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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指出何謂強積金對沖機制。

2.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指出公共開支增加對社會有何影響？

3. 若政府降低強積金對沖比例，將為持份者帶來什麼衝突？

4. 指出及解釋降低強積金對沖比例如何提高僱員/僱主的生活素質。

5. 政府推行勞工保障政策時，應先考慮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你在多大程度上認
同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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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慧

爭議：
強積金成為「僱主

錢箱」，變相「從僱
員錢袋支付僱員遣散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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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香港的經濟雖然發展成熟，但
勞工福利仍然乏善足陳，被不少人詬病，以
下將列舉部分改善勞工福利的措施。

標準工時：兼顧工作生活
根據本港政府的調查顯示，目前近40萬打

工仔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近9萬人每周工
時超過70小時，遠超歐盟每周工時48小時的
標準，嚴重影響打工仔的閒暇時間和生活素
質。
標準工時能限制打工仔的工作時數，讓他

們能兼顧工作與生活，發展更健康的身心狀
況，長遠而言亦有助提高工作效率。

男士侍產假：先小家後大家
2012年10月，勞工顧問委員會同意讓男士

享有3日侍產假，料於2014年能正式立法。
本港過去並無男士侍產假，男性僱員難以

陪伴分娩後的妻子，此做法被批評有違家庭
倫常；換個角度看，僱員即使身在辦公室，
但心亦牽掛妻兒，大大打擊其工作效率。因
此男士侍產假可讓男性僱員先專注照顧家
庭，助他們安頓好後再投入工作。

「家庭友善」：彈性工作安排
政府2006年積極推行「家庭友善」政策，

鼓勵僱主因應僱員的家庭需要，提供較彈性
的工作安排，讓僱員能兼顧
家庭和工作。誠然，彈性工
作安排會增加經營成本，但
長遠而言能提升員工士氣，
亦能加強工作效率。

■香港現時僱主有權將其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作為支付遣
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資料圖片

調整強積金對沖機制

定義：
僱主有權將其強積金僱主供款部

分，作為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挑戰：
1.增加企業成本
2.公共開支上升

利好：
1.增加僱員保障
2.加強企業責任

1.標準工時
2.男士侍產假
3.「家庭友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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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自上世紀70年代靠輕工業起家，逐步轉營

至目前全球數一數二的金融中心，實有賴一眾港人的勤

奮、勞力。本港的商業、金融業發展已臻成熟，然而，

本港的勞工權益 、待遇依然備受爭議，諸如工時過長、工時環境欠佳等問題仍

不絕於耳。特首梁振英的競選政綱曾明言降低強積金對沖比例，以提高僱員的

退休、離職保障，然而，今年公布的施政報告卻未有就此着墨。下文將會分析

降低強積金對沖比例對不同持份者的生活素質影響，以助學生進一步掌握政府

推行政策前的考慮因素。 ■黃德正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調整強積金對沖 引各界爭議
特首梁振英曾於競選政綱明言「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

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比例」，以爭取不少勞工界人士的支持。1月公
布的施政報告以「扶貧」為重點，卻未有提及調整強積金對沖比例，令不少勞工

界人士感失望，並促請政府盡快檢討相關措施。但在另一方面，商界亦表明目前的遣散賠償制度
已能充分保障僱員權益，一旦下調對沖比例，會增加中小企壓力，甚至出現結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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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開支：量入為出 審慎理財
公共開支主要分為「經常性開支」及「非經常性開支」，前者是指維護社會及公共機構正常運作、保

障人們基本生活的必然開支，包括公務員薪金、社會福利開支等；而後者則是政府的偶然、非必然開
支，例如退稅、臨時津貼金等。一般而言，若政府增加「經常性開支」，就必須增加相關的「經常性收

入」以作為長遠的收入來源，例如加稅。
基本法規定政府需奉行「量入為出」、「審慎理財」的公共財政規律，加上本港稅制簡單，其他經常性收入乏善足

陳，因此政府過去對每項經常性開支均謹慎處理。有意見認為政府的理財原則過分保守，不利社會發展；亦有意見認
為政府財政紀律嚴謹，令社會整體財政狀況穩健。

社會質疑對沖偏離「保障退休」原意

若取消或下調強積金對沖比例，對僱主、僱
員及政府又有甚麼影響呢？

1.增加僱員保障
香港的經濟發展成熟，2011年的

本地生產總值達19萬億元，排全球前列位置，
按道理應有經濟條件提供較完善的待遇、保障
予僱員。根據現行法例，僱主有責任向僱員支
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作為對僱員的承擔和
回饋。
然而，對沖機制從僱員的「退休基金」（強

積金）提取款項，支付僱員本身的離職費用，
即使該部分屬僱主供款，亦不盡合理，變相以
僱員資產攤分僱主責任，更削弱僱員將來的退
休保障。
調整強積金對沖措施，可避免僱主從僱員的

強積金中「提款」，增加僱員退休時的可支配
現金，提高他們的退休保障，讓強積金不會淪
為僱主錢箱，保留其「退休保障」的原意。
2.加強企業責任
香港的工業、商業發展蓬勃，各行各業的經

營狀況理想，亦應提加其企業社會責任，以回
饋社會及員工。強積金對沖機制某程度上攤薄
僱主的責任，令他們無需負擔沉重的遣散責
任。調整對沖機制可增加僱主對員工的承擔，
長遠而言有助加強資方的企業社會責任。

1.增加企業成本
香港工商業的經濟狀況普遍理

想，然而，人工和舖租是僱主最主要的開支。

香港的租金首屈一指，居全球前列，不少中小
企僱主均慨嘆「做埋都唔夠交租」，若調整對
沖措施，將會大大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未必
所有商戶均能承擔，有商會人士更明言，不少
中小企或會引發中小企結業潮。
香港以中產階層支撐整體經濟及社會發展，

中小企屬此階層的重要持份者，一旦觸發結業
潮，將會掀起連鎖反應，刺激失業率上升，衝
擊本港經濟。
2.公共開支上升
強積金對沖的原理是以僱員的強積金，抵銷

僱主需支付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削弱僱員
未來的退休保障。
有報道曾指出，有退休人士本可獲20萬長

期服務金及20萬強積金作退休之用，然而，
公司利用對沖機制從強積金戶口提取10萬支
付長期服務金，令該名退休人士由原本可獲
40萬減至30萬，令他的退休計劃失去預算，
甚至明言一旦花耗所有退休金，將會申領綜
援。
上述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若維持現行的對

沖機制，某程度將僱主對僱員的退休責任卸責
予政府，最極端的情況是以綜援「埋單」，長
遠而言，將大大增加政府的公共開支。由於不
少社福津貼屬「經常性開支」，一旦中門大
開，將為政府帶來沉重
壓力，並需透過加稅維
持相關開支。

挑戰

利好

根據現行《僱傭條例》，僱員退休或不獲續約，如供職
超過一定年期，可獲僱主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強
積金對沖機制是指，僱主有權將其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
作為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對沖機制例子如下：

*月薪僱員 (最後一個月的工資×2/3)×可追溯的服務年
資 （資料來源：勞工署）

變相僱員支付遣散費
根據現行對沖機制，僱主可提取$54,000作為支付遣散

費，那麼將遣散費減去僱主過去5年為僱員提供的強積金供
款，實質只需支付$6,000。有意見批評此機制令強積金成為
「僱主錢箱」，以強積金攤分僱主責任，變相「從僱員錢
袋支付僱員遣散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前獲得的政府數據指出，本
港於2008年至2012年，共提出285億元強積金，當中106
億用於對沖，比例接近四成，而用作退休之用的金額僅得
79億，較前者低12個百分點，令社會質疑對沖機制令強積
金偏離「保障退休生活」的原意。

主角 教師李先生
月薪 $18,000
年資 5年
遣散費* 18,000 x 2/3 x 5= $60,000
僱主過去5年為僱員提供的強積金供款
18,000 x 0.05 x 12 x 5= $54,000

改善勞工福利 措施並非唯一

■特首梁振英
在今年公布的施政
報告，未有就降低強
積金對沖比例着
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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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團體要求特首梁振英兌現競選承諾有團體要求特首梁振英兌現競選承諾，，
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