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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次（刊 4月 27日《明報》）筆者和讀者分享了本港市民對退休保障諮

詢文件中「有經濟需要方案」和「不論貧富方案」的意見。其實文件諮詢的範圍是相當

全面，例如文件亦有探討如何改善其他退休保障制度支柱包括強積金、長者綜援、私人

的退休儲蓄、子女供養年長父母，以及一些涉及長者的實物援助（如公共房屋、醫療、

長期服務、乘車優惠等等）。今次筆者想討論如何改革強積金及長者綜援的問題。筆者

在 2016年 3月 11日至 4月 6日期間進行了一項有關的民意調查。調查由香港教育學



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策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成功用電話訪問了 1806名

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本港居民。 

對強積金及長者綜援改革建議的民意 

首先讓我們看看對強積金的民意（表 1）。結果顯示有約四成六反對強積金推行預設機

制，令僱員部分供款率按工資增幅逐步調高至 15％，但亦有三成六贊成這項改革。另

外有近半（四成八）贊成未來 10年，逐步提升供款上限由 3萬元至 5萬元，雖然亦有

三分之一反對這個改變。第三，有四成八反對在未來 10年，全港僱員部分的供款率一

律由現時的 5％逐步提升至 10％，但亦有三成七支持是項收革。最後文件亦有提出公

共年金的建議。結果顯示約五成三贊成設立公共年金計劃，退休時將全部或部分累積的

權益轉為每月年金收入，直至過身。這 4項改革建議都能夠強化強積金在退休保障的角

色。似乎上調供款上限及公共年金都是可以進一步研究，令更多市民接受推行這些建

議。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市民對強積金的態度一般較為負面，但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市民

支持繼續令強積金更完善。這個做法亦符合此次民調的另一個結果：六成半受訪者認同

改革方案需與港人自給自足的價值觀脗合，及四成半認為自己是最應該負責退休後生活

的。筆者希望積金局及有關當局能夠在這些改革方面繼續努力。 

跟着我們分析一下對長者綜援改革建議的民意。如表 2所示，約有六成四市民贊成現時

申領綜援健全長者的基本金額 3200元，建議增加 1000元至 4200元。約四成六市民

贊成取消「衰仔紙」，但亦有三成八反對，原因之一是本調查發現有近四成六市民認為

子女是最應該負責長者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有近六成四市民同意長者綜援可以和長者

生活津貼一樣以個人名義申領，只有兩成一市民反對。最後有近六成七市民贊成將申領

長者綜援的資產上限上調至與長者生活津貼相若，令更多長者受惠。筆者相信當局能夠

落實這些受市民認同的措施，定能夠加強長者綜援在扶貧的作用。這方向亦與今次民調

的結果脗合：八成一受訪者認同改革方案應該針對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援助及約六成同意

供養長者應該是個人及家庭的責任，政府只應協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退保方案以外 可研究其他方面改革 

筆者希望藉着今次民調結果提醒關心這議題的社會人士，除了諮詢文件中的「不論貧富

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方案」外，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可以令長者生活有較佳保障的，

爭議亦較小，可以多加研究及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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