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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強 積 金 『 對 沖 』 機 制 意 向 問 卷 調 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行強積金對沖機制：自計劃於 2000 年成立，強積金累積權益中的僱主供款部

份，可以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當年商界同意推行強積金乃因有此對沖機

制。倘取消對沖基制，意味僱主須準備額外儲備，而所需花的金額是“黑洞”。

因此，『對沖』問題如何處理，影響深遠。

展開退休保障諮詢：『扶貧委員會』於 2015 年 12 月推出《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

諮詢文件，涉及強積金對沖機制的處理問題，諮詢期六個月。外界惴測該諮詢文

件是因應現任行政長官履行其選舉承諾“逐步撤銷強積金對沖機制”。

有關強積金的諮詢方向：

 應否及如何逐步降低強積金對沖安排。

 如何理順強積金對沖與遣散費的問題。

 在這事件上政府應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如何評估商界的影響。

本會關注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提議，並於早前應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

員易志明先生邀請派代表出席自由黨的『撤銷強積金對沖機制』的諮詢會議，與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對話。

同時，本會也收到『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向各商會發送的問卷調查，隨附轉

發有關問卷內容，誠邀 會員/貴司填寫。本會把收集所得的資料匯合整理，以

便向政府及政黨反映會員心聲。請在 3 月 31 日或以前填妥問卷，傳真 2780-8156

或電郵 info@mbta.org.hk 回本會 ，謝謝！

秘書處
2016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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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強 積 金 「 對 沖 」 機 制 意 向

問 卷 調 查 *

(截止日期：3 月 31 日)

1. 請問 會員/貴司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看法為何?

□ 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 支持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 支持逐步降低「對沖」比例至＿＿＿＿%，分_＿＿＿__年落實推行

□ 無意見

□ 其他︰＿＿＿＿＿＿＿＿＿＿＿＿＿＿＿＿＿＿＿＿＿＿＿＿＿

2. 若政府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會員/貴司認為對本港營商環境有何

負面影響? (可選多於一項)

□ 估計企業營運成本增加_____%

□ 估計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 預計勞資關係更為緊張

□ 政府政策反覆，影響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 無影響

□ 其他︰＿＿＿＿＿＿＿＿＿＿＿＿＿＿＿＿＿＿＿＿＿＿＿＿＿

3. 若政府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或逐步降低「對沖」比例，會員/

貴司預期下列哪種情況會發生? (可選多於一項)

□ 在取消「對沖」機制生效前，企業解僱年資逾 5 年，或接近 5 年的

員工節省長期服務金

□ 提高服務或產品價格，將成本轉嫁消費者

□ 在取消「對沖」機制生效前結業，遣散所有員工

□ 改為聘用更多合約員工

□ 減少僱員人數

□ 無影響

□ 其他︰＿＿＿＿＿＿＿＿＿＿＿＿＿＿＿＿＿＿＿＿＿＿＿＿＿＿

* 提問內容來源：『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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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 會員/貴司對現時強積金的運作是否滿意?

□ 非常滿意 □ 滿意 □ 非常不滿意 □ 不滿意

□ 無意見

原因︰ □ 管理費合理 □ 投資回報良好 □ 供款比率恰當

□ 管理費高昂 □ 投資回報差劣 □ 供款比率太高

其他︰＿＿＿＿＿＿＿＿＿＿＿＿＿＿＿＿＿＿＿＿＿

5. 請問 會員/貴司是否贊成在目前的機制下，向長者增加一層退休保障支援?

□ 贊成

□ 反對 (請跳到第 8 條作答)

□ 無意見 (請跳到第 8 條作答)

6. 政府的《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諮詢文件提出不同方案，請問若落實推行

退休保障， 會員/貴司贊成︰

□ 不論貧富，所有長者均可受惠 (請跳到第 8 條作答)

□ 只支援有經濟需要人士

□ 無意見

7. 若退休方案只支援有經濟需要人士，受助人的資產上限應為︰

□ 8 萬元 □ 25 萬元 □ 50 萬元 □ 75 萬元

□100 萬元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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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曾表示，可考慮成立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年金1，令有一

定資產的長者也有穩定收入，增加他們的生活保障。

請問 會員/貴司是否贊成採納下列方案，為長者提供退休保障?

(可選多於一項)

□ 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年金

□ 私人保險

□ 優化逆按揭

□ 回報與通脹掛鈎的長期零售債券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9. 其他意見︰(如有需要，請加附頁)

＿＿＿＿＿＿＿＿＿＿＿＿＿＿＿＿＿＿＿＿＿＿＿＿＿＿＿＿＿＿＿＿

＿＿＿＿＿＿＿＿＿＿＿＿＿＿＿＿＿＿＿＿＿＿＿＿＿＿＿＿＿＿＿＿

＿＿＿＿＿＿＿＿＿＿＿＿＿＿＿＿＿＿＿＿＿＿＿＿＿＿＿＿＿＿＿＿

＿＿＿＿＿＿＿＿＿＿＿＿＿＿＿＿＿＿＿＿＿＿＿＿＿＿＿＿＿＿＿＿

＿＿＿＿＿＿＿＿＿＿＿＿＿＿＿＿＿＿＿＿＿＿＿＿＿＿＿＿＿＿＿＿

多謝支持！請提供 會員/公司基本資料，方便跟進。

如有查詢，請致電秘書處 2384-1435。

會員公司名稱︰＿＿＿＿＿＿＿＿＿＿＿＿＿＿＿＿＿＿＿＿＿＿＿＿＿＿＿

聯絡人 ︰＿＿＿＿＿＿＿＿＿＿ 職稱 ︰＿＿＿＿＿＿＿＿＿＿

電話 ︰＿＿＿＿＿＿＿＿＿＿＿ 填寫日期︰＿＿＿＿＿＿＿＿＿＿＿

1 假設公共年金每年 5% 保證回報，長者投放 100 萬元入公共年金，每年便可獲得 5 萬元，

即平均每月有約 4000 元收入。若該年度回報為 8%，長者也只獲 5%保證回報，其餘保留

到日後回報不足時再用，拉上補下，如有需要，會由政府「包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