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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 全面支援 
政府對「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

公眾參與活動的回應

政務司司長

政府制定了一套

能強化現行各根支柱的

方案，增加社會照顧長者的

投資。獲立法會撥款批准後，

我們會盡早落實優化長者生活

津貼和醫療有關的建議。就逐步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我們

會立即與持份者展開深入討論，

目標是在今年六月底前向行政會議

提交最終方案作決定。此外，

我們會研究公共年金計劃等

的可行性，協助長者應對

長壽風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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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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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

僱主淨支付部分
（按每月工資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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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初步估算未來10年
開支或減少收入
（億元）

初步估算實施後
首年受惠人數

長者生活津貼增加一層高額津貼
和放寬現行津貼資產上限

755.7 約50萬名長者

降低長者醫療券合資格年齡 118.6 約40萬名長者

讓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中較年長和
較有經濟需要人士免費接受公營醫療服務 31.3 約14萬名長者

政府在取消「對沖」過渡期提供補貼 62.2 -

因長服金撥備作扣稅開支
而少收稅款的最高款額

1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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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
強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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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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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服金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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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服金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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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支付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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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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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0

僱主
另行支付

$6,000

僱主
另行支付

15,000元 x 5% x 12月 x 6年
= 54,000元

15,000元 x 2/3 x 6年
= 60,000元

6年受僱期的遣散費/長服金

當中，先以強積金供款作「對沖」，
餘額由僱主另行支付

僱員收益 

僱主開支 

－ ＝

當中，先以強積金供款作「對沖」，
餘額由僱主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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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收益 

僱主強積金供款同是54,000元

前3年受僱期的供款在「豁免」
安排下可作「對沖」

前3年 後3年

後3年的供款不能作「對沖」

僱主可獲發還的政府補貼
（第3年比率為每月
工資的20%）
15,000元 x 20% x 3年

= 9,000元

（即應付遣散費/長服金
的4成）

3,000元
（前3年）
+

13,500元
（後3年）
= 16,500元

現行制度 建議制度 增加

現行制度 建議制度 增加

現行制度 建議制度 增加

實施日期前3年受僱期的
遣散費/長服金

15,000元 x 2/3 x 3年
= 30,000元

實施日期後3年受僱期的
遣散費/長服金

15,000元 x 1/2 x 3年
= 22,500元

6年受僱期總遣散費/長服金 = 52,500元

僱主開支 

政府補貼 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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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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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受僱期的強積金供款

僱
員

僱
主

BOND

遣散費/
長服金

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

對政府財政承擔的初步估算

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 建立中央電子平台eMPF，簡化和自動化強積金
 行政程序，帶來進一步減費空間，為「全自由行」
 鋪路，並以「一人一戶口」為長遠目標

‧ 研究公共年金計劃、更長期銀色債券等
 協助長者將一筆過資產轉化成每月穩定收入，
 應對長壽風險

未來三個月與持份者

深入討論的建議

‧ 從一個未來的日子（實施日期）起，取消「對沖」安排，
 不具追溯力，並設立「豁免」安排

‧ 按「豁免」安排，當僱主日後須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長服金），
 可以實施日期前的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及這些權益日後的回報，
   「對沖」實施日期前受僱期所引致的遣散費/長服金。此部分遣散費/
 長服金繼續按現行法例計算，即 —

 實施日期前最後一個月工資 x 2/3（即66.7%）x 服務年資

‧ 自實施日期起受僱期所引致的遣散費/長服金，不能以強積金供款
 累算權益作「對沖」，須由僱主另行支付。此部分遣散費/長服金
 將向下調，計算方法修改為 —

 最後一個月工資 x 1/2（即50%）x 服務年資
   （即服務滿兩年如遭解僱會得到一個月工資作補償）

‧ 自實施日期起的十年內，由政府以發還形式向僱主提供補貼，
 分擔部分遣散費/長服金開支，於第11年起由僱主全數承擔

例子 假設僱員在實施日期前受僱3年，並在實施日期3年後被解僱，每月工資15,000元在6年受僱期內維持不變。若不計及強積金供款的投資回報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製印紙造再用及墨油保環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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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長者社會保障、醫療、安老服務等經常開支（不包括房屋）（左標線）
佔政府經常開支百分比（右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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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255萬
33.4% 

261萬
35.2% 

258萬
35.9% 

 
 

75歲或以上
長者比例

人口（以百萬計）

65歲或以上
長者比例

85+歲

75-84歲

65-74歲

註：2016年以後為推算數字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總數有出入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平均壽命延長，退休生活可長達二、三十年

平均每5個65歲長者

便有3個能活到85歲或以上

平均每5個65歲長者

便有2個能活到90歲或以上

政府 僱主、僱員 個人/家庭 政府、個人/家庭

綜援

長者生活
津貼

高齡津貼

廣東計劃

福建計劃*

傷殘津貼

強積金
強制性供款

職業退休
計劃

公務員長俸

補助/津貼
學校公積金

職業退休金
計劃

自願性供款

退休
儲蓄保險

公營房屋

公共醫療

社福服務

長者醫療券

公共交通
票價優惠

家庭支援

自置物業

零支柱 第二支柱 第三支柱 第四支柱

未來20年人口急速老化，75歲或以上長者升幅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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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65歲長者的平均預期壽命

女性
男性

註：2015年以後為推算數字

2015年

資料來源：相關政策局

長者 長者

公立醫院和診所服務

公營房屋

安老院舍 關愛基金長者項目^

長者醫療券 $2乘車優惠

家居/社區照顧服務

基本長者
生活津貼
（單身） 
每月$2,565

高齡津貼 
每月$1,325 傷殘津貼 

每月$1,695/
$3,390

或

長者夫婦

高額長者
生活津貼
（夫婦）~ 
每月$6,870

長
者
安
全
網

政
府
現
金
津
貼

政
府
服
務

長者

綜援（單身）* 
每月約$4,000 -
超過$10,000不等

註:  (*) 綜援長者可領取的金額按個別長者的認可需要而定，包括標準金額、補助金、租金津貼及其他特別津貼
  特別津貼項目包括: 特別膳食津貼、經常醫療用品費用津貼、老人緊急召援系統服務費、電話費、眼鏡津貼、牙科津貼等
 (~)  單身長者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為每月$3,435
 (^)  包括護老者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牙科服務、長者認知障礙症社區支援服務等

優化多層社會保障制度為有需要長者提供更佳保障

第二層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3,435
（單身長者資產限額: $144,000）﹟

第三層

基本長者生活津貼: $2,565
（單身長者資產限額: $329,000）﹟

第四層

高齡津貼*: $1,325
（毋須經濟審查）

註:  (#) 另設家庭（綜援）或夫婦（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
 (^) 按粗略估算，$5,869為2016年60歲或以上單身綜援受助人每月平均綜援金額
 (*) 高齡津貼適用於年滿70歲的長者

每月金額（$）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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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

基本

長者生活津貼: $2,565
（單身長者資產限額: $225,000）﹟

4層新制度 3層現有制度

‧ 把長者生活津貼的單身長者
 和長者夫婦的現行資產上限
 分別由225,000元和341,000元
 放寬至329,000元和499,000元

‧ 在長者生活津貼下增設一層每月金額為3,435元的高額
 津貼，讓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申領（即資產不多於144,000元
 的單身長者，或資產不多於218,000元的長者夫婦）

第一層

綜援長者平均金額: $5,869^
（單身長者資產限額: $47,000）﹟

加強長者支援是本屆政府的

施政重點，長者經常開支過去

4年增長可觀達56%

然而，為應對人口老化和讓長者「老而無憂」，

社會整體須為退休保障作進一步投資

繼續沿用多支柱制度並作出優化，

個人/家庭、僱主和政府共同承擔責任
目前制度如何保障我們的長者?

零支柱：多層社會保障制度

 

‧ 由2007年的41億元大幅上升至2015年
 的154億元

在這基礎上，

我們制定了一套

強化各根支柱的方案...

‧ 惠及86萬名長者（超過7成長者人口）

‧ 視乎長者需要、經濟狀況等每人每月津貼
 由1,325元至超過10,000元不等

第三支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第四支柱：公共服務

 ‧ 57萬名長者（過半長者人口）住在公營房屋
  （另近40萬名長者住在自置私樓）

‧ 近3萬名長者居於資助院舍，另近3萬接受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 83萬名長者使用醫管局服務

‧ 64萬名長者曾使用長者醫療券

‧ 每日約97萬長者人次獲$2乘車優惠

獲立法會撥款批准後將實行的建議

首年實施4層新制度：

‧ 約50萬名長者（約4成長者人口）

 將受惠，每人每年多領1至3萬元

‧ 加強社會保障支柱，以覆蓋

 約91萬名長者（長者

 人口的約74%）

優化長者

申領綜援安排

註: (*)  福建計劃為《2017年施政報告》建議的新措施
資料來源：相關政策局

‧ 在保留綜援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規定下，
 取消獨立申請長者的親屬須就他們有否
 向長者提供經濟援助提交聲明（俗稱
   「衰仔紙」）的安排

‧ 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
 60歲提高至65歲，以配合
 延後退休年齡的人口政策，
 但在新政策實施前正領取
 綜援的60至64歲綜援受助
 人將不受影響

照顧長者的

醫療需要

‧ 向領取長者生活津貼中較年長和較有
 經濟需要的長者（即75歲或以上，資產
 不多於144,000元的單身長者，或資產
 不多於218,000元的長者夫婦）在使用
 公營醫療服務時，自動提供醫療費用豁免

‧ 把長者醫療券的合資格
 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

‧ 由2017-18年起向醫管局整體
 增撥20億元經常撥款，改善長者
 和其他人士的醫療服務，並縮短
 輪候時間。衞生署長者健康中心
 和外展隊伍的服務亦會加強

長者按需要獲發現金津貼，大部分政府服務惠及所有長者

‧ 覆蓋280萬名僱員和自僱人士

‧ 資產淨值6,555億元，包括1,387億元投資回報

第二支柱：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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