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金供款上限擬增至2400元
7月向政府交建議 倘落實或分兩三階段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張美

婷）積金局將於7月向政府提交建

議，檢討強積金供款入息上下限，

根據政府統計處入息上限水平最新

數字，每月供款上限很可能增至

2,400元。積金局表示，檢討工作仍

在進行，未有最後定案，考慮到一

次過調整幅度或會過大，即使最終

建議落實調高供款上限，亦可能會

分兩至三階段調整供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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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近日極
度關注取消強積金
對沖的進展，兩名

商界議員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中，表達商界對現時流傳方案的不滿，
質疑勞工及福利局未有徵詢商界意見。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本屆特區
政府有能力及決心解決相關問題，稍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將與勞資雙方
介紹初步方案細節，呼籲大家給一點耐
性。

商界議員稱方案「偏幫勞工」
紡織及製衣界、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
國斌昨日批評，坊間流出的方案是「偏
幫勞工」，商界絕對不能接受。按該方
案，政府對商界補貼的過渡期會由10年
延長至約12年。他質疑︰「10年、12年

後，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沒有解決這個
問題。」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直言，特區政府一

直希望找到一個長久永遠的方案，而過
渡期延長至約12年，只是方案裡其中一
個設計元素而已。今日即使有強積金對
沖安排，不少僱主在處理法定遣散費和
長期服務金時，亦非完全靠強積金來對
沖，故如果一個方案完全不需要僱主自
己付，而是由另外的第三者或者某一種
基金來付，將與今日的做法有所偏差。
她並重申，強積金對沖一事不應再

拖，相信本屆特區政府有能力及政治決
心解決問題。
鍾國斌追問，商界也希望可以永久解
決這個問題，「至於是否全部由某一個
基金提款拿出來的話，這個絕對可以商
量，亦不是說商界『死咕咕』地說我供

款後，我便要把所有問題搬進基金，但
一直以往勞福局沒有與商界探討過任何
方案。」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吳永嘉亦發言跟

進，指特區政府「放風」的方案，一方
面說「加碼」，但另一方面又不將計算
遣散費的方式由現時月薪三分之二降低
至一半，是「退步」的安排。
林鄭月娥澄清，特區政府並無「放

風」，又強調政府願意擔任補貼的角
色，甚至「落水」再深一點，以解決纏
擾已久的強積金對沖問題。

林鄭：勞福局會盡快解畫
她希望大家給一點耐性，勞福局會盡

快向持份者，包括商會、僱主聯會等解
釋，然後才會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撤對沖做補貼角色 政府願「落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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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會議日
前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案，其中計算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月薪比率定為三分之
二，而非舊方案的二分之一，隨即引起部分
商界反彈。勞顧會僱員代表鄧家彪指，勞方
此前已釋出善意，勉強接受「劃線」方案，
若遣散費和長服金以月薪二分之一計算將是
倒退，又指現時是改善勞工政策的好時機，
期望今年暑期前勞顧會能達成共識。
有報道早前引述消息指，政府就取消強積

金對沖提出新方案，包括將財政承擔由150
億元加碼至175億元，協助僱主的補貼期由
10年延長至約12年；每月將全體員工薪酬的
1%存入僱主專用戶口，儲蓄至全體員工年薪
的15%便可停供。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則維
持按僱員最後一個月薪金的三分之二計算，
領取金額上限就盡量維持在現有39萬元或相
若水平。

指方案已回應商界憂慮
鄧家彪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新方案已

回應了商界的憂慮，現時是改善勞工政策的
好時機，不應再拖延，期望勞顧會能在今年
暑期前達成共識，以便政府明年下半年將方
案提交立法會。
他強調，取消強積金對沖是社會共識，勞

方希望取消對沖之餘，亦能維持現時遣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以最後一個月薪金三分之二
計算的方案，如果採用舊方案，將月薪比率
定為二分之一將會是倒退，會影響到許多年
資長的僱員，又希望政府為即將退休的僱員
設立配對基金，照顧年資長的員工。
勞顧會勞方代表周小松於另一節目上表

示，若傳聞屬實，政府已聽取勞工界的意
見，他會支持方案，又指年資達20年以上的
僱員才會領取這39萬元上限金額，估計對商
界影響不大。

郭振華：設封頂可消僱主憂慮
勞顧會僱主代表郭振華稱，暫未收到具體

方案建議，不過，他認為現時流傳出的方
案，較上屆政府提出的舊方案理想。他解
釋，早前未知政府會進行補貼，令不少中小
企擔憂財政狀況，但新方案下有15%的封頂
機制，政府亦承諾補貼，相信可消除資方大
部分的憂慮。
勞顧會僱主代表何世柱表示，政府願意加

碼注資至175億元，代表政府有誠意解決問
題，而由僱主開設一個額外的戶口，每月額
外供款僱員薪金的1%，作為支付遣散費及
長服金的儲備金，商界有能力承擔。
不過，自由黨黨魁鍾國斌稱，商界不能接

受現時傳聞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並質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事前完全沒有諮詢
商界，如果方案屬實，政府是在「閉門造
車」。

鄧家彪：勞方釋善意 盼暑假前達共識

■璀璨維港夜景。 香港文匯報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早前公佈，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加碼
派糖方案，向「三無」市民派發4,000元。
反對派在昨日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中，要求特區政府向市民派8,000元至1萬
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不會
囤積屬於市民的財政資源，會盡量還富於

民，但亦要考慮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並認
為財政司司長已將今年的財政盈餘分配好，
既有「投資」亦有「共享」。
林鄭月娥昨日甫進場，多名反對派議員呼

叫「回水1萬」、「財政預算案還錢」。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更離開座位，企圖
衝到通道，被保安攔截，其後議會恢復正常

秩序。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稱，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不能體現與民共
享」，又稱特區政府是在輿論及在反對派
政黨的「施壓」下，才「選擇性」派4,000
元，又質疑相關申請程序「複雜」，認為
特區政府應「全民還錢」8,000元至1萬元

等。
林鄭月娥表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介

紹預算案時，已經將今年預計的1,380億元
財政盈餘分配好，既有投資未來，亦有關
愛共享，並在施政報告措施之上再作額外
投入。
她強調，香港有些地方需要特區政府大力
投資，包括教育、醫療基建及安老服務的投
資，如教育新資源方面，特區政府原承諾50

億元經常性開支，先是已經撥了36億元做
各種項目後，財政司司長亦配合她和教育局
局長的考慮，再多給20億元的教育新資
源，現在未分配的教育新資源還有34億
元。
林鄭月娥說：「我舉這個例子是想告訴范

議員，我們不會囤積這些屬於市民的財政資
源，我們盡量都是還給市民，但給的時候都
要考慮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現時強積金供款的上下限，分別根
據每月就業收入分佈中第九十及

五十的百分值釐定，積金局會每4年檢
討一次，7月會向政府提交建議。

月入低於8000或可免供款
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入息上限

水平是4.8萬元，若按照有關水平，上
限將由目前的1,500元增至2,400元；供
款入息下限會由7,100元調高至8,000
元，即月入低於8,000元的僱員毋須供
款。
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昨日與傳媒聚餐時

表示，目前3萬元入息的上限已落後於

機制，認為僱員入息水平應調升到約
4.8萬元，而強制性供款可能由目前的
1,500元上調至2,400元。
積金局行政總監陳唐芷菁則表示，檢

討工作仍在進行，未有最後定案，考慮
到一次過調整幅度或會過大，即使最終
建議落實調高供款上限，亦可能會分兩
至三階段調整供款額，以免對供款雙方
構成太大負擔，以及未必會加盡至最多
4.8萬元。
她強調，在提交報告後最終是否調整
由政府決定。
事實上，目前月入7,100元以下的僱

員只需僱主供款，自己毋須供款；而超

過3萬元月薪的僱員，僱主及僱員則需
要各供款1,500元。積金局對上一次調
整強積金供款的上下限是在2014年6月
1 日，上限將由每月 1,250 元提升至
1,500元。
另外，據悉政府今日會約見商界及勞

工界，介紹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新方案。
黃友嘉表示，未知具體方案內容，但同
意僱主為僱員額外儲蓄1%，認為長遠
有助商界減少壓力。
他指出，目前僱主需要支付對沖後的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若採用新方案，
僱主的儲蓄戶口有助在5至8年後足夠
支付相關開支。

特首：千億盈餘既「投資」亦「共享」

對於維多利亞港，我是熟悉的，畢竟整
整陪伴了她十二個年頭。雖然我並不生於
斯，但卻居於斯，必然也就念於斯。

2月23日年初八，又稱順星節，剛忙碌
完一年一度的新春酒會，發現天邊的晚霞
還沒褪盡，會展外面維多利亞港兩岸就亮
起華麗的燈光，儘管還有微微的小雨，但
落日的餘暉與燈光交織在一起顯得初升夜
色下的維港分外迷人，作為全球最著名的
三大深水良港之一，維港海面寬闊，兩岸
高樓矗立，118層的環球貿易中心、88層的
國金二期、73層的中環廣場、70層的中銀
大廈。港島高高的太平山與對岸燈火璀璨
的星光大道旁的鐘樓遙相呼應，相看兩不
厭，在平靜中孕育着繁華與生機。

很少有機會在會展這麼看着港灣，腦海
裡想起 1861 年在對岸九龍發生的歷史一
幕。當時的英國駐廣州署理領事巴夏禮
（Harry Parkes）代表英國，把一袋盛滿泥
土的紙袋交給清朝官員，再由清朝官員交
回給他，以此表示九龍半島的移交，香港

島和九龍半島之間的海港，也以當時的維
多利亞女王而命名為維多利亞港。這段歷
史在後人看來充滿了隨意性和戲劇性。也
難怪，在英國這個海洋帝國濃重的商業動
機驅使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商
業貿易和經濟利益，「借來的地方、借來
的時間」自然也就是普遍心態。這心態哪
怕後期有所變化，但香港一直就是那隻
「會下金蛋的鵝」。所以，歷史的改變不
僅僅是滄海桑田，也不僅僅是場景和人
物，如果你不去揭開那層薄紗，也許你會
迷失在時間長河之中，不知自身的歷史為
何物，一如大海無根浮萍。

1997年6月30日深夜到7月1日凌晨，香
港歷史迎來了莊嚴的時刻，在維多利亞港
邊的會展中心舉行香港政權的交接儀式，
英國查爾斯王子、首相貝理雅、末任港督
彭定康等目送英國國旗徐徐降下黯然退
場，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迎風飄揚。
歷史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在維多利亞港完
整地轉了一圈，走完了一個輪迴，迎來了
一個新起點。香港在形式上被強佔了一百
多年，中國歷屆政府從來沒承認過三個不

平等條約的合法性，1997 年香港用「回
歸」就是這個意思：以前你是搶過去的，
現在我是要回來。國家的統一與完整，一
直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最高政治利
益，這是不可觸碰的政治底線。正如習近
平主席在2016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
周年大會講話中所言：「我們決不允許任
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
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
中國分裂出去。」這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
的最高政治宣言。從香港一百多年的發展
史來看，嚴格說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中國這
個母體，她以前是、現在也是、未來還是
中國不可割裂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又想起近年香港流行的「本土」這個
詞，但什麼是「本土」？我們需要好好深
思，真正的「本土」是什麼含義？習近平
主席強調：「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有人曾半調
侃半嚴肅地說：「本土」真正的含義，就
是香港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我覺得這種
說法挺有意思。香港最大的依靠就是國
家，香港文化本來就根源於中華文化母

體，最核心就是大中華文化，尤其是嶺南
風俗文化，無論從地域架構、文化傳承、
經濟依託到族群組成，她和國家的血肉聯
繫從來沒有斷過。

俗話說：同文同種、同聲同氣。絕大多
數的香港人不是來自內地就是內地移居香
港者的後代，香港書寫的文字是繁體字，
我一直認為繁體字更能表達得出我們五千
年悠久的傳統文化。香港講得最多的粵
語，比較接近秦漢時期的關中話；在北角
街市處處響起的閩南話，就非常接近唐宋
的官話，在上環經常能聽到的潮州話也屬
於閩南語系；在元朗，你還可能會聽到圍
頭話——一種更古老的中原遺音。香港喜
歡拜關二爺，也少不了盂蘭勝會，新界有
春秋二祭、族田、鄉約和宗祠，上環有東
華三院（寓意「服務廣東地區華人的醫
院」），北角的新光戲院上演的粵劇幾乎
每晚滿座，哪怕一個小小的鵝頸橋底，還
有非常傳統而且香火鼎盛的「打小人」，
每逢農曆驚蟄更是人頭攢動。這一切都融
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這種生命的基因如
何能割捨和分離？就像美麗的維多利亞港

把香港島、九龍半島，甚至是新界與內地
緊緊聯繫在一起，命運與共，休戚相關！
正如倉央嘉措在《見與不見》裡所說：

你愛，或者不愛我，愛就在那裡，不增
不減

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
裡，不捨不棄

來我的懷裡，或者讓我住進你的心裡
默然、相愛、寂靜、歡喜

■鍾國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吳永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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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主席黃友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