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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动议辩论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2013年 1月 10日（星期四）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邓家彪

议员提出「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动议辩论的总结发言： 

 

主席： 

 

 我想重申政府和积金局在开展新一阶段完善强积金制度的工作时，一定会充分考虑

邓家彪议员及其他议员刚才发表的意见。 

 

 邓家彪议员提出的议案及四位议员的修正案，涵盖的课题非常广泛。我尝试将它们

归类为五个主要范畴，综合回应，包括就一些较根本性的改革建议，与议员分享政府一

些初步的看法。 

 

第一个范畴：降低强积金收费 

 

 虽然强积金的开支比率，已由二零零八年的 2.1%，下调至去年底的 1.75%，比率仍

相当高，而受托人的实收金额，随基金的资产增加，每年估计约由 55 亿元增加至 71

亿元。对比某些海外类似制度的收费，如澳洲及智利，香港处于高水平。虽然有一定程

度来说，是因为海外相关基金有较大经济规模效益，所以我们收费比率比较高，但过往

我亦多次表示，我认为收费有下调空间。积金局顾问的研究结果，显示强积金的收费是

绝对有下调空间的。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和积金局会采取一篮子短期、中期及较长期的措施。就长期措

施而言，我们会密切留意刚于去年十一月一日生效的「雇员自选安排」的实施情况，确

保安排运作畅顺。这方面的工作，包括确保强积金中介人，在向雇员推介强积金计划及

基金时，符合新法定强积金中介人的规管制度，为雇员提供合适及恰当的意见。同时，

相信各位议员亦有留意到，积金局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已加强投资者教育，涵盖包括雇

员在作出有关强积金计划及基金选择时，应考虑的事项。局方会进一步加强其网站及其

他渠道的资讯发放，例如提供较低收费基金的列表，以及增强有关强积金基金收费（包

括基金开支比率及实际收费金额）、回报及服务水平的资讯，在协助雇员选择强积金基

金的同时，亦增加受托人下调收费的压力。同步，政府和积金局会与受托人及保荐人沟

通，要求它们考虑调低其基金收费，回应市场竞争及公众诉求。我留意到部分受托人已

作出一些正面回应，包括下调现有计划收费，并承诺推出一些被动式的投资选择如指数

基金，为有兴趣投资股票的雇员提供一个较便宜的选择。政府及积金局会继续这方面的

工作。 



 

 另外，我在开场发言时，简单介绍了积金局就减低受托人成本，增加他们下调强积

金收费空间的顾问研究。积金局现正跟进一些可以在现有法例下落实的措施，例如：现

时有超过 700 万个强积金帐户，显示有不少成员没有积极处理其退休投资，有碍达致规

模效益。为此，积金局将于二零一三年开始分批通知超过 100 万个持有多过一个个人帐

户的计划成员，告诉他们持有多少个帐户及帐户开设在哪个强积金计划，鼓励并协助他

们作出整合。积金局亦会举办大型活动，教育计划成员，以配合这项措施。 

 

 除刚才提到的短期措施外，顾问亦提出了一些需要作进一步可行性研究或修改法例

的措施。例如，现时强积金条例主要是透过规管强积金受托人，确保他们履行条例下的

各项规定。顾问认为由于多项涉及强积金计划的设计，如基金收费水平及基金选择，主

要由保荐人决定，故应考虑是否在条例下加入一些厘定保荐人责任的元素。就此，政府

会与积金局研究加强积金局的权力，以更有效规管强积金计划及基金，包括审批申请时

考虑收费水平等。 

 

 与此同时，政府有决心就强积金制度，推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促使强积金收费有

较大幅度下调。藉今天的机会，我想与议员分享一些政府的初步看法。 

 

 就为强积金基金的收费设定上限，原则上，我们认为立法规管强积金收费，是处理

收费水平的直接方法。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市场是否已经失效，有关措施是否适合香港这

个自由经济市场。自从我们在这方面，表示政府在立法规管收费上限作出言论之后，我

留意到市场有声音表示，这样是违背了香港的自由经济的做法。我想指出，强积金制度

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政策考虑，因此在这方面来说，我认为规管收费上限，亦符合我们的

政策，没有违背香港自由市场的原则。当然我们在规管收费上限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

细节，令到雇员在选择基金时得以有充分的选择。譬如在细节上，设置收费上限可采取

不同的形式，包括就部分基金设置收费上限；或所有基金设置单一或不同收费上限。不

同方案对减低收费力度有所不同，亦会影响市场产品的选择，例如，以一个收费上限水

平，涵盖所有基金，固然能为调低收费带来肯定的结果，但亦会令市场的基金选择减少。

我们有需要在市场整合、调低收费与雇员的基金选择方面作出平衡，及咨询市民。当然

我们亦不可以低估厘定收费上限，及为日后设定调整机制的难度。 

 

 至于有关设立由政府、公共机构或非牟利组织营运的公共信托人的建议，我们初步

的意见是，构思未有处理行政成本高的问题，以整个行业而言，非牟利受托机构需设置

一套新的运作系统，重复私人受托机构的行政工作，整体而言，增加行业运作成本，同

时亦会减少个别受托人规模效益。因此，加入一个新的服务提供者，反而可能加深顾问

提到因为过多的受托人及计划而减少规模效益的问题。再者，非牟利受托机构或服务提

供者收费是否可较其他受托机构收费低，须视乎其是否能在合理时间内，达致一定的规

模效益。我们不能低估这方面的难度，因为现时私营受托机构已累积营运经验及建立销

售网络，并有相当市场占有率。 

 



 就议员要求落实「强积金全自由行」的意见，政府认同应进一步增加雇员选择强积

金计划的自主权。事实上，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政府已责承积金局，就推行强积金

自由行的配套措施，作出研究。例如积金局正研究成立「中央资料储存库」，为日后落

实「强积金全自由行」铺路。 

 

 相信议员亦会同意，强积金制度的改革，涉及复杂的考虑，影响亦非常深远。我们

会慎重处理，作更深入的分析，并会提出改革建议，咨询议会及持份者的意见。 

 

第二个范畴：强积金基金选择 

 

 原议案及修正案中，就强积金基金选择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整合、甚至整顿及

淘汰劣质的强积金基金；规定受托人提供年金计划；亦有建议要求提供与通胀挂的低

风险资本保值基金选择；及容许雇员投资于外汇基金。 

 

 正如我早前指出，政府及积金局是会检讨目前强积金制度下的基金选择。另一个相

关措施是明确容许计划成员于 65岁后，分期提取其强积金累算权益，以期他们在退休后

有较持续的保障。积金局已完成相关的咨询工作，政府正与积金局跟进细节及法律草拟

工作。政府及积金局会向立法会汇报检讨进度及法律修订建议。 

 

 现阶段，我想就建议容许雇员将供款存于外汇基金的议案，作出回应。《外汇基金

条例》规定，外汇基金的主要目的是用来直接或间接影响港币汇价，以维持香港货币金

融体系稳定健全，及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其投资产品遵循的管理模式或投

资组合的设计，未必完全适用于退休金投资安排。现时强积金市场已提供多种不同投资

政策及风险水平的基金供计划成员选择。我们相信如果有需求的话，市场会研究类似外

汇基金的投资产品，供雇员选择。 

 

第三个范畴：强积金累算权益与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的对冲机制 

 

 原议案建议取消机制，亦有修正案提出应先咨询持份者，就是否取消机制作出研究。

现时社会上不同界别对「对冲机制」有强烈的意见，难成共识。事实上，对冲安排沿自

《雇佣条例》，而将安排延伸至强积金制度，是经过咨询及平衡不同界别的意见。课题

非常复杂亦涉及广泛影响，包括雇员权益、雇主的经营成本等，需谨慎处理。 

 

第四个范畴：有关雇主于职业退休计划下的供款责任，及打击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基本方法，是要雇员清楚知道他们的权益及雇主的供款情况。就

职业退休计划，它们是个别雇主以自愿性质，因应其特定的员工福利政策及营运目标，

为雇员营办的退休计划。现时法例已规定雇主必须在提供职业退休计划的同时，提供强

积金计划让员工可选择。积金局已在这个基础上，要求雇主加强介绍及披露，提供足够

资料，协助员工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至于处理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问题，这是必须有效执法来加强阻吓违法行为。过

去十年，政府先后提交多条加强执法力度的修订条例草案。例如，在二零零八年及去年

中获立法会通过的法例下，雇主拖欠供款的最高刑罚，由初犯罚款 100,000 元及监禁半

年，大幅增加至 450,000 元及监禁四年，并将罪行定为持续罪行，加入每日罚款额等。

而积金局亦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开始，在网页刊登「违规雇主及高级人员纪录」，供市民

查察。政府则已在合约的招标过程中，将有关合约承办商过往的违法纪录，包括强积金

违规纪录，列作考虑因素。 

 

 各项措施已有一定成效，拖欠供款的投诉数字持续下降，由二零零八／零九年度的

约 7,700宗，下降至二零一一／一二年度的约 4,200宗。 

 

第五个范畴：强积金制度以外的退休保障安排 

 

 强积金制度是为就业人口而设计，并符合世界银行倡议的退休保障第二根支柱，即

「强制性、由私营机构管理、具足额资金的界定供款制度」。邓议员的原议案，以及议

员的修正案，有就强积金制度以外的退休保障提出意见，包括：全民退休保障，或针对

非在职配偶及低收入劳动人口的退休保障。就此，我们征询了劳工及褔利局的意见。香

港的多根支柱退休保障模式是经社会各界长时间讨论后，于九十年代采纳的。我们明白

在现今一代长者之中，有部分人未能完全受惠于三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全民退

休保障计划」是十分复杂和具争议性的课题，当中需要考虑多项因素，例如纳税人是否

愿意负担计划长期的开支，以及计划能否长远持续可行，社会上一直未有共识。政府已

重置扶贫委员会，新的扶贫委员会设立六个专责小组，其中一个专责小组是聚焦探讨社

会保障及退休保障。由政务司司长任主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出任副主席，成员包括来

自多方面人士。李卓人议员、潘兆平议员及郭家麒议员的修正案，要求在未有深入讨论

及研究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或由政府为非就业人口作强积金供款是不可取的。因此，

政府是反对三位议员的修正案。 

 

 现阶段，除了我刚才提到各项完善强积金制度的措施外，政府将会增设长者生活津

贴，以补助年满 65岁有需要长者的生活开支，金额为每月 2,200元。这项新津贴预计会

令超过 40万名长者受惠，能有效巩固退休保障制度中的社会保障支柱。 

 

 主席，强积金制度运作十二年，对提升香港就业人口的退休保障有一定贡献，对香

港退休保障的重要性，亦会随供款年期越长而越加明显。政府会联同积金局，继续优化

强积金制度，同时，亦会推动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我们会就重大建议，向立法会汇报进

度及咨询公众。 

 

 多谢主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