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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退休保障 5 大支柱

政府社會
保障制度

• 綜援

• 長者生活
津貼

• 高齡津貼

• 廣東計劃

• 福建計劃

• 傷殘津貼

强制性
公營職業
供款制度

中央公積金

强制性
私營職業
供款制度

• 强積金强制
性供款

• 職業退休計
劃

• 公務員長俸

• 補助/津貼學
校公積金

個人/
家庭儲蓄

• 職業退休
金計劃自
願性供款

• 退休儲蓄
保險

公共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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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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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挑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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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挑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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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的挑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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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老化的挑戰 (4)

對象 問題 政策措施

現今一代長者 已對社會作出貢獻，很多都

是低收入和儲蓄不多

需强化

零支柱 ‐社會保障制度

第 4 支柱 ‐公屋、公共醫療、社福
服務

將來一代長者 未來 30 年，長者佔人口三

分一，勞動人口減少，難倚

靠社會保障制度支持

需强化

第 2 支柱 ‐强積金强制性供款計劃

第 3 支柱 ‐個人/家庭儲蓄、公共年
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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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退休保障的現況 (1)

多支柱制度
• 奉行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支柱制度
• 四根支柱﹕共同承擔、多元渠道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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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退休保障的現況 (2)

在這基礎上，我們制定了一套
强化各根支柱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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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支柱：多層社會保障制度

• 惠及88萬名長者 (佔全港長者 72% )
• 包括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

貼、傷殘津貼

第二支柱：以强積金强制性供款為主

• 覆蓋280萬名僱員和自僱人士

• 資產淨值7,864億元，包括2,260億
元投資回報

第三支柱：自願性供款

• 包括强積金自願性供款、退休儲蓄

保險

• 强積金自願性供款：由2007年的41
億元(佔總供款13%)大幅上升至2016
年的160億元(佔總供款23%)

第四支柱：公共服務

• 近60萬名長者住在公營房屋
• 近3萬名長者居於資助院舍，另近

4萬接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 87萬名長者使用醫管局服務
• 70萬名長者曾使用長者醫療券
• 每日約90萬長者人次獲$2乘車優惠



强化零支柱：優化現時的長者生活津貼

增加一層高額援助、放寬現行津貼的資產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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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第二支柱：改良强積金制度

逐步取消「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對沖安排

• 過去10多年，强積金對沖機制「對沖」了30%的强積金累計
權益，削弱了强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

• 政府決定逐步取消「對沖」安排，現正與社會各界進行討論。

積金局研究建立「積金易」或中央電子 eMPF平台

• 簡化行政程序

• 帶來減費空間

• 為「全自由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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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第三支柱﹕構建更穩固的個人儲蓄支柱

按揭證券公司的終身年金計劃 (Life Annuity Scheme)

• 把長者的資產轉化為每月穩定的退休收入

• 香港的年金市場尚待發展，尤其是以終身保證定額即享年金
形式提供的產品選擇十分有限

• 年金業務佔整體私人保險公司的長期保險業務份額不足 2%

• 私人機構對年金產品缺乏興趣，原因包括高投資管理成本、
需要大量的資本及儲備支持，以及高昂的推廣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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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證券公司提供年金產品的合適性

• 具有提供以市場為本產品，以達到公共政策目標的經驗

• 由外匯基金全資擁有，信貸評級穩健，有助建立公眾信心

• 擁有精算的專業知識

• 擁有提供退休產品 – 安老按揭計劃的相關經驗

• 有機會受惠於金管局在投資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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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證券公司的終身年金計劃﹕特點

終身保證定額即享年金

• 投保年齡﹕65 歲或以上

• 投保人整付保費﹕HK$50,000至 HK$1,000,000
• 投保人即時開始終身取得每月保證定額年金

優點

 絕對確定的穩定未來現金流，供投保人計劃退休生活

 簡單易明

 幫助長者面對長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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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證券公司的終身年金計劃﹕每月年金水平

1: 內部回報率:投保人的內部回報率以一般人的預期壽命作假設
2: 年金率：每年累積收取的每月年金相對已付保費的百分比

每月年金水平已由獨立顧問驗證和核實，按揭證券公
司確認能夠為投保人提供以上每月年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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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第四支柱﹕改善公共服務支柱

為更好照顧長者的醫療需要

• 讓較年長和較有經濟需要的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免費

使用公立醫院及診所服務

• 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

• 由 2017-18 年度起增撥 20 億港元的經常撥款，改善長

者和其他人士的公共醫療服務，並縮短服務輪候時間。

長者健康中心和外展隊伍的服務亦會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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