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的回應呈件 

 

投資者教育中心的意見概述 

退休保障制度闡述了不同支柱在支援長者退休時的角色。然而，僅靠制度並不足以保護長者免

受貧困的風險。所有人都應該具備一定水平的金融理財知識，才能在整個工作生涯中，為準備

退休作出明智的財務決定。因此，在改善退休保障制度的同時，必須配合相應的金融理財教

育。 

研究顯示，絕大多數市民缺乏足夠的所需知識和技能，為自己規劃退休。作為推行中立持平的

金融理財教育機構，我們認為提升香港市民的理財能力，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準備得更好，實在

是刻不容緩，尤其退休人數正在不斷上升。 

根據分析，投資者教育中心辨認了一些在退休保障制度不同領域的金融理財教育機會，尤其是

強積金投資和自願性儲蓄方面。同時，公眾也需要對退休計劃獲得充分全面的理解，而不僅是

各支柱對個人退休的影響。因此，我們提倡一個關於退休準備的全面金融理財教育計劃。 

  

 

 

 

 

 

 

 

 

 

投資者教育中心的詳細意見 

1. 香港市民的退休準備 

投資者教育中心於 2014年發表的調查研究「金融理財及借貸的知識、態度與行為」裏提

到，除非臨近退休，否則對於大多數香港人而言，為退休訂立財務目標並非當務之急1。即

使退休目標已定，每五個受訪者裡，只有一個曾計算過退休需要多少儲備。 

在 2015 年的另一個研究裡，投資者教育中心發現，只有大概四成有收入的人士，具有每

月儲蓄的習慣。在年輕的在職人士當中，人數比例則大減至一成半。沒有積極而恆久的儲

蓄，年輕人就錯過了享受複息效應的好處。 

持續的低息環境為那些希望獲得財富增值的市民帶來挑戰，也因此刺激他們對其他金融產

品的興趣。投資者教育中心於 2014 年 1 月，調查了香港的成年人口，有超過三成的受訪

                                                                        
1 2014 年投資者教育中心發表的調查研究「金融理財及借貸的知識、態度與行為」中，24%的受訪者

（其中 36%介乎於 50-64 歲）認為老有所養是理財目標之一。 

退休計劃 

社
會
保
障

 

 

 
 

強積金 

 

 

自願性儲蓄 
家
庭
支
援
與
個
人
資
產

 

全面的 

 
 

 

特定支柱的 

圖表 1 

退休保障的 

公共教育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iec/common/pdf/about_iec/IEC-research-knowledge-attitudes-and-behaviour-towards-money-management-chinese.pdf


 

2 

 

者表示曾經投資股票，而持有其他金融產品如債券和基金的人，則少於一成2。與此同時，

超過三分之一的投資者預期每年投資回報能超過 20%。我們因而關注香港人是否具備足夠

的金融理財知識，為退休做好準備。 

預期壽命不斷延長，加上醫療費用上升，在計劃退休時亦是需要考慮的風險。在 2013

年，約有一半的香港市民備有醫療保險，其中約三分之一僅靠由僱主所提供的醫療保障3；

一旦退休，他們就必須自己承擔醫療費用。 2015年投資者教育中心的研究發現，少於三

成的在職成年人和退休人士，購買了危疾保險。 

2. 金融理財教育對退休計劃的重要性 

作為致力改善香港金融理財知識的公共機構，我們全力支持所有推動退休計劃的金融理財

教育，不論是提升對退休計劃重要性的意識，或是提供工具與解決方案，協助市民計算退

休的財務需要。然而，金融理財教育不應僅是提供資訊，更重要的是能夠推動大眾，為退

休計劃建立積極的態度和理想的行為。 

在 2015 年，當投資者教育中心檢討香港金融理財教育活動時，發現在研究的 661 項金融

理財教育活動中，只有一成三的活動重點放在退休計劃。與計劃退休相關的金融理財教

育，如強積金、保險和投資，則主要由不同金融機構分別提供。因此，香港人欠缺機會認

識自己的退休需要，以及如何有系統地全面規劃。 

我們相信，退休計劃的金融理財教育應跨越人生不同階段，並要盡早開始。為此，退休計

劃的金融理財教育應因應特定受眾的知識與經歷，制定有關的內容。如果可能的話，可藉

著如強積金制度或僱員福利的改變等合適的學習時機，提供金融理財教育。 

3. 公共教育 – 全面的退休計劃理財教育 

我們認同扶貧委員會的觀點，認為有必要增加與退休保障有關的公共教育。  

在退休保障的制度內，包括了多個支援退休的範疇 — 社會福利、房屋、醫療、金融產

品、勞工、家庭和社區支援 — 都需要相應的金融理財教育配合。同時這些範疇跟人口老

化息息相關，因此應該以一個更全面的政策來審視各種與退休相關的問題。 

就此，我們期望一個退休公共政策，全面檢視計劃退休和已退休人士的具體需要，並在這

個政策下，能夠制定協調策略，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以及促進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合作，

包括為香港不同組別的人士提供退休計劃金融理財教育。 

4. 個別支柱的金融理財教育需要 

諮詢文件中提出了多項措施，以加強和提升退休保障制度的支柱。以下列出的是每根支柱

的金融理財教育需求： 

a. 第二支柱 – 強積金 

強積金是退休計劃金融理財教育的核心焦點之一。在 2014 年的預設投資策略諮詢文件

中顯示 ，「不少強積金計劃成員沒有主動管理強積金投資。他們對投資選擇感到混

淆，而且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理財知識作出投資決定。」4 

                                                                        
2 2014 年投資者教育中心發表的調查研究「金融理財及借貸的知識、態度與行為」中，45%的受訪者表

示在過去的 12 個月裡曾經投資在金融市場，其中 74%持有或買賣股票，而投資基金和債券的則分別為

22%及 8%。 
3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 2013 年 1 月發表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0 號報告書》，受僱主/機構或自

行購買的醫療保險保障的，或兩者兼有的，佔總人口的 46.3%。其中，只有受僱主/機構的醫療保障的

為 30.6%。 
4 擇錄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於 2014 年 6 月發表的《為強積金成員提供更佳

投資方案》諮詢文件。 

https://www.thechinfamily.hk/web/iec/common/pdf/about_iec/IEC-research-knowledge-attitudes-and-behaviour-towards-money-management-chinese.pdf
http://www.digital21.gov.hk/eng/statistics/download/householdreport2013.pdf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Consultations_and_Conclusions/Consultation_Paper-Providing_Better_Investment_Solutions_for_MPF_Members-Chi.pdf
http://www.mpfa.org.hk/tch/information_centre/Consultations_and_Conclusions/Consultation_Paper-Providing_Better_Investment_Solutions_for_MPF_Members-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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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推行預設投資策略，將會是在職人士增強他們金融理財知識的重要時機。以

下與預設投資策略相關的金融理財教育課題應該加強，讓正規劃退休的人士能夠： 

 

 了解基本的投資概念，包括風險和回報，分散風險，以及在人生不同階段的風險承

受能力； 

 明白為退休作儲蓄需要長時間的投資； 

 認識股票和債券投資； 

 認識基金費用對投資回報的長期影響； 

 了解計劃成員可退出預設投資策略的權利，並作出自己的投資選擇； 

 意識到計劃成員管理個人強積金投資的責任；和 

 明白強積金只是個人退休儲備的其中一部份。 

 
b. 第三支柱 – 自願性儲蓄 

我們支持以鼓勵大眾為自己及其家人作額外儲蓄的政策，達致退休後能夠維持基本生

活水平。 

如之前所述，香港人一般熱衷於投資股票，但未能分散投資。即使在未有公共年金計

劃，或開拓新的金融產品鼓勵自願性儲蓄之前，我們認為香港人有需要認識： 

 不同投資工具的特色及其潛在風險； 

 如何根據個人需要，選擇適合的金融產品； 

 為潛在的財務損失，作出適當保障的重要性；和 

 在不同的監管制度下，身為金融客戶在應對中介機構或中介人時的權利和責任。 

我們的目的是讓香港市民能作出明智的財務決定，特別是與退休儲蓄相關的。 

c. 第四支柱 – 公共服務、家庭支援與個人資產 

高齡單身人士的數目正在不斷增長。從現時的人口推算，在 2029年將有超過 14 萬年

齡介乎於 50至 64 歲的單身人士5。.雖然退休保障制度鼓勵家庭支援，但本地家庭人

數遞減帶來了挑戰。針對這些組別人士，他們所需的金融理財教育主題應包括： 

 可能需要把家庭支援納入到個人預算之中； 

 評估年輕家庭成員支援退休人士的能力; 

 審慎管理退休金總額，其他個人儲蓄和資產，以及各種金融產品，以應付退休生活

開支；和 

 防範特別針對擁有資產的長者的金融詐騙。 

d. 「不論貧富」和「有經濟需要」的原則 

這兩項原則旨在提供支援日常生活需求，解決貧困長者的問題。市民應意識到，這兩

個選項皆不能完全承擔個人的退休支出。因此，備有不同退休儲備是非常重要的。我

們認為必須加強公眾的金融理財能力，為保持退休後的生活質素，做到財務上自給自

足。 

5. 香港在金融理財知識的策略 

在 2015 年 11 月，投資者教育中心推出香港首份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的統一策略「香港金

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策略」（「香港策略」）。「香港策略」首度為金融理財知識訂立明確

的方向，並為政府、金融界、教育界和社福界提供實用框架。「香港策略」的願景是讓大

眾能為自己和家人作出明智和負責任的財務決定，包括退休計劃。當中三大策略性目標分

別為： 

                                                                        
5 “香港政府統計處於 2013 年發表的專題文章《至 2049 年的香港家庭住戶推算》。 

http://www.hksfl.hk/tc/
http://www.hksfl.hk/tc/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10FC2015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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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廣金融理財教育的好處； 

b. 增加學習機會； 和 

c. 加強持份者之間的協調和合作。 

作為「香港策略」的秘書處，投資者教育中心為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公眾聯絡人，和協調社

會各界推行的金融理財教育活動，包括退休計劃的金融理財教育。 

 

總括而言，投資者教育中心已作好準備，提升大眾的金融理財知識，並協助市民為退休作規

劃。當是次公眾諮詢結果得到明確的方向之後，我們歡迎與有關各方作進一步的討論。 


