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者生活津貼遲遲未
獲立法會通過。有團體昨日趁「長者日」組織長者
遊行。有已退休20年的長者指，自己每日只能用10
多元買菜，希望政府增加福利，有參與遊行的年輕
人則稱憂慮日後退休生活無保障。大會要求當局落
實全民退休保障，及盡快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

大會安排輪椅 90後協助
主辦昨日遊行的團體「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先在灣仔修頓球場集合，然後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
集會。遊行人士要求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並制
訂時間表和路線圖，又反對長者生活津貼設資產申

報。由於參與遊行主要是長者，大會安排100張輪椅
予有需要人士使用，並安排數十名80後、90後青年
協助，寓意青年與長者一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大
會聲稱遊行共有2,000人參與，而警方表示最高峰時
有1,200人。

退休20年 每天只可用10蚊
有參與遊行的長者稱，退休後要靠積蓄過活，生

活要非常簡樸：「我已退休20多年，每天只買10多
元 菜。」有長者則表示，現時的物價很貴，生果
金並不夠用，希望政府可改善福利。同時有長者認
為年輕工作時也有納稅，現在已60多歲，政府應有
責任「養老人」。在場亦有長者表示，反對長者生活
津貼設資產申報，稱這些積蓄都是「棺材本」，津貼
應人人有份。

青年人憂自己老年無人照顧
參與遊行人士雖以長者和基層家庭為主，當中亦

不乏年輕人。有參加者覺得現時有很多長者的生活
很可憐，希望社會可一同供款，改善他們生活。有
青年人則擔心現時出生率低，不知道未來還有誰足
夠可以照顧自己一代：「現在長者還有我們這一
代，但我們之後又由誰照顧？」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發言人黎婉薇稱，政

府一直強調綜援、生果金、強積金和私人儲蓄可以
保障市民退休生活，但現時長者貧窮率達33%，強
積金回報率過低，未能做到「老有所養」，又聲言政
府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只可以視為過渡方案，長
遠需要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要求特首梁振英在明年1
月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就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專
責委員會，落實推行時間表和路線圖，制訂可行方
案供社會討論，解決人口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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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生活津貼遲遲未獲立法會通過。有團體昨日

趁「長者日」組織長者遊行，要求當局落實全民退

休保障，及盡快制訂時間表及路線圖。事實上，貧

困長者的退休問題確實需要社會正視。不過，推行

全民退休保障將改變本港行之多年的低稅率制度，

為應付龐大的退休開支，本港將無可避免走上高福

利高稅率之路，納稅人將首當其衝。因此，推行全

民退休保障必須顧及納稅人的意見及負擔能力，在

社會上先進行廣泛諮詢，切不可因為有政黨團體施

壓就倉卒推行。同時，社會亦不必將長者生活津貼

與全民退保綑綁，應先讓貧困長者早日取得津貼改

善生活，再進一步討論扶貧措施，這才是務實之

道。

近年本港通脹持續上升，百物騰貴，對貧困長者的

退休生活無疑是百上加斤，加上強積金實行時間尚

短，本身亦存在不少缺陷，當局對貧困長者施以援手

是無可厚非。然而，在其他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的國家

及地區，一般都是依靠重稅來維持福利。例如，在福

利保障享譽全球的北歐國家，瑞典的個人所得稅高達

56.6%、丹麥為55.4%、荷蘭則為52%。而英國對年收

入15萬歐元以上的人徵稅亦達到50%。這些國家的民

眾在享受「由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時，代價是將

過半的收入上繳政府。

本港一直採取低稅制，而簡單低稅制也成為本港經

濟的一大優勢。市民在低稅制之下只需將小部分收入

繳稅，剩下的可作自由運用，不少退休人士亦因此積

存了一定的儲蓄，在退休後不必依賴政府，而政府也

只需將資源給予最有需要的一群。如果本港要推行全

民退休保障，肯定不可能維持低稅率，面對愈來愈大

的財政負擔，本港唯有不斷加稅應付開支，最終走上

福利社會之路。還應看到，福利主義可以摧毀一個繁

榮的經濟體。現時困擾全球的債務危機，根源正是政

府為了討好選民，不惜大開福利期票，結果將本來蓬

勃的經濟拖垮。希臘在1929年至1980年年均GDP增長

達5.2%，但現在身陷債務危機，正是由於近20年政黨

不斷比拼民粹福利政策所致。歐洲等國正全民「去福

利化」，其教訓值得本港汲取。

本港是否要走歐洲等國的福利主義之路，關係全港

市民福祉及未來，需要全社會同意，特別是納稅人的

同意，在社會未有共識之前絕不能輕率推行。期間，

當局應繼續推出措施支援貧窮長者，而社會亦不必將

所有扶貧措施都與全民退休保障掛 。這不單無助社

會討論全民退保利弊，更令到大批貧困長者未能得到

支援。立法會議員應及早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讓40萬

名貧困長者先解燃眉之急，再就全民退保進行深入討

論亦不遲。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昨日下午抵達金邊國

際機場，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並對柬

埔寨、泰國展開正式訪問。在世界經濟復

甦勢頭減緩、東亞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

下，溫總理此行將突出團結、合作、發展

主題，提出一系列新的倡議，與各方增進

互信，凝聚共識，推動東亞加強協調配

合，共同發展，維護南海穩定。

溫總理在2003年10月舉行的10＋3領導人

會議上首次提出「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倡

議，得到與會各國領導人的積極響應。東盟

與10＋3財金合作機制已逐步發展成為東亞

財金合作的主渠道，為維護本地區金融穩

定，促進東亞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

貢獻。10＋3財金合作機制取得的積極成

果，體現了東亞國家在應對全球化挑戰的過

程中聯合自強、尋求互利共贏的強烈政治意

願，這對於維護地區金融穩定，促進東亞經

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正如溫總理指出，中國經濟進一步趨

穩，有望在更長時期、更高水準上保持增

長，繼續成為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

引擎。溫總理這次與會，將推動10＋3各方

立足當前，繼續保持良好的合作勢頭，推

動現有各項區域財金合作倡議取得積極成

果；另一方面還將 眼長遠，為維護區域

經濟金融穩定，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做出

貢獻。

外交部副部長傅瑩17日向中外記者介紹

了溫總理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的有關

情況時說，中國在南海有 重要的利益，

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立場是明確和一貫的，

我們一向主張由直接相關國家通過談判協

商，和平解決爭議。與此同時，各方須保

持克制，不能採取任何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的行動。中方的主張得到中國與東盟共同

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確認。

圍繞南海問題中國與東盟國家最近舉行

了多輪對話，大家一致認為，南海問題的

討論應放在中國－東盟框架下進行。溫總

理出席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也將深化地

區各國互信、加強合作，聚焦發展與合作

議題。中國與東盟國家有信心、有能力共

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共同促進本地區

的發展與繁榮。

(相關新聞刊A4版)

全民退保影響大加稅須問納稅人 推動東亞發展 維護南海穩定

政府倡再加會 盼「長津」早通過
林鄭：用盡方法配合 張建宗：大局為重勿「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反對派在剛過去的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上繼續「拉布」，令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撥款申

請再度未能進入表決階段，令人擔心已失去10月特惠津貼的40

萬名合資格長者再次「見財化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強調，特區政府用盡所有的方法來配合立法會，希望「長津」

可以早日通過，紓緩超過40萬長者的生活困境。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昨日亦呼籲立法會議員應以大局為重，不要再「拉

布」，理性處理有關的撥款申請，又指當局會要求財會再「加

會」處理。

長者遊行促落實「全民退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文森）有人將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與所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
討論掛 ，引起了連番爭議。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在一
公開場合上強調，扶貧委員會已
正式成立，並將於下月舉行首次
會議，其中重點就是成立專責小
組研究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的問
題，「不要以為政府推出這政策
（長津）後便不會再做其他事，這
是完全錯的」。

以新思維研新路向
張建宗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

時表示，扶貧與長者福祉是今屆
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扶貧委員
會的成立標誌 當局關心香港的
貧窮問題，清貧長者是其中一個
重要環節，故特區政府提出的
「長津」，是當局的安老政策的重
要開端，先照顧香港社會上最有
需要的40多萬名長者，「很多議
員擔心推行津貼之後，政府便不
會想考慮其他的退休保障計劃，
這是一個錯覺」。
他續說，扶貧委員會屬下的專

責小組，會由政務司司長任主
席，他則出任副主席，並會和民
間組織緊密合作，和立法會緊密
互動，透過吸納民間智慧，全
面、客觀和務實地研究在鞏固現
行制度，如強積金及其他保障系
統的同時，研究不同的退休保障
方案，期望提出新的路向、新的
思維，以造福香港的長者。
張建宗並強調，「長者的福祉

是今屆政府的重點工作，扶貧和
改善長者的生活是我們的重點工
作」，指今屆政府只運作了4個
月，已推出了多項重要的惠民措
施，其中於6月底開始推出的2元
乘車優惠計劃惠及98萬名65歲以
上長者，並將於明年3月進一步推
廣至全部20多條渡輪和大嶼山巴
士，及研究將擴至綠色專線小巴
的可行性，以擴大長者的社交活
動以至加強維繫家庭關係。

撥9億長者中心增電腦設施
同時，當局會透過獎券基金撥

款9億元，將240間由社會福利署
資助或是有聯繫的長者中心全面
現代化，增加電腦設施及增加健

身器材等，讓長者有一個豐盛的晚年。
被問及坊間建議的「全民退保」時，張建宗坦

言，香港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討論有關問題，但
當時意見不一、議論紛紜，社會無法達成共識，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遂應運而生，而隨 社會發
展，反映了強積金制度在退休保障方面仍有很多
不足之處，但各界對「全民退保」的具體供款模
式、水平仍有不少爭議，需要社會深入的討論和
廣泛諮詢。
另外，扶貧委員會成員、前社署署長余志穩昨

日在出席另一公開活動時表示，扶貧委員會轄下
設有專責小組，討論有關綜援及退休保障等問
題，故不應將「長津」與全民退休保障的討論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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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委會將於本周五繼續審議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

由於當日會議尚要審議近200項由反對
派議員提出的修訂動議，令人擔心「長
津」在當日仍未能進入表決程序。

拖拖拉拉因有人複雜化
林鄭月娥昨日在結束英國及西班牙訪

問並返抵香港時重申，該計劃只有一個
宗旨、一個目標，就是希望為超過40萬
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即時的生活上補貼，
紓緩他們的困境，並爭取用盡所有的方
法來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希望有關的撥
款申請可以早日通過，讓社會福利署開
展落實計劃的籌備工作，而有關撥款申
請拖拖拉拉了一兩個月，是因為在整個
討論過程中，有人不斷將「長津」複雜
化，強調在推出「長津」的同時，特區
政府會繼續研究其他紓緩長者或香港弱

勢社群的措施。

周五能否通過難以估計
張建宗昨日在出席「長者學苑運動會

2012開幕典禮」後，被問及有建制派議
員及反對派議員均反對財會通宵開會審
議「長津」時表示，政府無權干預議會
的運作，只能尊重議會的規則並作出配
合，「如果議員認為通宵是不可行或不
需要，我們會跟正常途徑，請主席在已
預定的時間內加會、加時間、加點處
理」。
他續說，自己在上星期五財會結束

後，已即時和財會主席張宇人商談加開
會議，並獲同意本周五的財會最少可加
開1節共2小時的會議，但由於當日同日
舉行的內務委員會，以及財會本身有其
他議程，故能否再「加會」實屬未知之
數，且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議員可以

隨時提出無限量的修訂，故當局實難以
估計周五會議能否通過有關的撥款申
請。

先惠長者再研全面退保
張建宗表示，隨 香港社會日漸高齡

化，退休保障是「不容忽視、刻不容
緩」，而「長津」是政府的第一步，也
是重要的一步，希望社會各界正面看待
並支持這項惠民政策，先幫助逾40萬名
生活困難的長者，待第二步才研究全面
的退休保障計劃：「40多萬名長者中有
很多生活是很困難的，為甚麼我們不先
幫助他們，讓他們生活過得好一些
呢？」
他重申，社會福利署需要四五個月的

時間才能完成有關的籌備工作，整個流
程非常壓縮，「每一日都是重要的時
間」，而政府已承諾在計劃落實的1年

後，會向立法會匯報計劃是否有優化的
空間，故呼籲立法會議員應以大局為
重，不要再「拉布」，而是以理性的態
度去處理有關的撥款申請，「我始終相
信個別議員都明白到長者的福祉、公眾
的利益，及議會的時間是寶貴的⋯⋯我
們覺得，去到這階段，大家應該要務實
處理，為40多萬長者的福祉和長遠利
益，盡快通過撥款，讓我們可以展開工
作，這是重要的」。

陳章明籲先撥款再談細節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昨日在一

公開場合上指，特區政府目前的方案已
經相當寬鬆，期望議員和政府可減少爭
拗，並呼籲議員先通過撥款，再談細
節，「現在已去到財政撥款最後一個關
卡，（財會可在）財政撥款通過後，接
才談追補一兩個月（長津）」。

■林鄭月

娥希望撥

款申請可

以早日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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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遊行的長者和年輕人都期望，政府盡早設立全民退

休保障，改善基層長者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