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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自社會福利署的前身——華民政務司署社會局於 1947 年成立起，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發

展至今已經超過 60 年。雖然現時社會福利署設有多種社會保障計劃，但整體制度仍然未臻完

善，本文將分析各項社會保障政策的現況，並探討現行制度的不足之處。 

  社會保障泛指由政府營運或資助，並以個人或家庭作給付單位的現金福利系統，系統按照

市民的需要、地位或供款記錄決定領取資格（Walker，2005）。在此定義下，社會保障可以分

為需要供款的計劃及毋須供款的計劃兩大類別，需要供款的計劃包括社會保險、公積金等，毋

須供款的計劃則包括公共援助金、全民資助等。 

香港並未設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公積金亦只有由 2000 年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下文簡稱為強積金）一項。然而，有部分意見認為強積金性質為個人儲蓄，由私人基金經理

投資及管理，政府未有為供款者分擔風險，亦未有擔當任何財富再分配的角色，因此不能被視

為社會保障政策。有見香港需要供款的社會保障政策實例不足，本文將先以毋須供款的社會保

障政策為重心，並於文章後半部分補充其他已發展地區現正實行的需要供款的社會保障政策，

再與香港狀況進行比較分析。 

  在香港，毋須供款的社會保障政策主要由社會福利署負責執行1，社會福利署亦同時負責

其他社會福利項目，例如安老服務、青少年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等。表格 1a 概括了最

近五個財政年度社會福利署就社會福利及社會保障的實際開支，數據反映在社會福利方面的實

際開支持續增加，2020 年的實際開支比 2015 年的增加了 37.9%。在社會保障的實際開支方

                                                      
1 部分毋須供款的社會保障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及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則由在職

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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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連續增加三年後，於 2019 年稍有下降，但仍然比 2015 年的社會保障的實際開支增加

了 25.8%。另一方面，就該等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而言，數字在近五年來稍有波動，

呈現了先跌後升的趨勢。 

  表格 1a 社會福利和社會保障的實際開支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社會保障的實際開支（億元） 451 455 465 631 608 

社會福利的實際開支（億元） 625 644 662 851 862 

社會保障佔社會福利開支的百分比 72.1% 70.7% 70.3% 74.1% 70.5% 

社會保障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1.81% 1.71% 1.64% 2.20% 2.24% 

社會福利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51% 2.42% 2.34% 2.97% 3.18% 

  現時社會福利署設立的社會保障計劃中，部分設有入息或資產等經濟審查。本文將把各項

主要社會保障計劃區分為兩大類別，並就每項計劃作簡單介紹。 

 

2 審查式社會保障 

  審查式社會保障視申請人的經濟狀況為獲得援助的其中一項決定因素，申請人需要通過入

息或資產審查，方可順利領取援助。現時政府常設的審查式社會津貼主要有三種，分別為社會

福利署轄下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除此之外，於 2011 年成立的關愛基金，

轄下的援助項目大部分亦設有經濟審查。由於關愛基金的援助項目不少為特別津貼性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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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時效性而非恆常援助，因此本文將不會就關愛基金進行深入討論。 

 

2.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表格 2.1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文簡稱為綜援）以入息補助的方式，為經濟上無法自給人士的

提供一定水平的現金援助，以應付他們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綜援未有就申請人的年齡作出限制，

但他們必須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方可獲得援助。 

  以有兩名健全成人的家庭為例，入息及資產上限如下： 

  表格 2.1b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入息及資產上限（兩名健全成人家庭）2 

豁免計算的 

工作入息 
資產限額 

最高 $4,0003 $44,000 

                                                      
2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3
 受助人每月從工作賺取的入息，首 1,200 元可獲全數豁免計算，其後 5,600 元可獲半數豁免計算，最高豁免計

算金額合共為每月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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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綜援計劃下，援助金可分為以下三類： 

I. 標準金額：按受助人所屬類別而發放不同金額，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II. 補助金：符合特定資格的受助人可以獲發額外津貼，包括長期個案補助金、單親補

助金、社區生活補助金、交通補助金、院舍照顧補助金及就業支援補助金； 

III. 特別津貼：根據個人或家庭的特別需要﹐例如租金﹑學費及其他教育費用﹑必需的

交通費用﹑醫生建議的膳食﹑復康及醫療用具等支出而發放。 

  表格 2.1c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每月標準金額4 

健全兒童 殘疾兒童5 
65 歲以下的 

健全成人 

65 歲以下的 

殘疾成人6 

65 歲或以上的 

長者7 

$3,230 $5,443 $2,685 $4,970 $4,970 

 

  

                                                      
4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5
 包括「殘疾程度達 50%」、「殘疾程度達 100%」和「需要經常護理」；金額數目為三個類別的平均金額。 

6
 包括「健康欠佳／殘疾程度達 50%」、「殘疾程度達 100%」和「需要經常護理」；金額數目為三個類別的平均

金額。 
7
 包括「健康欠佳／殘疾程度達 50%」、「殘疾程度達 100%」、和「需要經常護理」；金額數目為三個類別的平均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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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共福利金計劃（長者生活津貼） 

  表格 2.2a 公共福利金計劃（長者生活津貼）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公共福利金計劃，前稱《傷殘老弱津貼計劃》，是香港政府對長者及傷殘人士的一項社會

保障制度，為嚴重殘疾或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每月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嚴重殘

疾或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申請人需要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以及並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或計劃下的其他津貼。公共福利金計劃轄下共有五項津貼，其中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及高

額長者生活津貼需要通過經濟審查： 

I.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為 65 歲或以上，每月的入息及資產總值均沒有超過規

定的限額。 

II.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為 65 歲或以上，每月的入息及資產總值均沒有超過比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規定更高門檻的指定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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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2.2b 長者生活津貼入息及資產上限8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夫婦入息限額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資產限額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夫婦入息限額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資產限額 

$15,620 $554,000 $15,620 $241,000 

  表格 2.2c 長者生活津貼每月標準金額9  

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2,845 $3,815 

 

2.3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表格 2.3a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前身為低收入在職家庭計劃，是「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開展的低收入津貼計劃。申請的住戶若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並

                                                      
8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9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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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一定工時要求，則可獲得津貼。 

  津貼會按照不同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以「全額」、「3/4 額」或「半額」形式發放。以二人

家庭為例，入息及資產上限如下： 

  表格 2.3b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入息及資產上限（二人家庭）10 

全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3/4 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半額津貼 

住戶每月入息上限 

各項津貼 

住戶資產上限 

$14,700 $17,600 $20,500 $360,000 

  每月總工時亦會影響申請的住戶所領取的津貼金額，詳情如下： 

I. 基本津貼：每月總工時為 144 小時至 168 小時以下 

II. 中額津貼：每月總工時為 168 小時至 192 小時以下 

III. 高額津貼：每月總工時為 192 小時或以上 

IV. 兒童津貼：符合資格的住戶可以為其 15 歲以下，或介乎 15 至 21 歲的兒童申請兒

童津貼 

  表格 2.3c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每月標準金額11 

基本津貼 中額津貼 高額津貼 兒童津貼 

＄750 ＄900 ＄1,050 ＄1,050 

 

                                                      
10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11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金額數目為「全額」、「3/4 額」或「半額」的平均金額。 



10 

2.4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表格 2.4a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下文簡稱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目的是協

助減輕低收入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費負擔，並鼓勵他們入職或持續就業。申請人不能

同時領取在職家庭津貼，入息及資產亦需要符合有關限額，並達到一定工時要求。 

  表格 2.4b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入息及資產上限12 

每月入息上限 資產上限 

$11,000 $99,000 

  每月總工時亦會影響申請人所領取的津貼金額，詳情如下： 

I. 半額津貼：每月總工時為 36 小時至 72 小時以下 

II. 全額津貼：每月總工時為 72 小時以上 

  

                                                      
12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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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2.4c 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每月標準金額13 

半額津貼 全額津貼 

＄300 ＄600 

 

3 免審查式社會保障 

  與上文第 2 部分的審查式社會保障相反，免審查式社會津貼的申請人只要符合特定領取資

格，便不需要接受任何經濟審查，直接可以獲得該現金援助。香港的免審查式社會津貼主要包

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兩項公共福利金計劃14。 

 

3.1 公共福利金計劃（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表格 3.1a 公共福利金計劃（高齡津貼）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13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金額數目為「全額」、「3/4 額」或「半額」的平均金額 

14
 社會福利署轄下的「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及「緊急救濟」，但這些計劃向受助人提供的援助並非

恆常性質，因此本文未有將它們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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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3.1b 公共福利金計劃（傷殘津貼）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上文第 2.2 部分提及的公共福利金計劃轄下共有五項津貼，其中毋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的

計劃包括： 

I. 高齡津貼：申請人需要為年齡在 70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II. 普通傷殘津貼：申請人需要經由衞生署署長或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證明為嚴重殘疾 

III. 高額傷殘津貼：申請人需要符合普通傷殘津貼的申請資格，並經由衞生署署長或醫

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證實申請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他人持續照顧，以及並沒有入住受

政府資助的院舍、公立醫院、機構或特殊學校。 

  表格 3.1c 公共福利金計劃每月標準金額15  

高齡津貼 普通傷殘津貼 高額傷殘津貼 

$1,475 $1,885 $3,770 

 

                                                      
15 數字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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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社會保障政策整體分析 

4.1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數據 

  表格 4.1a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資助對象概念表 

資助對象\月入 貧窮線以下  

貧窮線以上、 

入息中位數以下 

入息中位數以上 

健全兒童    

健全成人    

健全長者    

殘疾人士    

  表格 4.1a 使用上文五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資助對象概念表綜合製作而成，顏色越深代

表該特定群組受越多社會保障覆蓋，由此表格可見，若以年齡層作區分，香港的主要社會保障

在原則上較著重長者的社會保障。若以月入多寡作區分，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則被最多的社會保

障覆蓋，而隨著月入上升，社會保障的覆蓋度亦相應減少。綜合年齡層與月入作分析，貧窮線

以下的長者最能受惠，六項主要社會保障均能覆蓋到他們。月入在入息中位數以上的健全兒童

及健全成人的社會保障覆蓋度則是最低，未有任何一項社會保障以他們為資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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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4.1b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開支比例（2019-2020 年度）（以計劃劃分） 

 

  圖表 4.1c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開支比例（2019-2020 年度）（以審查方式劃分） 

 

  自殖民地時期起，香港的社會保障政策一直採取剩餘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強調

政府所提供的服務為最後的防線，只有在市場失效時，政府才會作出補救性介入，務求對市場

37.96%

8.33%

45.04%

7.33%
1.03% 0.30%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開支比例

（2019-2020年度）

綜援 高齡津貼 長者生活津貼 傷殘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84.34%

15.66%

六類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開支比例

（2019-2020年度）

審查式社會保障 免審查式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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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最少的干預。在剩餘福利模式下，即使面對困難或不幸，一般的個人或家庭都被鼓勵自行

找尋解決方法。因此，以收入於入息中位數以上的市民為資助對象的社會保障亦相對較少。在

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中，有四項設有經濟審查，而這四項審查式社會保障佔主要社會保障津

貼的開支的 83%，遠高於免審查式社會保障的 17%。 

  圖表 4.1d 領取六類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人口佔該組別整體人口的比率16 17 18 19 20 

 

                                                      
16

 由於社會福利署未有就領取永久性殘疾綜援的人士的年齡進行統計，本文按照健全人士領取其他綜援的比例，

推算出此數字。 
17

 由於社會福利署未有就 15 歲以下領取傷殘津貼的人數進行統計，本文按照統計處在 2015 年發表的 15 歲以

下的殘疾人士人口比例（未有包括智障人士），推算出此數字。 
18

 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統計數字為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的數字。另外，由於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未有就

2019-2020 年度 60 歲以上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人數進行統計，本文按照過往成功獲批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人年

齡分佈，推算出此數字。 
19

 由於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未有就 2019-2020 年度 60 歲以上領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人數進行統計，本文按

照過往成功獲批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的申請人年齡分佈，推算出此數字。 
20

 六個組別領取社會保障的人口比率準確至最接近的 5%。 

<5%

>10%

<5%

>5%

>15% >30%

>25%

<5%

>5%

<5%

>70%

<40%

<95%

>85%

0% 20% 40% 60% 80% 100%

殘疾人士

健全長者

健全成人

健全兒童

領取六類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人口

佔該組別整體人口的比率

領取綜援 領取高齡津貼 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領取傷殘津貼 領取在職家庭津貼 領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未有領取以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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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的領取數字上，圖表 4.1d 顯示了超過 60%的健全長者現正申領社會保障，超過整

體長者人口的一半，亦是健全的兒童、成人、長者三個年齡層中最高的。三個組別中為最低則

為成人，只有不足 5%的健全成人現正受惠於六項主要社會保障。在殘疾人士方面，兒童、成

人、長者三個年齡層中，兒童的領取社會保障比率最高， 

4.2 與其他已發展地區的比較 

在簡單地介紹了香港社會保障政策的現況後，本文選取了鄰近香港的廣東省省會廣州、同

為華人已發展地區的台灣、曾經協助香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前宗主國英國，以及被認為社會

保障制度發展較成熟的瑞典四個地區與香港進行比較。以上四個地區的主要社會保障計劃如下，

她們均設有需要供款的社會保障政策： 

 

  表格 4.2a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主會社會保障計劃 

已發展地區 主要社會保障計劃（＊為社會保險計劃） 

香港 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 

在職家庭津貼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 

高齡津貼 傷殘津貼 

廣州 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員救助供養 

高齡津貼 養老服務補貼 

困難残疾人生活補貼 重度残疾人護理補貼 

基本養老保險＊ 失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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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就學生活補助 國民年金＊ 

就業保險＊  

英國 就業及支援補助 個人獨立生活補助 

殘疾生活補助 兒童津貼 

退休金補助 國家退休金＊ 

瑞典 兒童津貼＊ 照顧兒童津貼＊ 

傷殘津貼＊ 疾病津貼＊ 

職業復康津貼＊ 活動補助＊ 

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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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2b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兒童領取社會保障比率2122 

 

  

                                                      
21

 為方便與不同地區進行比較，此部分會把健全人士與殘疾人士的領取比率合併統計。 
22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兒童、成人、長者的領取社會保障比率均準確至最接近的 5%。 

>85%

<5%

<5%

<15%

>65% <35%

<15%

>95%

>95%

>8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瑞典兒童

英國兒童

台灣兒童

廣州兒童

香港兒童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兒童領取社會保障比率

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 有領取社會保險 未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或社會保險



19 

  圖表 4.2c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成人領取社會保障比率 

 

  圖表 4.2d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長者領取社會保障比率  

 

 

>15%

<5%

<5%

>5%

<15%

<5%

<5%

>85%

<85%

>95%

>95%

<9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瑞典成人

英國成人

台灣成人

廣州成人

香港成人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成人領取社會保障比率

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 有領取社會保險 未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或社會保險

>10%

<25%

<5%

<60%

<100%

<80%

>45%

>95%

<5%

>10%

<30%

<5%

>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瑞典長者

英國長者

台灣長者

廣州長者

香港長者

各個已發展地區的長者領取社會保障比率

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 有領取社會保險 未有領取社會保障津貼或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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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長者及兒童的領取比率偏低 

  雖然就成人領取社會保障津貼的比率而言，香港與廣州、台灣、英國、瑞典未有顯著差異，

但在長者方面，則大幅低於其他四個地區。從上文的表格 4.1a 可見，相對其他年齡層，香港

的主要社會保障在原則上已經較傾斜於長者。一般而言，市民的身體機能會隨着年紀增加而退

化，賺取收入的能力亦因而下降，加上香港過往欠缺退休保障計劃，導致相對其他年齡階層，

長者貧窮問題較為嚴重。香港的社會保障以扶貧為主要目標，因此亦投放較多資源於長者，但

因廣州、台灣、英國、瑞典均設有公共年金作為長者的退休保障，且視公共年金為長者的基本

權利，而不是一種扶貧制度，相比之下，香港長者的社會保障津貼覆蓋比率仍然顯得較低。 

另一方面，就兒童權利的重視程度亦然，香港的社會保障政策仍有改善空間。香港兒童領

取社會保障津貼的比率為約 15%，與兒童相關的社會保障大部分以家庭經濟環境作考量，較

集中於生活在最貧窮的家庭的一群。英國及瑞典則均設有免審查式的兒童津貼，不論該兒童的

家庭經濟背景如何，父母皆可按未成年子女人數獲得此兒童津貼。這類型的普及式兒童社會保

障認為養肓兒童會為家庭帶來額外支出，而兒童的成長與家庭資源的多寡的關係密不可分，因

此期望透過普及式津貼減輕兒童面臨資源匱乏的可能性，並嘗試減低兒童之間的不平等。這些

國家視童年為生命歷程中的奠基之石，因此對兒童權利與長者權利同樣重視。 

 

4.4 入息中位數以上的市民鮮有被保障 

  審查式社會保障佔香港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的開支的 84.34%，遠高於免審查式社會保

障的 15.66%，反映社會保障津貼的最大目標是扶貧。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中，長者生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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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在職家庭津貼以及鼓勵就業交通津貼雖然是近十年推出的新計劃，但政策方向仍然奉行剩

餘福利模式。長者生活津貼針對一定資產及收入以下的長者，在職家庭津貼以及鼓勵就業交通

津貼亦是針對處於就業市場底層的勞工以及徘徊於貧窮線附近的在職家庭。新增的社會保障津

貼與過往一樣，覆蓋對象只集中於部份經濟狀況較差的市民，並非一個全民性的保障制度。 

  在現今的制度下，於經濟不景的時期，非低薪的市民需要自行承擔生活壓力，一些有短期

經濟困難的市民可能難以得到財政援助。例如暫時性失業或開工不足的人士，如果擁有一定資

產，未必能夠符合以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為目標的社會保障津貼的申請資格。 

 

4.5 標籤效應 

香港的社會保障政策主張政府只為市民提供安全網，在領取社會保障前，政府認為市民應

自行尋求解決方法，或在家庭內尋求相應支援，導致部分市民即使符合申請社會保障的資格，

亦不願意領取。加上媒體不時報導一些長者寧願拾荒變賣，也拒絕申領綜援，這些例子往往強

調他們「自力更生」、「有骨氣」的形象，變相反映了市民對綜援人士的負面觀感，令部分市民

拒絕領取社會保障。 

除了申請人自己就標籤效應的考量外，其家人的態度亦會影響申領社會保障的狀況。以綜

援及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個案均需要以家庭作單位，並假設了家庭成員之間有道德義務共

享資源。除了主要申請人外，所有同住的家庭成員的經濟狀況、態度及行為，皆會影響整個家

庭的申請資格。如果主要申請人的同住家人不符合領取資格，或者同住家人不願意申領綜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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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家庭津貼，除非社會福利署行使酌情權，否則即使主要申請人得不到家人的任何經濟支援，

該申請人仍然無法領取綜援或在職家庭津貼。 

4.6 以公帑作為唯一財政來源 

香港並未設有社會保險制度，強積金計劃則因政府未有直接負責管理供款，就強積金是否

應被計算在社會保障政策之內的問題，坊間仍然存在爭議。 

強積金計劃的對象為在職人士，而於退休後可以提取的強積金與供款者的薪酬直接掛鉤，

低收入人士的供款金額較低，相對地可以提取的強積金亦較少。在制度設計上，強積金未有任

何財富再分配的功能，政府亦未有為強積金不穩定的投資回報分擔任何風險。因此，部分意見

認為強積金不應被計算在社會保障政策之內，強積金亦未能確保供款者可以於退休後只依靠強

積金而生活，仍然有機會需要領取社會保障。 

與此同時，上文的六項主要社會保障津貼並未要求市民事先進行供款，所有開支一律由政

府庫房負擔。現時有 58.2%的長者正申領社會保障津貼，隨著未來人口老化，如長者領取社會

保障津貼的比率不變，政府的財政將存在沉重壓力。 

與單靠稅收支撐的香港社會保障政策方向不同，上文提及的廣州、台灣、英國、瑞典四個

地區均設有多種形式的社會保險，例如年金保險、勞工保險、健康保險等。即使內容及細節各

異，四個地區的社會保險大多是由政府、僱主及僱員三方供款，政府以法律強制僱員及僱主參

與，並由公營部門管理社會保險的累積收入。部份社會保險的收入會用作支付繳納者的福利，

以當年度的收入支應當年度的支出，形成「隨收隨支」的系統。採用供款方式令廣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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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瑞典三個地區的社會保障政策在稅收以外，有額外的收入應付開支，亦讓政府可以在為

貧窮人士設立最基本的收入安全網的同時，亦能提供失業、病患、等多方面的保障。 

 

5 總結 

本文集中分析香港、廣州、台灣、英國、瑞典五個地區的社會保障的覆蓋比率，雖然各地

相同類型的社會保障計劃的津貼金額有所差異，但因篇幅所限，本文暫未將以上因素納入考慮，

亦未能就非金錢形式的援助多寡進行討論。然而，即使不比較津貼金額的高低，在制度設計上，

其他地區的社會保障系統亦有不少香港值得參考的部分，尤其是上述的社會保險計劃。隨著新

型肺炎疫情下的經濟打擊，香港的社會保障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政府似乎有必要適時調整現

有的社會保障計劃，以回應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市民對社會保障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