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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劃一津貼  可更利扶貧  

 

撰文: 周基利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 

欄名: 長者津貼爭議 

 

長者生活津貼的爭論由開始爭辯應否有入息及資產審查，慢慢開始進

入另一個階段，就是這個措施將來的發展和一些細節問題。如它會否

變成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前身，抑或成為代替現行長者綜援的社會保

障呢？  

 

筆者推測這些討論將會是全民和資產審查爭論的一個延續。另一方

面，亦有一些學者提議在津貼金額上作一些改動，以令津貼能進一步

在資源分配上做得更好。  

 

資產審查爭議  預計將延續  

 

今次，筆者便想討論一下這些具體建議。嶺南大學經濟系何濼生教授

在報章建議，將津貼金額和所擁有的資產掛鈎。假如長者擁有的資產

是 18 . 6 萬或以下，他便可得全數 2 ,2 0 0 元的津貼。但假如長者擁有的

資產是 19 . 6 萬，他所得的津貼便是 2 , 10 0 元，比全數津貼少 10 0 元，

如此類推。即擁有資產比上限每多一萬，他的津貼便少 1 00 元。所以

一個擁有 28 . 6 萬資產的長者，他所得的津貼便是 1 , 200 元，比全數津

貼少 1 , 00 0 元，因他的資產比上限多出 1 0 萬。  

 

按資產發津貼  易誘長者做假  

 

以此計算，一個擁有 40 . 6 萬資產的長者便將會得不到任何津貼了。不

約而同，報章亦報道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提

議，可以試行長者生活津貼一年，然後將演變成擁有不同資產的長者

將得到不同金額的津貼。這類方法稱之謂順應率（ s l i d in g  s ca l e），而

原本較簡單的劃一津貼金額是平頭標準（ f l a t  r a t e）。  

 



順應率的好處是將資源放在最需要的長者身上。另一個好處是審查上

限已不是一綫之差便決定有全數津貼或沒有任何津貼。這樣做便能減

低長者因不合上限要求而盡快使掉一些資產，以令自己符合要求。這

些行為我們稱之謂利誘行為（ i n cen t iv e  b eh av i o r）。  

 

但是它亦有一些壞處的。第一：津貼的金額計算繁複，可能令長者卻

步。第二：資產多少成為關鍵，所以需要較頻密的審查，或會令行政

成本增加。  

 

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措施能否減低長者貧窮問題。因為正如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所講，長者生活津貼是一項扶貧措施，所以最

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發揮它的作用。  

 

筆者最近獲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資助進行一

項為期 5 年，耗資 3 00 萬的研究，名為「建立一個足夠、使均等而又

負擔得起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筆者亦會嘗試研究平頭標準和順應

率的長者生活津貼或綜援在扶貧的作用。據筆者所知，香港並未有進

行過這類的研究。所以現在筆者只好參考外國的研究了。  

 

香港缺相關研究  優劣難定  

 

美國智庫（ R AN D）在今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筆者便跟讀者分享一下

他們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收集了墨西哥一個州的數據，再運用模型

（ s im ul a t i on）比較平頭標準和順應率在成本和扶貧作用上的分別。在

平頭標準中，每一個合乎入息審查資格（如少於 3 , 00 0 元）的長者都

會得到相等於入息上限的金額援助，即 3 , 00 0 元。另一方面，在順應

率的情況下，合資格的長者只會得到他入息和 3 , 00 0 元的差額。  

 

假 設 一 個 長 者 只 有 1 ,0 00 元 的 收 入 ， 他 便 會 得 到 2 , 000 元 的 津 貼

（ $3 00 0- $1 00 0）。如此類推，結果發現順應率的成本較平頭標準為低，

大約是它的 8 成（ 8 1 .9 %）。即是說假如用平頭標準的方法支付津貼金

額需要 1 0 億的話，順應率的支付方式只需 8 億。  

 

但在扶貧方面，劃一津貼則比順應率較為優勝。在順應率的情況下，

貧窮率由原本（沒有津貼）的 6 成（ 59 . 5%）減至約四分之一（ 24 . 1%）。

但用劃一津貼的平頭標準時，貧窮率則減至只有 1 成（ 1 0 .6 %）。所以

同樣的研究是有需要在香港進行，我們才會知道平頭標準和順應率的

成本和扶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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