算社會團體、

政界及學者對退休保障未來發展所提出的主要方案之足夠性、可負擔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4）以目

的（3）的因素分析和推算方法，進一步提出完善長者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的可行方案，並闡述其足夠性、

可負擔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至於研究方法主要是依靠文獻回顧、現存數據、訪談、焦點小組及公眾

諮詢。  

沒評估長者貧窮影響  

報告只提出用代替率評估現有退休保障的足夠性，而卻沒有評估對長者貧窮問題的影響，筆者是感到失

望的。尤其是研究團隊花了第二章整章論述香港長者的貧窮問題。第二章開宗明義說：「退休保障的迫

切性，明顯與長者的貧窮有直接關係，如非數以十萬計的長者生活貧困，相信社會人士不會要求政府重

新檢討現行退休保障措施是否有改進的必要。」不過，奇怪地，該章的結語並沒有申明改善本港退休保

障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扶貧。出乎意料之外，周永新教授在發表報告後，多次重申他所提議的全民老年

金並非扶貧措施。而且報告亦沒有評估已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建議中的全民老年金對長者貧窮的幫

助。究竟為什麼長者貧窮沒有考慮作為改善本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個目的，研究報告似乎沒有正面交代。  

第二：雖然研究團隊申明目的（2）是檢討現時退休保障各條支柱之間的關係。不過，報告沒有考慮政府

提供給長者的公共服務如醫療服務、公屋、車船優惠及長期照顧服務（如老人院或家居照顧）對退休保

障的影響。其實報告在焦點小組中訪問的長者亦表明，醫療支出將成為他們支出的一大部分，他們都十

分擔心醫療問題。至於一些需要租住私人樓宇的長者則很擔心不斷上升的租金。在《2012 年香港貧窮

情報告》中，便提出假如將公屋的津貼納入估算為公屋住戶的額外收入，整體貧窮率便會由 19.6%減

至 15.2%。可想而知，公屋對扶貧作用是相當大的。可惜報告在這方面的墨並不多。  

第三：報告對個人退休儲蓄及家庭資源（即子女供養）亦只停留在焦點小組中的訪問結果。有部分長者

在焦點小組訪問中表示有子女供養。受訪的中高收入僱員表示會購買人壽保險或參與私人基金計劃，作

為退休儲蓄之用。其實筆者以往在這兩方面都有一些研究可提供更多數據，可惜研究團隊似乎未有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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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在 2012 年進行，成功訪



問了 1 萬名年滿 35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發現有八成退休人士正接受家人的經濟支援。其中 16.7%表示

由家人提供的每月平均生活費為$1 至$1999，30.8%為$2000 至$3999，而 48.5%則為$4000 及以上。  

調查亦推算現時有 80 萬退休人士，筆者保守估計，家人（筆者推測大多數是子女）供養退休人士的每

年總額達 230 億。  

筆者在 2012 年亦進行了一個調查，成功用電話訪問了 1005 名年齡介乎 25 至 65 歲的在職人士。問卷

中我們問受訪者「除強積金、公積金、公務員長俸外，你有冇為退休後生活儲錢？如有，咁你儲幾

多錢？」受訪者的答案見上表。  

筆者嘗試從受訪者的答案做一個非常粗略的推算。附表顯示我們估計港人為退休保障的儲蓄多達 4000 

億。這個數目和推行了 14 年的積金資產值 5000 億只相差 1000 億。  

沒評估各支柱互相影響關係  

筆者認為報告既沒有交代私人退休儲蓄和子女供養的具體金額，亦沒有評估各個不同支柱的互相影響的

關係。最重要是假如推出全民年老金後，對子女供養及私人退休儲蓄的負面影響會有多大呢？而且報告

亦沒有分析公共服務、子女供養及私人退休儲蓄的足夠性、可負擔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最後報告對

強積金和長者綜援都沒有任何具體改善的建議。例如改善強積金高收費、低供款、低回報及供款人承受

的種種風險等等的問題。如何令有需要並合資格的長者申領綜援呢？報告都沒有交代，筆者是感失望的。  

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沒有收集任何新的數據，就連民意調查都沒有做過。  

亦因為數據不足，其中一個方案——年金計劃的可持續性、可承擔性及其穩定性便無法驗證。而且亦沒

有子女供養及私人退休儲蓄的最新數據。更加沒有在職人士對推行全民老年金的意見，例如他們會否因

為已經推行全民老年金，而減少供養父母的金額或減少私人退休儲蓄的意欲，及影響的程度會有多大。

總括來說，報告未能全面評估本港退休保障制度中各根支柱對退休保障的貢獻，亦未有考慮各個計劃相

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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