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安全

發佈：2016-01-11, 週一 10:56
點擊數：769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第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2015年10月舉行的扶貧高峰會席上公布《2014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於2014年香港貧窮長者人口在沒有福利政策介入前為436,400人，貧窮率為44.6%
，而當有福利政策介入後減至293,800人，貧窮率則為30%。相比於2009
年的情況，當局強調已做了很多工作，但貧窮長者人口仍然增加了10,900人，可見情況未有得到改善。

「福利政策介入」是指向弱勢社群提供恆常現金福利，如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現金福利。

香港人口持續老化，30年後每三名港人便有一名長者。當局估計，香港人口將由2014年的724萬增長至2043年822
萬。人口老化不是新問題，但由於港府對這嚴重問題沒有作出認真準備，更遑論制定長遠及完善的退休保障計劃，因此未能向長者提供足夠的社
區支援，令很多長者陷入貧窮的處境。長者貧窮的問題，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下會加劇，應被視為未來的大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於2015年7
月發佈，
按照國際助老會制訂的「全球長者生活關注指數」，評估香
港長者的生活質素，並與96個國家及地區比較，發現雖然香港排名24位，但在「收入保障」範疇卻列第75位，
老年人貧窮率（只計每月收入、福利等）更排倒數第三，情況令人關注。

 

面對長者貧窮的問題，社會人士認為有以下數點成因：

 

一、             長者的社會保障援助不足

香港政府為經濟無法自給的長者提供安全網，包括每月約3,000多元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及為嚴重殘疾者或
65
歲或以上人士提供每月津貼，以應付他們的
特別需要。綜援是香港最主要的社會保障安全網之一，為貧困長者
提供經濟援助，而受助人除了可以按實際需要領取特別津貼，他們領取的綜援標準金額亦較年青受助人為高。雖然如此，綜援制度仍有很多不足
之處，最為人垢病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審查制度和標籤效應。

按這制度，綜援申請人須通過入息和資產審查，如申請人與其他家庭成員同住，則必須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當長者申請時，其資產審查會包
括其子女的收入。若要通過其
審查，其子女必需簽署不供養父母證明書，證明他們沒有能力
或不願意供養父母，從而令長者能以個人身分申請，
這證明信被嘲諷為「衰仔紙」，因為他破壞了長者與家人的關係，剝奪長者的尊嚴，直接影響綜援協助貧窮長者的成效。港府想出這個安排是要
鼓勵兒女負起供養父母的責任，但卻產生非常負面的效果。

 

二、             對長者的退休保障制度不足

香港沒有一套全民受惠的退休保障制度，特區政府於2000年實施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強制18至65
歲的香港就業人士參與由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的基金，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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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由信託機構處理投資及管理，直至僱員65歲，基金便全數撥歸僱員所有。
強積金制度自實施以來，被質疑成效不彰，於2015年3月卸任的強積金管理局主席胡紅玉亦承認，強積金存在回報率偏低，行政費高昂等問題。

香港職工會聯盟總結15
年以來
強積金致命的弱點，是容易受到投資市場起落的波動影響。根據積金管理局資料顯示，在15年當中有5年錄得投資虧損，其中最嚴重是2008年金
融海嘯時期，虧損達25%。2015年的虧損亦近一成。職工盟亦推算積金局過去8年的行政費用上升情況，由2007年約45億元，上升至2015年近97
億元，增幅超過一倍，年均增長率達10.2%。強積金的回報率亦乏善足陳，由成立至今，年均回報率只有2.7%，即使計算最高回報的股票基金亦
只有3.8%。

強積金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制度已經為人詬病多年。強積金對沖機制是以僱主一方的強積金，抵銷支付僱員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安排，
若公司要向員工發放長期服務
金或遣散費，僱主可以先在為員工供款的強積金總額內扣除
，不足夠才再額外支付。2014年共有16.6億元的強積金供款對沖為遣散費，13.5
億元是對沖長期服務金。勞工界一直要求取消對沖機制，加強退休保障，但商界不同意。

強積金亦被批評不符合公平原則，這是與其作為職業退休制度的本質有關，因為它是不包括非就業人口，如料理家務人士、工作不穩定的人士，均
不被納入計劃的保障範圍，對長者更是沒有幫助。
對於那些臨近退休年齡才開始工作，供款年期較短
的人士，強積金的保障效用是非常之低。這
計劃已實施十多年，明顯是不能達到保障市民退休生活的目標，亦令料理家務者和低收入人士在年老時，要依賴子女或其方法來過活。一旦子女
患病或失業，這些長者便會失去支援。隨著人口日趨老化，長者數目飈升，老年貧窮的問題更為迫切，需要社會高度關注。因為強積金及綜援制度不
能為市民提供有尊嚴的退休保障，香港極需要設立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

 

三、             醫療及護理開支造成沉重經濟負擔

長者因身體機能下降，疾病纏身，很
多更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定期接受治療，這些費用為長者帶來沉重的負擔。雖然綜援受助人是不用繳交公營醫院及診所的費用，但申請減免費用
的程序被長者指是過於繁複。另一方面，若非綜援受助長者
不能負擔醫療費用，他可以逐次申請醫療費用減免，但由於申請程序繁複和處理需時，令很多長者不願提出，亦因此未能適時接受治療。一般私
家專科醫生診金由500元至1,000元不等，藥費另計。政府發出的長者醫療券是2,000
元。面對私家專科診所的高昂收費，醫療券是杯水車薪，遠遠不足以應付長者的就診需要。

另外，長者牙患嚴重
，包括牙齒鬆動、牙齒敏
感、牙痛、牙齦發炎和蛀牙等，但大部份長者均不
會求診，因私家牙醫收費高昂，其中鑲假牙服務收費動輒一萬元或以上，因此全港有20,000
多名長者沒有牙
齒，情況十分嚴重和可恥。另外
，全港只有十一間政府牙科診所，開放時間及名額少，只提供拔
牙和止痛，不處理其他牙患。長者無力承擔昂貴的牙科醫療費用，而政府提供的牙科服務亦非常有限，嚴重影響長者的健康和生活質素。

 

四、             社會經濟因素

「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可是隨著
社會環境的轉變，「養兒」不再保證可以「防老」。根據政府對未來50年的推算，介乎15至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會急劇萎縮，由2014年的504萬人（佔總人口的73%），跌至2064年的392 萬人（佔總人口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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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養比率亦會惡化，由2014年每1,000名適齡工作人士支持371名年幼和年長受供養人士，增至2064年每1,000人供養831
人。老年撫養比率不斷上升，表示能夠為長者提供入息支援的成年人比例越來越小，對長者貧窮問題帶來更大的挑戰。

較年長的長者可能會有子女共同照顧，較年輕的長者則只會有1至2
名子女共同供養，甚至沒有。越少兄弟姊妹一同供養父母，每名子女需要負擔的開支便會更大。隨著核心家庭及無子女家庭日趨普遍，「單身長
者」人數激增，這些獨居或雙老長者多數得不到同住子女的支援。當傳統大家庭對長者的支持越見式微，長者將難向其子女和家人尋求財政和其
他方面的支援，亦因此會更加依賴政府的援助和服務。

安老按揭計劃成效不足

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於2011年推出「逆按揭」（Reverse
Mortgage）試驗計劃，並冠上「安老按揭」的名字。這計劃是為55
歲或
以上的香
港居民提供的一項
貸款安排，借款人可把沒有按揭或快
將清還所有按揭貸款的物業，重新抵押予銀行，於選定的年金年期內（10年、15年、20
年或終身）每月收取現金，讓長者每月可以有穩定的收入，以提高其退休後的生活質素，及減輕其家人的供養財務負擔。透過這計劃，借款人可
繼續居住在其物業，直至百年歸老。如有需要，借款人亦可提取一筆過貸款以應付特別情況。所有欠款（包括本金及利息）只需在借款人離世後
清還，而借款人亦可選擇在未過世前任何時間還清所有欠款。

這計劃推行了4年，根據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2014年的年報，截至2014年底，「逆按揭」只審批了730宗申請，成效極低。
「逆按揭」的缺點是負債增加，資產減少，而且利率高，債務愈來愈多，通常十
年內借貸者欠的錢是借的兩倍或更多。另外，貸款者需要承擔許多費用，手續費和其他支出，包括房屋評估費、獨立合法顧問費、律師費以及其
他雜費等。
有長者擔心其居所樓齡太高而估值偏低，透過「逆按揭」計劃每月收取的款額亦會很少，加上他們要負責單位維修費用，因此認為計劃難以有效
支援其退休生活，所以決定不參加。「逆按揭」亦挑戰華人傳統將物業作為遺產留給子女的觀念，因此令長者的參與計劃大減。

政府回避問題，不肯作出承擔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就退休及長者生活保障方案的討論已持續四十多年。因為綜援制度有「養懶人」的標籤效果，令不少有經濟需要的長
者不願領取，有人甚至寧願靠拾荒來維持生計。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金額亦偏低，未能提供足夠的生活保障。強積金計劃更未能保障眾多
未有參與勞動市場的婦女及殘疾人士，強積金保障水平不高，管理費更過高，因此不是一個廣覆蓋，有足夠保障水平的退休保障制度。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2012年參加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時，承諾於其任內推行退休保障制度，當局更
委託香港大學榮休學者周永新教授展開研究，檢視文獻、分析不同地區退休保障制度的經驗、
收集及分析有關數據，進行訪談，焦點小組討論及諮詢會等。周教授的研究團隊於2014年8
月向政府提交「香港退休保障的未
來發展研究報告」，他們研究了各政黨、民間團體、工會及學者意見的利弊，建議劃一向全港長者每月發放3,000元老年金，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周教授的報告再次肯定了全民性退休保障制度的需要性和迫切性，亦分析了不同方案的利弊，均顯示要處理人口老化及老有所養的問題，亦指出
官、民、商社會各界要參與和付出，才能令計劃實現。周教授的團隊於2014年8月
推出研究報告，但政府的態度卻十分曖昧，不斷重覆要考慮退保的政策定位，
在「全民」及「非全民」的議題上
計算社會承受力及認受性，又強調
不會倉卒行事，給社會的訊息是政府沒有承擔和想推卸責任，不欲推行政策。當局更表示要審視一切的數據，因此延至2015
年12月底才公開諮詢有關人口老化的老年保障問題。梁振英於競選時曾
表示「民生最迫切
要解決的是老人貧窮問題，香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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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為香港繁榮定下基礎，老年無依政府必須提供協助」，惟政府仍未就保障制度內容和實施
日期作出決定，拖延的做法令人十分忿怒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批評政府欠缺政治決心和魄力
，更促請政府不要怕商界的反對，盡快推行對全港市民及全港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的退休保障制度。

周教授於2015年12月初接受媒體訪問，感嘆他發表其研究報告已一年多，仍未能功成身退，但他仍不斷修正方案，向
政府提出建議，希望方案能
成事。他為全民方案絞盡腦汁，近日有感退保於香港難再走下去，更指政府「諮詢如做戲」，斷定政府有心拖延，承認自己「睇錯政府」﹗

解決老年貧窮的方法

人口老化，長者貧窮率持續高於社會整體貧窮
水平，隨著長者年齡組群佔香港整體人口比例增加，亦
會提升香港整體的貧窮率。香港長者貧窮化及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多個專家和團體進行的研究皆
指出，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不足以應付這兩項趨勢帶來的嚴重挑戰。如何改革退休保障制度，將是香港面對的重要課題。

對於「全民」及「非全民」保障的討論，民主黨認為政策必須覆蓋「全民」。我們認為推行全民性退休保障的重要性，並非只
為解決長者貧窮問題，亦非純粹為提供退休保障。退休保障制度
必須包括家庭照顧者、傷殘及失業人士，這是關乎不同年齡階層「老有所養」的基本生活安全感，亦是令香港步向穩定和諧發展的長遠措施。

香港人討論老年生活保障政策已超過四十年，老年貧窮問題並沒有因為2000年推行的強積金計劃而得到
改善。市民已明確表達出願意解決退休保障問題的成熟智慧，社會大眾更
不斷催促政府要把握時機，不能再原地踏步。為克服未來30年人口老化高峰期的挑戰，行政機關和商界不應
再找藉口拖延落實退保方案，更應該展現出解決老年貧窮問題的勇氣，落實有社會共識支持及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

 

 

作者劉慧卿為香港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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